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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天还会有人去买西瓜吃
吗？在河南郑州，这样的事情就
确确实实发生了。7月4日下午，
在农业路天明路交叉口西南角的

“爱心瓜摊”上，瓢泼大雨中，1万
斤西瓜在2小时内被爱心市民和
企业买走。“没想到这么多好心人
支持我。”摊主“西瓜哥”常赞感动
的泪水和雨水流在了一起。

这次爱心行动，源于 7 月 3
日的一条新浪微博：“明天下午
2 点，我们组织大家去帮助‘西
瓜哥’常赞，购买西瓜，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发布者是郑州电视
台主持人丁洁，而之前，她已经
联系好了几家企业和爱心网友，
准备一次买走 3000 斤西瓜来帮
助“西瓜哥”常赞。

天气却着实不给力，上午就

下起绵绵细雨，午后更是“升级”
为倾盆大雨。这样的天，大家还
会如约而至吗？下午 1 点半左
右，让人意外的场景出现了。先
是三三两两的网友和爱心市民
自发赶来，接着陆陆续续又有
20多人来买瓜。2点到了，首个
爱心企业郑州巴奴火锅准时到
场，一下子买走西瓜 3000 斤。
随后，雨越下越大，来的企业和
市民却越来越多，郑州银行总部
和嵩山路支行买走 1000 余斤、

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买走
1000 斤、西安理工大学 MBA 河
南联合会买走 2000 斤……4 点
时，众多爱心企业和市民共买走
整整1万斤西瓜。

为啥大家如此帮助“西瓜
哥”常赞？“他是个真汉子，有情
义，有担当，不退缩。”来买瓜的
巴奴火锅负责人杜中兵跷起大
拇指。常赞是郑州市一汽修厂
职工，妻子赵康君 2008 年体检
时查出患淋巴瘤，之后不断恶

化。为了不拖累常赞，妻子不
止一次提出离婚，但都被常赞
断然拒绝。“她是我的爱人，我
就要对她不离不弃。”常赞含着
泪说。

为了继续治疗，常赞支起了
瓜摊，将自己的故事写在牌上，
希望大家能帮帮他。他的故事
通过网络等各种途径传开，买瓜
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人扔下
100 元抱起个西瓜就跑了。常
赞为了表示感谢，在西瓜上刻上

“爱心瓜”字样。
发起人丁洁介绍，爱心企业

和市民坚持要贵买。“如果按实
价，一斤你只能挣一毛钱，这对
抢救几乎没有帮助。”一个市民
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最终，常赞
拗不过大家，西瓜按照 1.1 元一
斤卖。

“康君最近的身体状况是今
年来最好的，前一段时间还反复
发烧发炎，四五天粒米未进。这
几天有时居然吃进几个饺子，这
都是因为大家的鼓励和帮助，让
我们俩都坚强起来。”常赞的脸
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大雨中的
郑州，清凉的空气中却透着浓浓
的暖意。

（原载《人民日报》2012年7月
6日6版）

大雨中售出万斤爱心瓜
人民日报记者 曲昌荣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昨日从市文广新局获悉，第
三届中国（郑州）印刷包装产品博览会将于今年8月10日至
12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中国（郑州）印刷包装产品博览会是由国务院同意，由
商务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大型专业展会。该展会由河南省
人民政府主办，郑州市人民政府、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河南
省商务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河南分会承办，中国
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协办。自
2007 年以来，印博会已成功举办两届，并成为国内印刷包
装专业展会中的一个知名品牌。

据了解，今年的印博会坚持“政府引导推进、市场规范
运作、承接产业转移”为原则，通过广泛开展产品展览、技术
交流、商贸洽谈、理论研讨等多项活动，积极为国内外印刷
包装产业搭建沟通与交流的平台。活动设置印刷包装产品
展区、专业机械设备展区、广告设备耗材展区、印刷形象及
工艺展区和商贸洽谈区等展区，计划布展面积约3.5万平方
米。此外，本届展会根据国内印刷包装产业发展形势，着重
突出印刷产业转移承接的特色，积极与第三届中国（郑州）
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组委会合作，共同举办承接印刷包
装产业转移论坛暨签约仪式；邀请海德堡、三菱公司和北大
方正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举办行业高峰论坛，；举办印刷包装
产品推介会、中国传统印刷技术专题展，丰富展会内涵；争
取承办印刷包装产业领域内的国家级赛事、颁奖典礼及相
关论坛。

