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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9月25日，一对母子在新郑黄帝故里景区选购国旗。新中国63华诞前夕，
新郑许多沿街商户、私家车都挂起了五星红旗，超市里还挂上了大红灯笼，构成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

上图 9月24日，新郑市新华路小学五年级学生张文倬、平一凡在网上留言，祝
愿祖国明天更美好。当日，新郑市举行“向国旗敬礼、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网上签名
寄语活动启动仪式。国庆节期间，新郑市将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和中小学生在网上
签名寄语，抒发对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衷心祝愿。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走在
乡村的路上，随处可见农民们劳作的身
影，机器声、欢笑声响成一片，不绝于耳，农
民在忙收获的同时也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十七大以来，新郑市以夯实农业发
展基础为根本，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
产业化经营为重点，加快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促进农业持续增效，农民的腰
包鼓起来了，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在新郑市八千乡八千村农业示范田
里，几辆大型玉米收割机正在作业。短
短 30 分钟，看到自己的两亩玉米地已收
割完，村民张爱忠乐开了花：“自从俺村
里成立了合作社，到了收获季节，俺农民

再也不用为繁重收获任务发愁了！”他跟
记者聊到，以前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全家
集体出动，钻进玉米地里，花费半个月时
间才能把几亩地收割完，身上被玉米叶
子扎得生疼。“你看现在，一杯茶的时间，
俺就可以背着玉米回家了，真是太方便
了。”张爱忠感慨地说。

近年来，新郑市按照“因地制宜、正确
引导、规范发展、政府扶持”的原则大力发
展农机合作社，提高农机使用率，增加农
机手的作业效率，有效地促进了全市农业
机械化水平。

五年耕耘，五年收获。在提高农业
机械化水平的同时，新郑市还持续加大农

业投入力度，积极开展农业综合开发，打
造高标准粮田，后胡、杨庄、刘沟等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得到完善；农产品质量监控检
测体系更加健全；优秀农业协会等组织的
奖补力度不断加大，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批
发市场、超市的对接不断推进；农业科技服
务体系网络建设不断完善，新型农机具和
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引进与推广。

在新郑市八千乡湾左村无公害蔬菜
基地，一座座现代化的蔬菜大棚整齐地
排列着。“我们马上要开始种辣椒和西红
柿，上一季的小黄瓜收成不错，总的下来
赚了六七万块钱。”27岁的刘伟杰在这里
承包了6个大棚，“多亏市里的好政策，引

导我们农民发展特色农业，不出家门也
能找到致富路。”

像刘伟杰这样依靠特色农业叩开致
富大门的例子，在新郑还有很多。十七
大以来，新郑市八千、梨河、孟庄、薛店等
乡镇，在巩固提高粮食产量的基础上，积
极引导群众发展大枣、蔬菜、杂果、花卉
苗木等特色产业，加快建设现代特色农
业基地和农业示范园区。同时，该市还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畜禽养殖业，并加
大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力度，重点支持正
龙、好想你、雏鹰等大型农业龙头企业发
展，增强带动能力，引导更多群众从事生
态种植业和生态养殖业。

美丽田园新希望
——新郑新型农业现代化综述

本报记者 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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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瑞 高凯）“中秋”“十
一”双节假期即将来临，新郑各大景区纷纷
开展各种活动，公安、食品安全等部门也进
一步加强监管，为市民和广大游客提供一
个安全、快乐、轻松、和谐的节日氛围。

丰富多彩的活动
“双节”期间，黄帝故里景区将推出

“中秋国庆喜团圆、拜祖祈福遂心愿”拜祖
祈福仪式，假日送黄帝纪念章，中秋送红
枣，祈福优惠拜祖产品等四大节日盛宴，
等待游客光临。

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登山步道

全面整修喜迎游客；好想你红枣科技示
范园每天定时举行迎亲打枣仪式，游客
可以摘大枣、拔花生、吃农家饭、享农家
乐；新郑博物馆、欧阳修陵园、郑风苑等
景区也披上节日的盛装迎接“双节”的
到来。

优质放心的饮食
“双节”期间，新郑市开展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活动，全面排查节日食品生产加工
经营企业，严厉打击制售有毒有害和假冒
伪劣节日食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净化
节日食品市场。

专项整治活动以城市居民集聚区、农
村、城乡结合部和旅游景区为重点区域，
以城乡食品批发市场、个体商贩、小作坊、
小商店和学校食堂等为重点场所，以粮、
肉、蔬菜、水果、儿童食品等10类食品以及
酒类、枣制品、月饼等为重点品种，以食品
源头（种养殖）、生产加工、食品流通以及
餐饮服务消费为重点环节，防止重大食品
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的发生，确保节日期
间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安全畅通的交通
“双节”期间，新郑市将在北关汽车

站、西关客运站、三个货运站开展以“严
禁客车超员”、“严禁超速、酒后驾驶、疲
劳驾驶”等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大力宣传

“六大交通文明行为、六大交通陋习、六
大危险驾驶行为”；讲解酒后、超速、疲劳
驾驶等严重交 通 违 法 行 为 的 危 害 ，从
源头遏制群死群伤的重特大交通事故
发生。

另外，该市还进一步合理调配警力，
加强路面管控。在市区人流量大的人民
路、新建路及黄帝故里景区等路段增派执
勤警力、延长值勤时间，及时疏导车流，防
止交通拥堵，确保城区道路畅通。

