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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李银峰
文/图）国庆长假期间，登封市旅游市场非
常火爆，旅游人数和门票直接收入均保持
强势增长势头。记者获悉，9月30日至10
月 7 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7.98万人次，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3.6%，门票直接收
入2334万元，同比增长22.7%。

相比往年，今年“双节”登封市旅游市

场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自驾游市场火爆。今年全国首次实行

国庆节假日免收小车高速通行费用，从9月
30日到10月5日，每天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
5点，少林景区大小停车场已停满了旅游车
辆，给景区停车秩序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省内游客减少，省外的长线游增长明
显。从初步调查统计结果看，省内游客占据

比例约为47.49%，游客主要来自郑州、洛阳、
许昌、南阳、周口、漯河等周边城市，省外主
要来自湖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北、北京、
江苏等地；游客出游仍以传统观光游览为
主，游客出游方式中个人出游占49.46%，亲
朋结伴游所占38.09%，以自驾游居多；在整
个行程中，33.01%的游客把登封作为出游唯
一目的地，同比实现增长49.46%。

全市主要旅游景区旅游市场火爆。
除少林景区外，游客到嵩山、嵩阳书院、中
岳庙、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三皇寨、观星台
等景区参观热情比较高，特别是嵩阳书院
景区游客增长幅度比较大；从游客停留天
数 看 ，一 日 游 仍 占 据 较 大 比 例 ，约 为
49.07%；游客的花费主要集中在住宿、餐
饮、交通等方面，购物消费比例仍然较低。

自驾旅游主旋律 省外游客唱主角

黄金周登封旅游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石玲娜 康磊）记者昨日从巩义
市文物和旅游局获悉，刚过去
的 8天长假期间，该市旅游接待
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大幅增长。
据统计，全市景区、旅行社、星
级饭店共接待游客 41.4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6.4%；实现旅游
收 入 563.5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7.3%。其中，景区共接待游客
4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6%，门
票收入 410.8 万元，同比增长
28.3%。

假日期间，自驾游、自助游
成为游客出游重要方式。巩义
市不仅成为了省内郑州、洛阳、
焦作、开封等地市自驾游和自助

游的热点线路，而且开始吸引
京、沪、川、黔、浙、粤等远距离的
自驾车游客。河洛康家-康百
万庄园、杜甫故里、浮戏山雪花
洞、石窟寺、竹林长寿山、青龙山
慈云寺、杨树沟等旅游景区自
驾、自助游客达 80%。大批本地
游客则拥向特色乡村旅游点、农
家乐、乡村酒店，同亲朋好友喝
茶聊天，品尝农家饭。

长假期间，该局还对辖区旅
行社、景区、宾馆等进行了全面
安全检查，全市假日经济秩序井
然，游客满意度普遍提升，未发
生旅游投诉和旅游安全事件。

又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王晓辉）昨日，记者从巩义市竹林

镇了解到，黄金周长假期间，竹林
长寿山景区游客出现“井喷”。据
不完全统计，游客超过6万人次，
较往年同期有大幅度增长。

长寿山是国家 AAA 级旅游
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今年景区专门购置高大雄伟的
福禄寿三星气模，举行戏曲演
唱、卡通形象表演、卡拉 OK、杂
技杂耍等节目，吸引了广大游
客参与。今年长假中，游客以
自驾游为主，每天络绎不绝，带
动了农家乐的繁荣，几十家农
家乐营业额连续翻番，三产商
户增加几十家，观光车整天连
轴转，滑道每天收入也都在数
千元。

超40万人游巩义
长寿山景区现井喷

和辛店镇党委书记周书明是老交
情。2009年，初到新郑，需要采访山道
建设和周书明初次见面，吃了一碗他
请的“辛店烩面”。此后的交往中，友
谊一步步加深。这次约好后等了个把
小时他才风风火火地回来。“抱歉，这
段时间集中精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辛
店任务多，我必须到现场多跑跑。”

周书明今年49岁，1983年7月参
加工作，1988 年 4 月入党，从一名科
员干起到担任辛店镇党委书记，29年
的时间里，他几乎都泡在基层，在辛
店镇工作的近 20年里，他用“踏踏实
实”这四个字做信念，诠释着一个共
产党员扎根基层为群众办实事的本
色和先进性。

“在基层这么多年，你怎样看待
工作，怎样看待自己？”记者问。

“我热爱这个工作。组织安排我
这个岗位，并不断培养我，我能做的
是尽最大努力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
意。我自己有一点进步，老少爷们会
给我一些好评，但是，我还应该努力
做更多。”周书明说。

