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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瑞 高凯）6 月 25 日，新
郑市召开新型城镇化建设讲评会。会议围
绕如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科学
发展，如何规划好、建设好新型社区，提出新
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坚持八个原则，解
决八个问题”，扎扎实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引
领“三化”协调发展。

王广国、李书良、陈莉等新郑市四大班子
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新郑市各乡镇、街道办事处、管委
会、相关局委就新型城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和各专项工作规划进行了汇报，并对汇报
情况进行打分和点评。

点评指出，各部门的汇报呈现出新型城
镇化建设有规划、有热情、有干劲等特点。
在下步工作中要继续修订好各项规划，组织
好土地报批，解决好制约难题，规划好配套
设施等。

会议指出，新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坚
持八个原则，解决八个问题。一要坚持科
学规划，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要做到
空间布局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产业发展
规划“三规合一”。要做好城镇体系规划
图、土地利用规划图、产业发展规划图、基
础设施规划图、中央商务区及街道景观区
规划图、现代服务业空间布局图、文化旅游

业空间布局图、现代农业及生态体系空间
布局图“八张图”。二要坚持资源整合，解
决地从何处筹的问题。要依托路网规划，
以路网单元格为单位，合理调整基本农田，
实现土地连片开发。三要坚持“六通八
有”，解决以什么标准建设社区的问题。新
型社区建设要通公路、自来水、电、有线电
视、宽带、天然气，要有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标准化卫生室、连锁超市、文化活动室、科
技文化活动中心、小学和幼儿园、养老院、
特色农民创业园，形成“六通八有”标准。
四要坚持政府主导，解决社区由谁来建的
问题。建设新型社区，要始终坚持以政府

为主导、群众为主体。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要切实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坚持主导规
划和拆迁安置。五要坚持改善民生，解决
群众权益如何保障的问题。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要把着眼点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
上，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利益。六要坚
持多方融资，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七
要坚持创新机制，解决社区如何管的问
题。要结合社区建设，深入推行网格化管
理。八要坚持重心下移，解决工作如何落
实的问题。要从市四大班子领导做起，认
真落实分包联系乡镇（街道、管委会）制度，
带头蹲点指导新型社区建设。

新郑市召开新型城镇化建设讲评会
提出“坚持八个原则 解决八个问题”

在新郑农村走村串户，时常会看到有些
人家的大门上挂着“科技示范户”的牌子，农
民们聊起“农田农事”也都很“专业”，这一切
得益于科技下乡。在新郑市，新品种、新技
术推广应用普及率达到 90℅以上，“良种工
程、科技入户工程、粮油高产创建工程”等项
目遍地开花……

随着新型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
粮食生产中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农民合作
社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已成为大势所趋。农
业科学技术信息正由分散种植时的“被动接
受”，变为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产业化生
产中的“主动需求”。

走进新郑市梨河镇国家供港澳蔬菜种
植基地，只见田地里种着各种蔬菜，每隔几
米就有一个喷灌设施。“我们引进了田间现
代化PVC喷灌系统，计算机根据土地湿度自
动喷水。”河南翠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范和平向记者介绍。

除了先进的灌溉设备，该公司在育苗方
面还引进澳大利亚水培育苗技术，提高土地
利用率40%，节省种子70%。坚持使用有机
肥，为港澳地区提供了菜心、芥蓝、雪斗等20
多种绿色蔬菜。范和平说：“因为高品质、纯
天然、有机等特色，我们的时令蔬菜非常受
港澳同胞的欢迎，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销

售了 100 多万公斤。非常感谢农业部门对
我们的技术指导。”

像河南翠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这样受
益的农户和企业还有很多。新郑市以加快
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

“科技入户，服务三农”为宗旨，以“引进、试

验、示范和培训推广”为手段，大力开展“科
技下乡”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农民接受现代
科技知识的能力、劳动致富能力、勇于创新
和试验示范的能力，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
科技文化素质。

“技术人员经常会给我们送来技术资

料，从资料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科学种植的
方法。那些专家走进我们的田间地头手
把手、面对面地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真
是‘技术人员到户、科技成果到田、技术
要领到人’呀！”城关乡胡庄村蔬菜种植
户高明说。

