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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新闻

“丹江水清鱼儿肥，渔家生活
有滋味！”这是梨河镇新蛮子营村
村民甘登有经常哼唱的小曲。

随着新郑与淅川的“联姻”，
如今肉嫩味鲜的丹江鱼也“沿
着”南水北调的路线，“跳”到了
新郑人的餐桌上。甘登有开办
特色农家乐巧致富，让新郑市民
尝了个鲜。

傍晚时分，记者在移民村找
到了他的小院，第一件事就是去
瞧瞧丹江鱼的“尊容”。“嘿！还真
带劲！”一条条活鱼确实“膀大腰
圆、生龙活虎”。

闲暇之时，甘登有谈起了他
的“致富经”。 今年48岁的他，以
前在淅川就是在江边帮亲戚打鱼、
卖鱼的。落户新郑以后，生活稳定
了，就寻思着生计问题。与其一家
人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

创业虽说政策多，可两地环
境的不同，却让他很迷茫。“咱就
是个渔民，除了打鱼其他的都不
会。”后来，甘登有发现新郑的农
家乐遍地开花，前来旅游的人也
络绎不绝，生意不错，所以便萌发
了重操旧业的想法。妻子、孩子
还有几位老乡帮忙，投了五六万
元开办起了农家乐。

甘登有说，他的食材（鱼、鸡
等）均是从淅川老家托人运过来
的。他告诉记者，丹江鱼由于生
长在丹江库区，味道鲜美并且没
有污染，可谓绿色食品。“这些活
物运到咱这儿挺费劲吧？”“可不
是嘛！就说这鱼吧，运输的时候还
得打上氧气包。”一次运太多卖不

掉，肉就不新鲜了，味道自然就会大打折扣，“所
以每天都要到高速公路去接货，这个费点劲儿。”

一鱼九吃、一鸡两做、黄牛肉、山羊肉……
在甘登有的小店里，一份份美味刺激着来往顾
客的食欲。他家的店开业近一个月，生意比想
象中的好。“村里像这样的农家乐有五家，收入
都不错。”甘登有笑得爽朗。

“开农家乐还可以申请补助呢！”甘登有说，
一开始开店时，镇里帮扶干部就告诉他市里有
扶持农家乐的政策，“等稳定些，就跑趟市里去
了解申请一下，争取早日加入‘正规军’，让生意
能做得更大一些。”

甘登有心里还有个“大计划”：让淅川的农
水产品大批“游”进新郑的市场。“随着喝上丹江
水、吃上丹江鱼，新郑与淅川缔结的‘鱼水情’将
使咱们农民更有‘钱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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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新郑市招录了325名大
学生村官，将近四年过去了，这些村官工
作得怎样，近日，记者走近他们，探访他
们的工作情况。

“老板”村官带头致富
夏日炎炎，记者见到梨河镇老观李

村村官贾长安的时候，他正在自己的“公
司”为40多头奶牛冲凉。

得知有人来访，贾长安放下手头的
活，高兴地和记者攀谈起来，“2009 年，
通过前期考察市场，我发现养殖奶牛市
场前景广阔，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我
贷款筹集 20 多万元，买了20多头奶牛开
始养殖。”

创业的道路是艰辛与曲折的，每天
忙完奶牛场的活，贾长安就去村文化大
院的“农家书屋”及时“充电”，远程教
育平台上的养殖技术讲座他每期必
看，通过自己勤奋地学习，他的奶牛场
采用机械化、秸秆饲料养殖，奶牛产奶
稳量高产。

“两年时间，我的成本已经收回来
了，现在每年我至少可以盈利 10 万元。”
贾长安欣慰地告诉记者，旁边的老村支

部书记李书智忍不住说，“贾长安是个好
村官，带领村民集体养奶牛致富的同时，
也带动了村里加工运输秸秆行业，让更
多的村民得到实惠。”

“下一步我将扩大养殖规模，奶牛数
量增加到100头。以后还和村民们合作，
成立奶牛养殖公司。”在建设新农村实践
中成为基层致富领头雁的贾长安满怀信
心展望着他的“创业蓝图”。

“外来户”当上村支部委员
在龙湖镇东张寨村，有一个家喻户

晓的“女文书”，村民们提起她都会举起
大拇指，她就是大学生村官姜丽花。

记者 8 点多钟就来到东张寨村村支
部大院，当记者询问姜丽花怎么没来时，
村支部书记张广现笑着对记者说，“小姜
现在在镇政府点名呢，点完名后就会来

村里忙活了。”姜丽花是2008年通过村民
选举当上的村支部委员，虽然她家不是
这个村的，但由于她积极的工作态度，亲
切的待人接物，村民打心眼儿里喜欢她，
才能让她这个“外来户”当上村干部。

