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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后，村民的生活出路问题一直
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在此次采访中，记者留意
询问了几个村的村民在改造前后的收益变化。

在小李庄村，补偿的房子面积没有以前
多了，但收益却没有减少。村民刘保民说，过
去一个标间最多租 200 元，现在一套两室一
厅的房子能租到一千二三。过去租房子的人
干啥的都有，脏乱差，不安全，现在这些问题
也不存在了。实事求是地讲，他个人的租房
收益比过去有增无减。

在西史赵村，由于地理位置较偏，改造
前，村民的房子不好租，许多人靠打零工、零
星种菜过日子。改造后，周边的路网通了，人
气发展起来，现在村民们多余的房子全都租
出去了。

在改造后的芦邢庄村，新成立了一个社
区叫新航社区。党支部书记白长福介绍说，
他们村集体通过改造拥有了一座4万平方米
的购物中心大楼；根据改造协议，还将由开发
商出资为集体建造一座37000平方米的写字
楼；加上村集体已经拥有的 10200 平方米的
地面商铺，改造给全体村民带来了 87200 平
方米的集体商业经营面积，将来年租金不少
于1000万元。按芦邢庄村原有人口900多人
算，村民们改造后年人均至少额外获得 1 万
元的固定收益，加上空余的安置房房租收入，
村民们的生活只会比过去更好。

9月14日，在金水路未来路交叉口，川流不息的人群车辆展示出郑州这个城市现代化的一面。在这个路口的东南角，一个名为曼哈顿广场
的商业区已经成为城市的地标性街区之一。在这个现代化的商业区不远处，“毛主席视察燕庄”的纪念亭静静地矗立着。许多老郑州人经过此
地，看到的是现代化的繁荣，感受到的是城市历史的沧桑变迁。

连日来，记者除了走访陈寨、庙李、孙八寨等还未改造的城中村外，也逐一探访了燕庄、小李庄、关虎屯、西史赵、芦邢庄等已经改造完毕的
城中村故地，新旧的反差、今昔的对比，促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在城市面向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中，城中村通过改造变身城市社区已成为时代发
展的大趋势。

燕庄村改造是 2004 年启动的。当时郑东新区建
设大幕刚刚拉开，金水路至东明路段以后再往东成为
一条很窄的路。郑州主城区与郑东新区之间急需一条
宽阔出口。农业路、桐柏路、航海路形成的二环路也急
需打通未来路而构成环形。在此情境下，位于金水路
与未来路交叉口的燕庄村被推上了城中村改造的历史
舞台。

2006年4月，燕庄村实施拆迁，拆掉老旧建筑物近
60万平方米。金水路随之拓宽，未来路得以打通。除
此之外，开发商利用旧村拆迁腾出的土地，建设了一个
总体量129.5万平方米的曼哈顿广场项目，使该地区整
体形象面貌和商业价值得到了跨越式提升。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二七区小李庄村。这个城中
村在改造以前，“楼挨楼”，卫生脏乱差。改造后，小李
庄街区的景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当地一个
新的现代化商业中心，村民的生活环境质量也得到大
踏步提升。

在原小李庄村1组村民李钢现在的家，升龙世纪花
园二区一所150平方米房子里，暖气、燃气、自来水一应
俱全。主人讲述了自己没有改造前的住所：一间20多
平方米的小黑屋，窗户与对面墙壁之间的距离只有30
厘米，不得已，他只好用白灰把对面墙壁刷成白色。

如今，在李钢居住的楼栋不远处，老旧村庄变成了
现代化的商业广场，超市、影院等各类设施都很齐全，
给小区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舒适便利。广场的喷泉
边，每天早晚都有锻炼身体的人群，村民们在歌舞声中
迎来每一个充满激情的早晨。

