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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李娜 蔡雨
杰 文/图）“霞蔚云蒸灯笼挂，星星点点醉玲
珑。”古人的浅吟低唱，道出了河阴石榴花
的绰约风姿。时下，正值荥阳数千亩河阴
石榴花次第开放，吸引周边游客纷至沓来。

据荥阳市旅游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河
阴石榴”已被国家质检总局认定为“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品种以河阴软籽石榴为主，
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自2005年以来，该市
每年9月都举办“河阴石榴文化节”，并举办
河阴石榴风情游暨生态休闲观光游。

昨日，不少游客来到荥阳河阴石榴基
地黄河滩区，只见一望无际的河阴石榴花
竞相怒放，石榴花朵朵绽放，像激情燃烧的

火把，煞是好看。走进高村乡刘沟村兴盛
农庄盆景园，只见一盆盆石榴盆景形态各
异，造型奇特，犹如婀娜多姿的少女点头微
笑（如图）。

美丽的石榴花吸引郑州及周边城市的
自驾游客慕名而来。每到周末，荥阳河阴
石榴基地黄河滩区车辆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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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河阴石榴花灿烂开放荥阳河阴石榴花灿烂开放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孙丽萍
刘栓阳 文/图）“原汁原味的表演，很贴
近群众的实际生活，大家都很喜欢……”
近日，新郑市“百姓大舞台”拉开序幕，精
彩的戏剧表演不仅赢得台下观众的喝彩
和掌声，还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加入表
演队伍。

据介绍，新郑“百姓大舞台”是该市
探索“文化惠民”的一条新路，在连续 6
年成功举办“周末大家乐”活动的基础
上，推出的一项全新的、以群众文化为
基础的活动。该活动每两周一场，周六
晚举行，分别有戏曲、歌曲、器乐等比赛
专场。

“此活动一开始，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
应和支持，特别是广大戏迷朋友更是报以浓厚
兴趣。”新郑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图为参加表演的选手倾力向观众展
现唱功。

新郑“百姓大舞台”开演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杨建敏 文/图）
日前，新密市文物保护管理处在整修法海寺六
祖殿时，在地平以下意外发现了两通古碑刻，分
别为明洪武二年（1369 年）《奉天诰命碑》和明
成化十九年（1483年）《密县城隍寝庙记碑》，两
通古碑虽断为数节，但因长期埋于地下而字迹
清晰，且一字不少。

根据史料记载，明朝初年，朱元璋做了皇
帝，对城隍神非常尊崇，颁布圣旨令京城和各府
州县建庙供奉本地城隍神。并把京城的城隍神
封为王，相当于朝廷的一品官，府为威灵公，相
当正二品，州为灵佑侯，相当正三品，县为显佑
伯，相当正四品。但是当年的圣旨碑保存下来
的甚少。

相传新密城隍庙门前原树有两通碑刻，其
中一通便是朱元璋圣旨碑，碑高丈余，工艺精
湛，十分壮观。至明末崇祯年间，一夜之间两通
碑刻不翼而飞，其碑文内容邑乘未载，民间也未
见抄本，遂成密邑百姓一大憾事。

作为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目前新密古城
的保护、修复和开发建设如火如荼，以河南省文
物保护单位——密县城隍庙为中心的寺庙文
化，向人们展示着她独有的历史风韵和文化内
涵，巍峨壮观的城隍庙戏楼保护维修工程已进
入尾声。时过 380 年后的今天，两通古碑重见
天日，对研究城隍庙历史沿革、变迁及明代的书
法艺术具有较高的价值。

中牟县警方侦破
制售伪劣兽药案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王发明 刘
同）中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通过认真摸排线索、
顺线追踪，于6月7日捣毁一个特大制售假冒伪
劣兽药窝点，查获假冒伪劣兽药210箱，依法刑
事拘留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等4人。