要闻简报

9 月 18 日，省委常委、郑州市委
书记吴天君带领有关单位负责人到
新郑,实地调研新型城镇化推进工
作。郑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孙金献一
同调研。新郑市领导王广国、张国
宏、李书良、陈莉、付桂荣、李志强、汤
晓义、王保军等陪同调研。

国家农发办调研组调研
新郑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本报讯（记者 孙瑞 通讯员 秀娟）9月15 日，国家农发办
司秘蒋成嘉，省财政厅党组成员、省农开办主任井剑国带
领调研组到新郑，调研指导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推广工
作。该市领导康红阳陪同。

通过听取汇报和实地参观，国家农发办司秘蒋成嘉一行对
该市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推广工作表示充分肯定，认为该市在
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地方特色和本土文化，将科技创新融于农
业深加工中，大胆探索取得了可喜成绩，值得借鉴和推广。

郑州督导组检查指导新郑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
本报讯（记者 吉祥 通讯员 秀娟）9 月 19 日，郑州市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督导组到新郑检查指导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落实情况。该市领导王广国、张国宏、王俊杰、孙淑芳、李占
龙、付桂荣、刘德金、李志强、汤晓义出席会议。

督导组一行听取了该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
还深入到和庄镇公务灶进行实地察看，并对该市党风廉政责
任制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法制之花 校园绽放

新郑市启动“百场法制
报告会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记者 孙瑞）9 月 25 日，新郑市“百场法制报告会
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在新郑中专隆重举行，郑州市司法局局
长郑友军、新郑市领导李占龙参加启动仪式。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新郑市司法局、新郑市依法治市办公
室联合新郑市教体局组织开展，活动至2013年9月30日结束，
分宣传发动、全面实施、总结表彰三个阶段进行。活动期间将
组织开展普法宣传、举行法制教育报告会、建立法律开放日、开
展“四个一”（举办一次模拟法庭、组织一次法律知识竞赛、召开
一次法制教育主题班会、撰写一篇法制教育论文）活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新郑中专1000余名师生聆听了首场法
制报告会。法制教育报告会还将陆续深入到新郑市100余所
中小学开展，内容包括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知识。

从农民望天收到使用电卡刷卡浇地，从传统
农业到高效生态农业，短短十年间，新郑农业产业
化种植面积、龙头企业加工能力、“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三品认证等走在前列，实现
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上图 9月20日，一名郑州市民在新郑君源农
场收获自己种植的蔬菜。

右图 9月21日，城关乡敬楼村村民种植的玉
米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刘栓阳 高凯 文/图

奏响现代农业强音新郑“打非治违”
遏制违规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 通讯员 李华）9 月 21 日，
新郑市召开重点区域违法建筑治理暨生态廊道拆迁工
作动员会。新郑市领导张国宏、马国亮、李占龙、付桂
荣、李志强、汤晓义、苗瑞光等出席会议。

此次拆除范围包括：郑州西南绕城高速两侧各50
米生态廊道内的各类建筑和50米外的违法建筑；郑新
快速通道、G107 龙湖镇境内道路两侧各 50 米生态廊
道内的各类建筑和50米外的违法建筑。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
确任务，明确时限；讲究方法，分类推进；加强领导，奖
惩问责，长效监管，防微杜渐，以龙湖违法建设治理及
生态廊道拆迁为突破口，在全市掀起一场新的打非治
违高潮。

随后，各工作组迅速行动，突出重点，通力协作，坚
持问题在一线发现，困难在一线解决，工作在一线推
进，成果在一线检验，确保此次拆迁工作的顺利、有序
推进。目前，已完成总拆迁任务的70%。

新郑市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边艳）9月25日，新郑市四届人大常
委会召开第三次会议。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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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建新出席会
议。该市领导孙淑芳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新郑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2011 年财政决
算情况的报告、2011 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市药品监管工作情况
的报告。

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两好一不足两加强”工作；
市政府和食品药品监督局要从人员管理、设备配备、创
新举措三方面进一步加强管理，为全市人民的生命健
康和安全提供强有力保障，推动全市经济发展与和谐
社会建设再上新台阶。

政协新郑市四届
二次常委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孙瑞）9月21日，政协新郑市四届二
次常委会议召开。该市政协领导陈莉、苏铁林、王海
民、李建国、张全民出席会议。该市领导李颖军、王保
军应邀参加会议。

会议上，国土、住建、规管等部门就新型农村社区
房屋确权问题提出了意见，部分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
对新型农村社区房屋确权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该市政协领导强调，政协委员要敢于创新，深入调
研，认真研究，心系百姓，围绕群众最迫切的希望和要
求，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故里简讯

新郑金秋收获忙
本报讯（记者 孙瑞）近日，新郑市60万亩以玉米为

主的秋作物相继成熟，当地农民进入了秋收农忙时节，
到处呈现出一派丰收喜人的景象。

9 月 20 日，一台大型玉米收获机在薛店镇暖泉村
收获玉米，58 岁的村民马喜梅高兴地说：“俺家有 8 亩
多地，现在收了4亩多，每亩比去年多收300多斤呢，主
要是今年浇水浇得及时。”

余晖下，新村镇牌坊村一家收购玉米的场地依然
热闹非凡，还有四五辆满载着玉米的拖拉机等着卖
粮。“每天能收百十吨呢，现在农民没啥负担，收的玉米
晒干后就及时来卖了。”收购玉米的孟老板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新郑市玉米已收17.2万亩、花生已收9.8万
亩、芝麻和大豆有零星收割，其他秋作物还未开始采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