在过去，城中村的居民其实也很无奈。类似李
钢这样的村民，即便自己想住得干净一点、明亮一
点，在村庄那个大集体里，在楼房挨楼房的环境里，
很难做到。通过城中村改造，不仅改变了村民的居
住环境，更深层次的改变还在于生活习性，它促使旧
式村民的生活习惯向现代市民的生活习惯转换。

在金水区西史赵村，村支书赵松岭说，城中村改
造促进了村民素质的提高。现在村民的安置小区进
出有人管理，卫生有人打扫。环境好了，各家各户都
收拾得干干净净。往常光着膀子、穿着拖鞋就跑到
街上的现象少了；随地吐痰，小孩随地大小便的情景
不见了。村内原先的荒地上被开发商改造成一座十
余亩大的公园，起名叫爱丽丝，村民们茶余饭后也可
以去溜达溜达。

花园路上如今的郑州国贸中心商圈所在地，就
是原先小巷幽深路灯昏暗的西关虎屯。现在的西关
虎屯村村民已经彻底变成了城市居民。他们在天热
时可以在附近逛一下商场，品尝一下美食街的小吃，
看一场电影，享受着中央空调带来的舒适。在管城
区芦邢庄村，居民安置小区旁边建设了现代化的小
学。村集体还正谋划着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让有能
力的村民参与经营管理集体资产。

在二七区小李庄村安置区，记者还看到一张“小
李庄社区LOGO村徽征集方案”，上面写着“为了紧
跟时代步伐，打造小李庄社区新形象，现面向全体居
民公开征集小李庄社区形象标识”。由此可见，村民
们已经在都市居民的道路上走出了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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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实习生 姚青）昨
日，市政府印发《郑州市结核病防治规划
(2011~2015 年)》。我市将拨付专项经费用
于结核病防治，确保全市发现并治疗管理
肺结核患者达到 2.17 万例、全市新涂阳肺
结核患者的治愈率保持在85%以上。

规划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认真执
行肺结核患者或疑似肺结核患者的报告和
转诊制度。要定期开展结核病感染危险性
评估，制定结核感染预防与控制计划，落实
结核病感染控制相关技术性标准规范,加
强对医务人员的个人防护，减少院内感染。

各级政府要将耐多药肺结核防治工作
纳入当地结核病防治规划，并制定详细的

实施计划。县（市）区级结防机构负责开展
痰培养工作或推荐耐多药肺结核可疑者至
市级结防机构；市级结防机构负责对可疑
者进行耐药检测，以及对确诊的耐多药肺
结核患者的住院治疗、出院后随访复查、登
记报告、探索和研究快速诊断方法等工作
及为需要住院治疗的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提
供住院治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对出
院后的耐多药肺结核患者进行督导管理。

各县（市）区要充分利用结核病专报系
统,认真做好流动人口结核病患者的发现、
登记、转诊、接收和管理工作，落实跨区域
结核病患者管理机制。要建立双重感染防
治机制，减少患者死亡。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实习生 姚青）昨
日，市政府印发《郑州市防治艾滋病“十二
五”行动计划》，所有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
构主动提供艾滋病和梅毒检测咨询服务，确
保到 2015年年底，艾滋病新发感染数比“十
一五”末减少 25%以上，艾滋病病死率下降
25%以上，全市存活感染者和病人数控制在
4000人左右。

按照行动计划部署，到十二五末，我市艾
滋病综合防治知识知晓率,全市 15～60岁城
镇居民达到 90%以上，农村居民达到 85%以
上，流动人口达到90%以上，高危行为人群和
青少年达到 95%以上，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
达到 95%以上。所有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

校、高等学校每学年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知
识专题教育4~6课时。所有县级及以上医疗
卫生机构主动提供艾滋病和梅毒检测咨询服
务，所有县(市、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
生院能够开展艾滋病快速检测和梅毒检测。