9点钟，正当村支部书记和记者交谈
时，姜丽花骑着电动车准时来到村支部
大院。“像我这样的村官一抓一大把呢，”
姜丽花谦虚地说，“每天在镇里点完名
后，我就会到村里，通过和村民的交谈，
不仅联络了感情，而且能及时掌握村里
的情况，对一些邻里之间的小矛盾做到
及时解决。”

通过及时化解村里邻里之间的小矛
盾，姜丽花的人缘越来越好，不仅如此，
她还经常帮助孤寡老人打扫房间，每月
月底按时核算出村两委开支张贴在公示
栏，使村两委收支情况做到“阳光村务”，

有效地促进了村里的和谐稳定。

好学村官“变身”镇干部
“三夏”期间，观音寺镇王行庄村包

村干部周洋每天都开着禁烧宣传车穿梭
在村里，见到他时，他正在地里帮助村民
收麦。

“我以前也是大学生村官队伍中的
一员，去年 9 月底通过了市里公务员考
试，”周洋说，“村官当久了，我就对村里
的一切充满了感情，所以在分配时，我决
定继续留在镇里，现在我是王行庄村的
包村干部。”

好学是周洋的特点，在村里不忙的时
候，他总是拿着对自己有用的书籍，坐在村
文化大院里，一看就是一整天。周洋爱好
摄影，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他的摄影技术
有了很大提高，每天他都会拿起自己的相
机，记录村里的变化，拍下那些最朴实的农
村生活。

“我想多拍些能真实反映农村生活
的照片，然后再出一部反映农民的画
册。”周洋憧憬地说。

真正融入到农村，热爱上农村的生
活，周洋才会有这样的梦想。

省委统战部
调研组到新郑调研

本报讯（记者 赵 丹 实习生 杨淑慧）近日，省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史济春带领调研组到新郑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新型
社区建设及统战工作，省政协副主席李英杰、梁静、张亚忠等
一同调研。郑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跃华及新郑市领导
王广国、李志强等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新郑卷烟厂、薛店镇常刘中心社区、好
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实地调研。

史济春指出，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中原崛起河
南振兴，是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也是全省统一战线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重点。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的优势，搞好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拓宽渠道，
抓住关键，积极服务市场经济主体；要打造平台，招商引资，促
进对外开放；要深入贯彻“同心”思想，凝聚社会各界力量，调
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为促进经济发展、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湖南省领导
到新郑参观考察

本报讯（记者 翊然）6 月 13 日，湖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长
李微微率队到新郑参观考察文化统战工作开展情况和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情况。省委统战部有关领导及郑州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王跃华，新郑市领导李志强陪同。

李微微一行先后到黄帝故里景区、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
公司考察。李微微对好想你公司以文化带动产业、产业带动
健康、健康促进经济，从而带动农民增收、农村致富、农业发展
的三农模式给予高度赞扬，嘱咐随行人员将该公司好的经营
理念和发展模式认真记录下来，认真学习借鉴。

望京新城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合作签约

本报讯（记者 万 斌）6 月 15 日，省国土资源开发投资管
理中心和新郑市举行望京新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合作签约
仪式。

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省国土资源开发投资管理中心
主任吴洪杰及新郑市领导王广国、孙淑芳、王军生、李颖军、戴
宇林等出席签约仪式。

据了解，长期以来，省、郑州市国土管理部门对新郑的建
设与发展给予了广泛关注与指导，对新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给予了积极的关心与支持。此项目开发期限 2 年，总投资预
计7亿元。

新郑市人大代表
视察公安监所工作

本报讯（记者 边 艳 高凯）近日，新郑市人大常委会领导
李书良、王军生、孙阔、彭德成、郭明熙、王金灿，带领部分
市人大代表视察指导公安监所工作，该市领导赵建武陪同
视察。

人大代表们先后到新郑市拘留所、看守所，实地察看公安
民警的办公、办案情况和在押人员的生活教育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指出，要高
度重视公安工作，充分认识做好监管工作的重要性；要创新教
育方式，有效引导监所在押人员思想实现良性转变；要狠抓队
伍建设，确保干警素质的提高，做到工作上严格要求，生活上
格外关心，增强公安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该市领导冯西乾也参加了座谈会。

政协新郑市委员会
召开四届一次常委会

本报讯（记者 赵 地 高 凯）近日，政协新郑市委员会召开
四届一次常委会。新郑市政协领导陈莉、戴宇林、苏铁林、王
海民、李建国出席会议，该市领导王保军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新郑市委员会2012年度工作要点、
提案工作条例，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全市政协委员中开展“学雷
锋、助推网格化管理工作”活动的意见，及关于加强政协常委、
委员管理的暂行规定。

会上，新郑市政协常委和应邀列席会议的政协委员结合
工作实际，围绕该市新型社区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议政，并提
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要求，各政协常委、委员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和使
命；要积极支持和参与“学雷锋、助推网格化管理工作”活
动，开展好“委员之家”活动；要积极参与、推动新型社区建
设工作。