据了解，5月20日，中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接受害人王某报案称：2011 年农历 8 月份其饲
养的生猪生病，商丘市民权县的常焕林到其家
中为猪治病，推销并使用了假冒商丘奇正华康
牌兽药，导致王某饲养的生猪大量死亡共计
258头，造成经济损失30余万元。

接警后，中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迅速联合
官渡派出所组成专案组对此案进行调查，于 5
月31日将犯罪嫌疑人常某抓获。经讯问，犯罪
嫌疑人常某交代了其销售的假冒商丘奇正华康
牌兽药是从犯罪嫌疑人王某处购买，且犯罪嫌
疑人王某在郑州市柳林镇有一制售假冒伪劣兽
药的仓库，但仓库具体位置不详。于是，专案组
民警顺线追踪，经过一周的摸排线索和蹲点守
候，终于成功摸清了仓库的具体位置，并于6月
7 日将位于郑州市惠济区某村的制假仓库查
封，当场扣押重泻针康、克咳、非常头孢、无名交
热康等十二种假冒商丘奇正华康牌兽药，共计
210箱，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

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新郑 53 岁男子
一身正气退劫匪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象乾）5 月 5
日，新郑市八千乡路庄村的刘女士路遇劫匪被
刺伤，路经案发地的河南煤炭建设集团职工、53
岁的张长海挺身而出，救下刘女士。昨日，记者
从新郑有关部门了解到，劫匪已被抓获。

当日中午，张长海接到单位通知赶往郑州
办事。行至新郑新港大道时，看见前方有一男
一女推推搡搡。放慢车速后发现，该男子正在
实施抢劫，并挥刀刺伤了女子的臂部。见此情
形，张长海停车靠近，怒斥劫匪放下刀子。实施
抢劫的男子警告张长海不要靠近，并一把将女
子推倒在地，抓起女子的钱包，骑上摩托向南逃
跑。张长海马上拨打 110、120 救助，并驱车追
赶。追赶途中，张长海用车子逼停劫匪，该男子
遂弃摩托车而逃。随后民警赶到现场。5 月 7
日，劫匪被成功抓获。

据民警介绍，受害女子刘某，当时被刺伤左
手臂，造成大量出血。由于张长海及时拨打了
120求助，刘某被成功救治，目前正在康复中。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见义勇为的张长海是
郑州人，现随单位在新郑工作。他19岁参加工
作，从来都是一身正气，十几年前，在平顶山汝州
上班时，就曾成功制服在车上实施抢劫的劫匪。

“他可帮了我的大忙，以后再也不用
爬着走路了。”昨日，在中牟县黄店镇大路
张村，53岁的张留栓大婶坐在轮椅上双眼
含泪。“他”是徐亮，一位 50 岁、身体有病、
常年服药的中牟县工商局职工。

“2005年，他身患直肠癌，尽管动了手
术，但有时疼得不行……为此，我们局里对
他都是‘管理开放式’的予以照顾，但他就是
这么一个热心肠的人，咋也闲不下来。”中牟
县工商局副局长王平向记者透露这一信息
时，身旁的徐亮有些不好意思。

自网格化社会管理工作开展以来，中
牟县将全县7243名在职职工作为三级网格

员分配到户，要求逐户将联户卡发放到位。
前不久，网格员徐亮同县工商局20多

名网格员一起，到黄店镇大路张村向群众发
放联户卡。在发卡中，徐亮发现，一组村民
张民志4年前患脑出血，常年靠家人搀扶行
走；二组村民53岁的张留栓大婶因患脑瘫，
20多年来只能靠双手在地上爬行生活。也
许是同病相怜，见此情景，徐亮暗下决心，即
使自己花钱去买，也要让他们坐上轮椅。

第二天正好是全国助残日，中牟县残
联已将企业和爱心人士捐助的轮椅发放完
毕。徐亮协调到了一辆轮椅，然后又自掏
腰包买了一辆。5月28日下午，徐亮将轮椅

送到了大路张村两位残疾人家中。当他把
张大婶扶上轮椅时，张大婶的丈夫张孝先
紧紧拉着徐亮的手说：“谢谢你呀，老弟，你
们网格员为俺老百姓办事真是说到做到！”