行动计划着重要求加大综合干预力度，
减少艾滋病传播概率。要进一步遏制艾滋
病经性途径传播与蔓延，公安部门要继续依
法严厉打击卖淫嫖娼、聚众淫乱等违法犯罪
行为。我市将扩大监测检测范围，最大限度
发现感染者，二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要建立艾滋病
检测点，扩大预防母婴传播覆盖面，有效减
少新生儿感染。

我市印发结核病防治十二五规划

拨付专项经费
用于结核病防治

事业单位职工
首入工伤保险
全市参保2957家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从郑州市社
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获悉，经过一年的努力，全市
2957家事业单位的 18.31万职工首次纳入工伤
保险范围，这意味着今后事业单位职工遭遇工
伤或者患职业病，也将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待遇。

据介绍，去年 9月 1日起，我市启动事业单
位等组织参加工伤保险新政，首次明确要求全
市行政区域内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
组织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经过近一年的努
力，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工伤保险事业单位参
保2957家，参保人数达18.31万人，比前期我市
事业单位调查人数超出17%。

按照规定，事业单位等组织职工纳入工伤
保险范围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伤待遇将
由工伤保险基金统筹支付，有效保障职工的正
当权益。

今年第四季度，市社保经办机构将重点督
促符合参保条件且有联系信息 46 家事业单位
及时依法办理参保手续；针对目前尚无单位性
质的 156 家事业单位，将梳理区分事业单位性
质，对于符合参保条件依法办理参保。按照计
划，今年年底前，全市范围内事业单位职工将全
部纳入工伤保险。

报 刊 零 售 店
挂牌达584家
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记者昨日从市提升
办了解到，随着我市书报销售格局的改变，市内
各区积极发展新的销售网点，经市报亭整治办
公室核查，全市累计挂牌报刊销售门店达 584
家，基本形成了中汇传媒公司、市邮政局和大河
书局“三足鼎立”的书报销售新格局。

上周末开始，市报亭整治办公室对新符合
条件的 23 家门店悬挂报刊零售标示牌，全市
累计挂牌数达 584 家。其中供货商中汇传媒
公司的供货门店有 350家，提供货架 400个，近
期准备制作网点电子地图在网上发布。市邮
政局的供货门店有 311家，提供货架 268个，月
销售额 12 万元。大河书局的供货门店有 300
家，提供货架 100 个，在思达连锁店的月销售
额达 2.7 万元，在丹尼斯连锁店的月销售额达
4.6 万元。由于一些报刊销售情况不好，加上
一些小门店积极性不高，目前退货率比较高的
现象普遍存在。

登封：引导民资
发展现代农业

（上接第一版）完成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73 个、
有机食品认证 14 个、农产品保护性地理标志
认证 2 个、绿色食品认证 23 个，涌现出小苍
娃、三楂红、河南河顺等一批在省内外有广泛
影响力的品牌，嵩山芥菜、山楂酒、茶亭沟红
薯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全国十余个省市。畜
牧业全市规模养殖场达 2100 余个，畜牧业总
产值达 8.54 亿元，宝融养殖、河南正邦、书青
牧业等龙头企业成为郑州地区畜牧业发展
标杆。

民间资金进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使大量
农民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投身到三产中。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开展以来，登封市以不足 3 亿
元的财政资金，拉动民间资本投入建设资金10
亿元，启动建设项目点17个，4.6万农民迁入新
居,享受到便捷舒适的市民生活。大冶镇老井
村支书刘庭杰无偿投资 1亿元，全村 2000余户
群众住进新型社区指日可待。从传统农业解放
出来的农民“转身”，催生了少林度假村、永泰素
斋、凤凰水都、少室人家等知名农家餐饮，“农家
乐”数量达到 170 余家，拉动二、三产业产值约
2.35亿元。

民资兴农，拉动登封农业效益不断提升、农
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十
一五”期间，该市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4.5%，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1.8万人脱离贫
困。2011年，全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9788
元，同比增长24.7%。

燕庄改造后变身曼哈顿改造前的燕庄（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