在“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活动中，新郑
市抽调了本市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郑州市
农委选派的专家，分包全市 290 多个行政
村，全面开展抗旱浇麦保春管、秋粮管理
和秋收秋种等各项科技服务工作。走进
每个村，都能看见路边的墙上公示着该村
技术人员的电话、服务内容，真正使每个
技术人员责任到村、服务到户，做到村村
有农技人员指导。

近日，郑州市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在新
郑市畅园顺利开班，新郑蔬菜产业公司和专
业合作社的管理人员、技术员、蔬菜种植户
等100余人参加了培训。

绿色证书培训、农村劳动力劳动技能培
训、退耕农民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农
村实用人才致富技能培训……“自从开了培
训课后，我是节节课都来听，恐怕错过任何
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你看我还记了很多笔记
呢。培训内容很全面，也很实用，让我们百
姓很受益。”八千乡村民刘刚说。

科技下乡 惠农兴农
本报记者 孙瑞刘栓阳 文/图

本报 讯（记 者 翊然）“ 严 禁 滥
用食品添加剂，严禁伪造食品标签
标识”，“给食品多一点关注，对生
命多一份责任”……在新郑市，各
种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及餐饮单位
的食品安全宣传横幅赫然入目，这
成为食品安全宣传周一道独特的
风景线。

近日，记者从新郑市相关部门获
悉，6月 11日至 20日食品安全宣传周
期间，该市紧紧围绕以“共建诚信家
园，同铸食品安全”为主题，实施放心
奶、放心肉、放心菜、放心豆制品四大
工程，选择群众喜闻乐见和丰富多彩
的宣传形式，努力营造食品安全良好
氛围。

为使宣传富有实效，该市食品安全
办、工商、畜牧、质监、商务、农业等部
门组成 6 个食品安全宣传分队，集中
开展食品安全“进社区、进学校、进农
村、进企业”活动，通过现场设立咨询
台、悬挂条幅、摆放展板和发放食品安
全宣传页、组织培训等形式，利用户外
电子屏、广播电视台、宣传车等向群众
和食品摊贩宣传讲解食品安全知识和
食品安全小常识。

“这次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我学会
了如何选购鲜牛奶等知识。”周末的晚
上，市食品安全办在炎黄广场开展食
品安全宣传，前来纳凉的市民赵女士
说，“有了这些宣传材料，我在休闲的
时候也可以补习食品安全科普知识，
这样的活动应该多举办点。”

据了解，此次食品安全宣传周共
出动宣传人员 943 人次，发放宣传资

料 50000 余份，制挂宣传标语 2000 余条，摆放宣传
展板 150 块，出动宣传广播车辆 50 台次，接受咨询
人数达10000余人次。

司法部领导到
新郑视察调研

本报讯（记者 刘冬）6 月 20 日，司法部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张彦珍一行到新郑调研。

张彦珍一行在省司法厅相关领导、郑州市领导张学
军及新郑市领导王广国、赵建武的陪同下，先后到该市法
律援助中心、和庄司法所进行实地调研，并对该市基层司
法行政工作表示肯定。

新郑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一次主任会议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近日，新郑市四届人大常
委会召开第一次主任会议。新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书良，副主任王军生、孙阔、彭德成、郭明熙出席会议。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冯西乾，党组成员、常委会委
员王金灿、左建新及新郑市领导康红阳等列席会议。

会议分别听取审议了新郑市政府关于该市公共资
源交易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关于该市生态廊道建设工作
情况的报告。

针对公共资源交易工作，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
和健全程序监督机制，要切实强化和完善队伍建设。

针对生态廊道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
保证廊道建设工作顺利推进，要统筹推进廊道建设后
续工作，加强后期管护工作。

郑州市经济运行调研
督导组到新郑调研
本报讯（记者 吉祥）6月20日，郑州市经济运行调

研督导组一行到新郑，调研督导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新郑市领导姜存国陪同。

督导组一行先后到河南晶锐、新港产业集聚区标
准化厂房建设项目、河南桑乐太阳能建设工地等地，通
过听取汇报、现场察看、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详细了解
该市上半年GDP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公共财政收入、
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郑州市经济运行调研督导组一行对新郑市经济运
行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该市再接再厉，克难攻
坚，确保完成全年各项任务指标。