目前，印博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展位预订工作已
完成进80%，预订展位947个。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 刘伟平）全省组织系统“三讲
三提升”活动开展以来，管城区委组织部创新活动举措，
以“三比三争创”为载体，不断加强组织部门自身建设，提
高组工干部为民服务能力。

比技能，争创业务标兵，在提升素质上求突破。找准
弱点，开展岗位练兵。通过“自己找、科长点、同志评”，找
准组工干部个人基本能力弱点，采取知识竞赛、演讲比
赛、征文比赛、专题培训、跟班学习等形式，提升组工干部
岗位技能。抓住重点，提升能力素养。在部机关开展了

“每周一讲”集中研讨活动，每周由一名组工干部结合自
己的业务工作，实行轮流主讲。破解难点，推动组织工
作。把组工干部能力提升与组织工作“亮点工程”、党建
品牌创建和组织工作创新评选相结合，通过安排组工干
部参与信访接待、拆迁改造、重点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
选派 15 名组工干部到上级部门、重点项目一线，到艰苦
的工作环境，到重点单位关键岗位进行挂职锻炼，提高组
工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比贡献，争创一流业绩，在提升水平上求突破。开展
“谈心谈话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活动，实行班子不协
调必谈、干部职务变动必谈、新配备调整的班子必谈、外派
挂职学习必谈、发现苗头性问题必谈的“五个必谈”。深入
实际解难题，通过帮助解决基层组织和党员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寻求工作突破。（下转第二版）

管城区组工干部三比
三争创提升服务能力

三讲三提升三讲三提升

哈密的凌晨 4 点，相当于郑州深夜两
点左右，援疆干部马国祥的电话和床头的
闹钟几乎同时响了起来。他立刻披上外
套，朝地区最大的农贸市场奔去。

“这应该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了。”
马国祥告诉记者：“冬天我们也是这个时候
出门进菜，根本就不想把手伸出来。菜市
场每个车上都挂着火炉子。”

来哈密之前，马国祥从来没有和蔬菜
打过交道。2010 年年底来哈密之后，他去
了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不久，市里专门成
立了菜篮子办公室，他成了第一批负责人。

去年10月，哈密市尝试开通了全疆第
一家周末蔬菜直通车：“每天四辆车，一辆
车装一吨半，一共能辐射七八个社区。”

西红柿70公斤，每公斤3.8元；黄瓜80
公斤，每公斤 2.8 元……天刚蒙蒙亮，趁着
市场上的灯光，张应武在小本子上记着自
己买过的每一样蔬菜：“我负责建设路社区
的直销点。一公斤加价两三毛，不挣钱。”

“这些菜不赚钱，每辆车我们补助200元

钱。尽可能把菜价降下来。”马国祥解释说。
对于这个夏季蔬菜一半靠外运、冬季

80%靠外运的城市来说，真要把菜价降下
来，更多地还要靠吴小波和同事们的工作。

吴小波是郑州市蔬菜研究所的黄瓜专
家。入疆后，他成了哈密市恒顺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恒顺公司距离哈密市45公里，就建在
茫茫戈壁上。“2010 年，河南的援建资金到
位后，公司进入建设高峰期。”公司支部书
记王卫刚介绍说，2010 年 1600 座、2011 年
526 座——占地 1.7 万亩的恒顺公司，现在
已经在戈壁滩上建起了3354座蔬菜大棚。

“公司原来种植的蔬菜品种比较单
一。”于是，公司的10个育苗大棚成了吴小

波待得最多的地方：改造育苗设施、引进培
育新品种。

去年，根据当地种植习惯和发展要求，
吴小波确定8个种植温室，引进了西红柿、辣
椒、黄瓜、茄子、苦瓜、韭菜等20多个蔬菜品
种。“现在公司已经有了 300 多亩大棚桃。
梨、枣和桑葚正在试验，争取都能种成功。”