发挥纪检监察作用服务
保障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 翊然）6月13日，省纪检监察工作服务保障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座谈会在新郑召开，省纪委、郑州市纪委相
关领导及郑州县（市）区相关领导参加会议。

会上，新郑市就纪检监察工作服务保障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工作作典型发言。随后，登封、荥阳等地负责同志结合各地
实际，汇报了各自工作开展情况，并对今后如何服务保障新型
社区建设新要求、新任务的有效途径进行了探讨。

听取汇报后，省纪委领导希望各地区，要突出重点，充分
发挥纪检监察工作职能，切实加强监督检查，为加快推进城乡
一体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证。

新郑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果展览大厅从5月中旬免费对外开放。一段时间以来，该展览大厅作为展
示该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果的窗口，每天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探访村官
本报记者 赵丹 高凯

民生大于天，幸福最关情。新郑
市坚持以更大的热情关注民生，以更
多的财力投向民生，全力办好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事情。
如今，这片土地——新郑，正越来越
自信地演绎着“民本”，裂变出一个个

“和谐”的社会画面。
社会和谐，民生为本。怎样将

“民生”这个“本”做得越来越好？
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切实改善生态
环境、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繁荣社
会各项事业……新郑市把改善民
生作为最大责任，立足改善民生、

维护民利、贴近民心，加快发展各
项社会事业，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和
幸福感。高标准高质量地解决好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加快民生事业发展，提升社
会和谐程度，才能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如果将目光从这十件实事，扩
展到新郑教育、就业、卫生、养老、
住房、医保等领域的方方面面，我
们就会发现，新郑在“奔跑”中提
升 民 生 幸 福 ：在 过 去 的 几 年 里 ，
生态环境、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各

项 事 业 等 方 面 都 取 得 了 喜 人 成
效，百姓的幸福指数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

民生，平淡，却真实，透着温度。
新郑把改善民生放在优先地位，加快
民生事业发展，提升社会和谐程度，
惠民力度越来越大，覆盖面越来越
宽。如今的新郑，已呈现出一派经济

“活”，社会“和”的美好画卷。
民生关注成为惠民最佳注脚。

更多美好的民生蓝图，正在快速向现
实迈进。相信，民生幸福将为和谐社
会开拓出更宽广的道路。

近日，新郑市轩辕湖湿地文化公园建
设工地一派繁忙景象。在太阳下，工人们
一个个汗流浃背，铺设青石板园路、栽植
各种苗木、修葺景观墙……据该市负责人
介绍，该文化公园建成后，小桥流水、缓坡
草地等美景将一一呈现给辖区居民和外
来游客。

这是新郑市着力加快民生事业发
展，提升社会和谐度的一个缩影。今年，
新郑市立足改善民生、维护民利、贴近民
心，着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发展
各项社会事业，提高全市人民的满意度
和幸福感。

“自从市里把老街头公园彻底整修变

成‘居易园’后，每天傍晚，我们全家都会
来这里乘凉玩耍，政府为我们市民想得真
周到。”市民周俊红开心地说。据了解，新
郑市实施的一期街头游园绿化景观提升
改造建设工程共有4个：李诫园、高拱园、
居易园和庄公园。总投资400多万元，每
个游园的改造都突出新郑文化，并以新郑
历史名人命名，目前已全部完工。

新建街头名人游园是新郑市今年十
件实事中的一项工程。关爱少年儿童
成长，实施校车安全工程，新建 2 所“留
守儿童之家”；扩大就业规模，新增就
业、再就业 8200 人，新转移就业农村劳
动力 1.75 万人，开发公益性岗位 400 个；

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04 亿元，鼓励自主
创业……新郑全力办好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十件实事。与此
同时，该市还继续做好与人民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教育、社保等工作，来提升
民生保障水平。

“没想到一天时间，我们反映的问题
就得到了解决，俺市为民办事的效率真
是太高了！”新华路街道毛园社区的苏大
爷深有感触地说。苏大爷居住的小区，
有一段路一直没有路灯，他向这里的网
格管理员反映问题后，网格管理员迅速
把问题反映到新郑市社会服务管理指挥
中心，该中心迅速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和

社区人员，仅用了24小时，就为这条路装
上了路灯。

新郑市坚持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
项目化管理有机结合，科学谋划，系统
设计，统筹推进。通过加强“一办十中
心”建设和加快社区服务标准化体系建
设，为社区配备以治安巡防、文化宣传、
民调民政、设施维护、环境保洁、卫生防
疫等为主要职能的“六管员”队伍，积极
开展“星级”社区创建活动，着力打造文
明社区、和谐社区，夯实社会管理的基
层基础，大大提升了市民的满意度和幸
福感。

新郑：民生事业提升百姓幸福感
本报记者 赵丹

社会和谐 民生为本
——落实新郑“两会”精神系列评论之七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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