花香深处新农家
本报记者 尹春灵

“村里的苗木可多了，海棠、桂花、百日红、樱
花……光玉兰花都有20多种哩，鱼塘里的鱼也可欢
实。”新郑市和庄镇付庄村70多岁的张大娘如数家珍。

张大娘此话不假。每到这个时节，付庄村苗圃
基地就成了花的海洋，而鱼塘里水活鱼欢，让人陶醉
在这一片田园意境中。现如今，该村已初步形成了
以“淡水养殖、花卉苗圃栽培”两大产业为主导的发
展格局。

其实，原来该村尝试淡水养殖、花卉苗圃栽培的
村民并不多，好像“万花丛中点点红”；而现在已有
150家左右农户乐此不疲，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也随
之提高。

由“点点红”到“满庭芳”——新郑市和庄镇付庄
村是怎样变化的？

自付庄村新农村建设全面启动以来，该村的村
容村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排排房屋整齐明亮，柏
油村道、硬化入户路宛如玉带穿行其中，房前屋后道
路两旁都栽满了绿树，乡村靓起来了。村民们怎样
才能脑袋富起来，口袋鼓起来？该村的文化大院在
这方面出了不少劲：村两委办公室、会议室、图书阅
览室、远程教育播放室、文体娱乐室一应俱全，村民
们足不出户就能学到知识。

随着知识的增加，该村群众“思发展、谋发展”的
愿望日渐强烈。怎样才能在土地上多捞点金？付庄
村民动了脑筋。有特色才有“钱”景，更多的村民靠
淡水养殖、花卉苗圃走上一条致富路。

针对部分村民缺资金、缺人员、缺技术这一突出
问题，该村借助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时机，通过示范户
带动、党员结对帮扶、提供技术支持、争取项目资金
等一系列措施，使该村淡水养殖、花卉苗圃栽培短时
间内实现了规模化发展。花卉种植面积达到170余
亩，建立了专业的技术人员队伍和经纪人队伍，形成
了种植、销售、绿化工程承包一整套相互衔接的市场
运作体系；淡水养殖面积达到320多亩，通过推广新
品种、新技术，提高养殖品种档次，养鱼收入明显提
高，亩均收入可达1万元以上。

夜晚夏风吹来，空气里弥漫的缕缕花香，其中荡漾
着村民们喜悦的笑声。

社区“六管员”
管理无缝隙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以前有事儿找政府，现
在有事儿一个电话，社区‘六管员’在家门口就给俺办
了。”前不久，新郑市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在全市各社区
服务中心建立了“六管员”队伍，这一举措得到了辖区
居民的赞誉。

家住该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西街社区的胡俊杰，
年轻时因打工致残，丧失了劳动能力，其所在辖区民
政民调员陈丽敏了解到情况以后，多次登门，为其申
请办理了低保和廉租房补贴，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被列入‘六管员’队伍后忙了许多，我负责辖区的
养老、救助以及邻里互助，解决邻里纠纷调解等事情，
一些小事能处理尽量处理，处理不了的及时上报。”民
政民调员陈丽敏告诉记者。

据介绍，社区“六管员”即设施维护员、文化宣传
员、治安巡防员、民调民政员、环境保洁员、卫生防疫
员。在“六管员”队伍中，每一员都进行了明确分工，从
物业管理到文娱宣传、治安巡逻、邻里调解、环境卫生、
健康教育等做到“处处有人管，事事有人问”。

自2010年新郑市在全市各乡镇建立“六护员”（护
村庄、护道路、护井渠、护林木、护电力和护土地）队伍
后，今年 5 月份以来，该市又创新举措，在全市各社区
服务中心建立了“六管员”队伍。目前，社区“六管员”
从街道工作人员，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成员，未就业的
大学生中选派、选聘。

从“六护员”到“六管员”，新郑市社会管理创新覆盖
面更加广阔，也使社区无缝隙管理服务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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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不断加大投入，加
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环境
持续改观，更多的城市夜景呈现，
为夜色下的新郑增添了许多乐
趣。图为郑风桥夜景。

⇦6月18日~21日，第十四
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十六强赛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
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郑州大学等知名高校共
16支代表队参与角逐。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河南翠绿
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蔬菜种植
基地，一名工人
收获蔬菜后，满
脸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