让吴小波为难的是，承包公司大棚的，
多是退牧还草的游牧民。语言不通、没有
基础，他只能在维吾尔族技术员的帮
助下，一点点教、从头开始培训。

需要翻译的，不仅仅是吴小波一
个人。

在花园乡夏马恰巴克村司马义·
雅合甫大叔的枣园里，哈密市林业

局副局长黄立新每次教大叔修剪枣树
的枝丫，都要反复解释为什么剪这个、
不剪那个。

在摸底调查中，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
所出身的黄立新发现，哈密的大枣几乎都
是同一个品种。“下一步我们就要在哈密成
立研究机构，对哈密的大枣进行详细分类、
选育，丰富品种资源。”熟悉品种选育的人
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小项目，三年未必能见
成效。可黄立新却坚持自己的路，“我们就
是要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能用自己的技术让农民富裕起来，
是我们这些农业技术人员最大的幸福。”
黄立新和吴小波告诉记者的话几乎一模
一样。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河南农业
大学兴办高等农业教育100周年庆典大会
在省人民会堂隆重举行，来自五湖四海的
宾朋齐聚一堂，同贺河南农大百年华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为河南农大校庆亲笔题词：“扎根沃
土 厚生丰民，中国要有最好的农业大
学。”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回良玉、刘
延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发来贺信。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
主席厉无畏出席庆典并讲话。河南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卢展工，全国政
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黄晴宜，河
南省政协主席叶冬松，教育部副部长、党

组副书记杜玉波，农业部副部长、党组成
员陈晓华出席庆典大会。

省领导刘春良、赵素萍、曹维新、蒋笃
运、刘满仓、张广智、李英杰等出席大会。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校长孙其信，山东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山东农业大学校长温孚江，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刘旭等出席大会。

作为河南省创办最早的高等学校，
河南农业大学源自1902年创建的河南大
学堂，1912 年 11 月改办为河南公立农业
专门学校，开始兴办高等农业教育，至今
整整100年。

在一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中，河南农
业大学为河南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科研
生产作出了突出贡献，助推河南粮食生产
实现三大跨越。历代农大人秉承“厚生丰
民”的办学理念，不辍耕耘，为社会培养了
10余万名毕业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遗余力。

百年沧桑、百年磨砺，迎来百年辉
煌。今天的河南农业大学，已成长为全
国第一所农业部和地方省政府共建的省
属农业院校，学科覆盖农、工、理、经、管、
法、文、医、教、艺十大门类，拥有 29 个博
士点，80 个硕士点，84 个本科专业（方
向），建有29个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平台。

上街集中开工
23个重点项目

本报讯（记者 朱华 通讯员 穆文涛 王晓宁）昨日上
午，上街区通航社区暨23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据了解，23个项目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功能配套、民
生改善等多个方面，总投资23.48亿元。其中民生类项目
7 个，总投资 1.12 亿元；新型社区建设项目 4 个，总投资
18.34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项目12个，总投资4.02亿元。

作为集中开工项目代表之一的通航社区，规划占地
314 亩，总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建设安置楼 95 栋，总
投资 7.24 亿元，建成后可满足肖洼、武庄、东柏社三村
1000 多户 4000 余人居住需求。据介绍，该项目坚持高
标准设计、高标准建设施工，力争打造成为郑州市功能
齐全、环境优美、群众宜居的新型示范社区。

昨日记者了解到，郑新快速路南四环以南至新郑路段已具备通车条件，目前，总工程量已完成90%
以上。郑新快速路设计双向8车道，时速100公里，是郑州南部重要的出口之一，全长30余公里，总投
资20多亿元。建成后将极大改善郑州南出口的交通环境。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郑新快速路工程已完成90%以上
郑州印博会8月开
近八成展位已预订

万亩戈壁变菜园果林
本报记者 张乔普 宋 晔

河南农业大学庆百年华诞
温家宝题词 贾庆林 李长春 李克强 回良玉 刘延东发贺信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5 日至6
日，市政协在新密召开十二届二十
一次常委会议，围绕“三化”协调科
学发展进行专题议政。

市委副书记王璋，市政协主席
李秀奇，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跃
华，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建慧，市政
协副主席岳喜忠、王薇、朱专兴、牛
西岭、党普选、李新有，市政协党组
副书记王建平，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秘书长张建国出席会议。