6月1日下午，徐亮再次来到张民志和
张留栓家，一见到徐亮，轮椅上的张大婶
就高兴地说：“兄弟，俺的事儿真让你费心
了，以后你就是俺的亲人。”

在白沙镇杜桥村，在大孟镇信王村，
在中牟的角角落落，群众正感受着网格化
社会管理体系带来的好处。7243 名联户
干部进村入户，与群众交流，真正做到了
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服务群众。

网格员徐亮和他的“穷亲戚”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新 密 市 发 现
明洪武圣旨碑

中牟小麦收割近半
多措并举落实禁烧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路莹）记者

昨日从中牟县了解到，眼下该县小麦长势良
好，籽粒饱满，县南部地区大部分已收割完
毕，近两天时间有往北部转移的趋势。

结合小麦南北成熟期略有差别的特点，
中牟县农机局利用现有的农机专业合作组织
和农机大户，引导他们在本县境内开展跨区
作业，以便提高麦收进度，同时也为机手多创
经济收入。数据显示，中牟县小麦种植面积
44.7万亩，目前已收割20.3万亩，玉米种植面
积55.3万亩，其中小麦机收率达95%以上，玉
米机播率达85%，还田面积率达85%。

同时，中牟县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通过广
播、会议、公告、宣传车、横幅、发放宣传资料
以及深入农家、社区、田间地头等形式广泛宣
传禁烧知识，提高广大群众对秸秆禁烧重要
性的认识，促进禁烧工作开展；组建禁烧巡查
队伍，24 小时昼夜巡逻。全县共组建 6 个督
查组，3 个涉农街道和 16 个乡镇分别组建禁
烧巡查队伍，24小时昼夜巡逻，在重点田块、
秸秆集中堆沤点派专人看守，做到了时间上
不留真空，空间上不留死角；加强秸秆综合利
用，减轻禁烧压力。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
技术，积极为秸秆找出路，变废为宝，从源头
上有效杜绝了秸秆焚烧行为。

荥阳远程教育
服务“三夏”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张平 赵
涵）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在“三夏”
来临之际，荥阳市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网络覆
盖面广、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的优势，采取
多种措施和形式，为群众提供信息、技术等方
面的服务，全力帮助群众搞好夏收夏种夏管。

5 月份以来，该市及时将工作重点放在
服务“三夏”上，各远程教育接收站点结合实
际，通过远程教育信息发布栏、村委会广播
等，宣传讲解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及省、市、
县助农、惠农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全市站点
累计开展广播宣传 530 次，播放电视片 370
场。据悉，为更好地服务“三夏”工作，该市对
282个村级远程教育站点发放“三夏”生产记
录本，由站点管理员负责记录党员群众在生
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并通过电话、电子
邮件、大学生管理员QQ群等方式进行咨询，
及时联系相关支农部门和农技专家帮助解
决，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截至目前，全市远程教育站点共组织群
众收看500余场次，下载各类信息1700余份，
培训农民群众达8000余人次。

巩义电业局打造
10 分钟缴费圈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柴进峰）
“现在缴电费真是方便多了，过去交电费要
往返十几里，现在不出村，在家门口就能交
电费，还能查预存，可真得劲！”“就是，过去
交电费遇上高峰期，人多，现在有了邮站代
收简单多了！”昨日，巩义市河洛镇古桥村村
民在村邮站交电费时你一言我一语开心地
议论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方便用电客
户缴纳电费，巩义市电业局将打造城区“十
分钟缴费圈”作为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的一项
惠民工程来抓。通过与移动、邮政等单位合
作，该市代收电费的网点已遍布全市各个角
落，在增加缴费网点的同时，该局还为农民
提供更便捷的业务报装、故障报修等服务。
截至目前，该局已成功打造了 POS 机收缴、
自助缴费网点、手机支付代收、银行邮政储
蓄网点代收代扣电费业务、移动网点和邮政
便民服务站代收电费等多种缴费渠道，实现
了缴纳电费的多元化。