5 日下午，常委们先后参观了
新密巿岳村镇任岗正兴社区、来集
镇王堂祥和社区和超化镇超化新区
中心社区，实地了解新密巿新型城
镇化建设情况。

6 日，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政协
十二届二十一次常委会会议议程，
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关于增补市政协
委员的情况说明，增补了13名市政
协委员；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情况的通报。会
上，围绕“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这一
主题，市政协有关专门工作委员会
分别就新型城镇化建设、振兴服装
产业、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问题作
大会发言，提出意见建议。常委们
还围绕“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展开讨
论，为推进我市“三化”协调科学发
展提出意见建议。

李秀奇希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
和政协委员提高站位，切实增强推
进“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主动融入，切实发挥政协组
织和政协委员在“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他希
望政府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市政协、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在此次常委会议上提出的各项建议，进一步提高
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确保这次会议的专题议政成果在推动
我市“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王璋在总结讲话中对这次政协常委会议取得的丰硕成
果表示充分肯定，认为这次会议主题突出、调研深入、建议
可行。就如何更好地发挥市政协在推动“三化”协调科学发
展中的作用，王璋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在推动“三化”协调发展进程中作出新贡献。全市各级
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始终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作为履行
职能的首要任务，把“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要求贯彻到政
协各项工作中去；充分发挥政协“智囊团”、（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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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是郑州市的老城区，产业工人
多，离退休和失业工人多，政府承担的社
会性事务极其繁重。

中原区根据自身实际，把原有办事
处、社区、楼院网格化，辖区划分 12 个
一级网格、154 个二级网格、660 个三级
网格，下派 47 名县级干部、12 个街道办
的 767 名干部、35 个职能委局的 749 名
干部下沉到网格中，织成一张覆盖城乡
的“大网”，将服务、协调、管理、维稳和

“消肿化淤、活血通络”的功能延伸至整
个社会肌体的最末梢，使基层社会管理
服务焕发出蓬勃生机。郑州市委副书
记王璋说：“虽然这只是基层社会管理
的初步探索，刚刚起步，但很有意思，很
有试头。”

“织网分田”，工作化整为零
“小问题不出网格，大问题不出社区”

“社区网格化管理解决的就是基层
盲区多、效率低、群众意见大，我们体会
深刻！”棉纺路街道三棉西社区的居民李
春香，最近多次来到社区表达谢意。原
来，他家居住的楼房前面因居民长期向
楼下扔垃圾形成了卫生死角，一到夏季
气味难闻，蚊蝇成群。由于向厂区后勤
处反映多次未果，这便成了周围居民的
一块心病。

三级网格长卢丽娟在日常巡查中了
解这一情况后，一边做好民情日志，一边
向二级网格责任人孔令辉及时汇报。孔
令辉立即带领社区工作人员赶到进行清

理，大家用手捡，用铲子挖，将清扫出来的
大量垃圾清运干净。同时社区还协调筹
措500元垃圾清运费，组织10余名党员志
愿者对脏、乱、差问题较集中的地段进行
了定期清理，社区面貌大为改观。

棉纺路街道下辖 6 个社区的居民，绝
大多数都是几个停产国棉厂的下岗、退休
工人，贫困和弱势群体多、人口老龄化程
度高。辖区低收入人群 1119 户，占全区
的1/3；廉租房住房补贴户2284户，占全区
的1/5。这几个老厂区社区基础设施长期
缺乏投入，破损老化严重，后勤长期疏于
管理，脏乱差现象严重。

棉纺路街道将辖区划分为 7 个二级
网格、42个三级网格，（下转第二版）
（原载《人民日报》2012年7月6日14版）

郑州中原区推行社会管理网格化

干部沉下去 管理变服务
人民日报记者 戴鹏

阅读提示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社

会管理手段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
如何保证基层的问题能得到及时回
应、及时解决，是当前需要探索和解决
的社会管理难题。

郑州市中原区把原有办事处、社
区、楼院网格化，辖区划分 12 个一级
网格、154 个二级网格、660 个三级网
格，下派47名县级干部、12个街道办
的767名干部、35个职能委局的749名
干部沉到网格中，织成一张覆盖城乡
的服务“大网”，不失为基层社会管理
模式的改革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