如今，客户想要缴电费，只要步行几分
钟，甚至在自家门口就可以缴纳电费，真正
为客户提供安心、舒心、省心的用电服务。

新密市牛店镇小寨村村民周明才，9年
前从外地引进“金太阳”优良品种杏树，今年
他的2.2亩地上可采摘8000公斤，按6元1
公斤，收入可达5万元。目前，他已带动村里
的15户村民栽上了25亩“金太阳”，45万元
水果收入有望很快装进果农囊中。图为昨日
在果园中采摘的农民。

本报记者 张 立 摄

随着退耕还林、“万泉供水工程”等一
系列举措的实施，昔日巩义市康店镇的邙
岭荒山，如今变成了花果山。

昨日是巩义市康店镇庄头村第四届
邙岭鲜杏采摘节的第一天，上午9点，记者
随村主任郭献利一道踏上邙岭，看看林农
今年的收成情况。

上山之前，记者就注意到了今年的新
变化。去年邙岭果园丰收，但上山的路只
有一条土路，游客和林农很不方便，特别
是下雨天尤其艰难。今年，当地村两委投
资近200万元修建的环山大道已经建成，5
米宽的水泥路从314省道边一直通到了山
顶上的“小杂果基地”。

上山途中，郭献利的话多了起来。他
说，以前的邙岭山区沟壑交错，十年九旱，
农民开荒种地也只能望天收，春秋两季最
好的收成只有七八百斤。2002年，巩义市
开始对邙岭山区实施退耕还林，政府不但
免费送苗子、送技术，还投入 3000 多万元
建设了“万泉供水工程”，引黄河水上邙
岭，修建蓄水池，铺设地埋管。如今，只需
拧开水龙头，源源不断的黄河水就能浸润
着邙岭每寸肌肤。

退耕还林并不是封山造林，而是要
让林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农民增收。
郭献利说，庄头村 2009 年 12 月还成立了

“巩义市小杂果协会”和“长福种植合作
社”，引导、指导群众种植特色农业和高
效林业；依托庄头村“汇龙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杏福果业有限公司”、“恒业农林
发展有限公司”种植杏、梨、桃、核桃、苹
果、树莓等高产值经济果品种，2009 年新
增种植面积 150 亩，2010 年发展到 1500
多亩，今年更是达到了 1700多亩。

10 多分钟后，记者到达邙岭“小杂果
基地”。走进路边一处果园，帮忙的老人
和小孩很是热情，将洗好的杏塞到手中，
让记者尝尝鲜。

由于还不到周末，前来采摘的市民并
不太多。“市民采摘只是图个喜气，俺的杏
大部分都送到批发市场卖掉了！”林农罗
玲说，去年自己的十几亩果园收入 4 万多
元，今年怎么算也会比去年多。林农孙治
学笑呵呵地告诉记者，他自家有 7 亩多果
园，今年杏果喜获丰收，前来采摘的游客蜂
拥而来，妻子、女儿都搬到山上帮忙，但还
显人手不够用。

郭献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小杂
果基地进入盛产期的主要是凯特杏，大约
有 600 亩，能产 400 万斤，按照目前 1 元的
批发价，收入至少会有 400万元，如果以 3
元的采摘价那就过千万了。

郭献利说，这只是庄头村果园丰收的
开始，5月份的金太阳杏、5月中旬的油桃、
6 月份的美国凯特杏、7 月份的梨、8 月份
的苹果、9月至 11月份都有晚桃等次第成
熟，四季都有鲜果可供采摘，能在家门口
就业增收，当地农民早已没有进城务工的
念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