“在辛店镇这么多年，你有没有
不耐烦过？”记者紧接着问。

“跑田间地头，走村串户，磨破嘴
皮子和老百姓打交道，有时会让人
烦，甚至特别烦，但我留在心里，不挂
在嘴上和脸上，否则，不如不干。”周
书明很干脆地答道。

的确如此，周书明说的话和做的

事是一致的，作为一个在基层默默耕
耘数十载的老党员，他给辛店镇带来
的是“巨变”：辛店镇地区生产总值先
后突破40亿元、50亿元大关，达到56
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由2005年的
1617 万元增长到 2.8 亿元，成为新郑
当地乡镇里的“老大哥”；煤炭循环经
济一系列重大工业项目相继建成投
产；城镇发展跨上新台阶，镇区面积由
原来的2平方公里扩展为8平方公里，
镇区框架基本形成。另外，坚持为群
众办好每一件事情，启动阳光花园等
新型社区建设，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新
打机井150多眼，完成机井配套300多
眼；城乡居民收入达到10800元……

在此期间，荣誉也如雪片一般飞
来，辛店镇先后获得全国体育文化先
进乡镇、河南省百强乡镇、河南省先进
基层党组织、河南省文明镇、河南省新
农村建设先进乡镇、河南省循环经济
试点园区、中州名镇……

数十载的务实发展和一个党员
数十载坚守，曾因大量生产石棉瓦被
称为“瓦乡”的辛店镇脱胎换骨成为
一个产业聚集、环境优美的经济高
地，为新郑经济源源不断输送动力，
为郑州快速发展添砖添瓦。

人生如白驹过隙。周书明已不
再是当年的壮小伙，他举手投足间依
然透射出对事业的激情，他时刻告诫
自己：珍惜岗位，倍加努力，踏踏实实
继续为群众办事。

踏踏实实为群众干事
——访新郑市辛店镇党委书记周书明

本报记者 高凯

日前，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组专程到新密市制作专题节目，新密
市民间长期流传的《姊妹采茶》、《黄帝颂》、《超化吹歌》三个节目入选，拍摄场
地分别选在本市尖山风景区、黄帝宫风景区和千年古刹——超化阿育王寺，
演员全是本乡本土。经过三天的紧张排演，节目已顺利摄制完成，新密民歌
不久将登上中央电视台屏幕。图为新密民歌《姊妹采茶》拍摄场景。

本报记者 张 立 摄

登封打造党员
教育数字平台

本报讯（记者李晓光卢文军通讯员卢青）
记者昨日获悉，在加强机关党员常规学习教育
的基础上，登封市还不断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
提升机关党员的整体素质，取得了显著效果。

登封市委组织部结合当今网络发达、传
播速度快、便于机关党员干部随时上网学习
的特点，创建了“登封党建网”，为机关党员搭
建了学习交流平台。

为让机关党员通过手机随时随地接受教
育，去年，登封市开办了党务通手机报，手机
报每周三发送 1 期，共设置“党建要闻、农村
换届之窗、党务课堂、信息速递、阳光党务、温
馨驿站”六大板块，涵盖中央、省市党建资讯、
创先争优成果、村级组织换届进展等内容，深
受机关党员的欢迎。截至目前，共编发56期
手机报，播发各类信息2000余条。

今年，登封市把提高远程教育学用水平
与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
购置投影仪、幕布、音响等硬件配套设施，建
成能接收、下载、播放远程教育平台节目的露
天“远教广场”，使远程教育由室内走向室外，
由封闭式转向开放式。

新郑——

“三秋”生产有条不紊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象乾 李伟

彬）昨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在当地农业
部门的引导下，该市“三秋”生产工作紧张有
序地进行。目前，秋作物收获已基本结束，小
麦播种正在加紧进行。

据介绍，在秋作物收获期间，新郑市为确
保秋作物颗粒归仓，加大农机投入量，出动了
14780 台套机器参与秋作物收获。同时，加
大购机补贴力度，实施补贴资金达到 650.54
万元，补贴机具达447台套，302户农户、37家
农机合作社直接受益。

另一方面，精心组织，科学安排，充分发挥
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农机大户的作用，最大限度
发挥机械效能，抢收抢运。截至目前，该市42
万亩的玉米已收获40.2万亩，完成96%；花生
11.6万亩已经收获完毕；腾茬面积48.7万亩，秸
秆还田39.4万亩，整地面积27.6万亩。

秋收告捷，秋种紧随其后。今年，新郑市
小麦计划种植面积46.5万亩。为实现小麦科
学播种，该市大力推广机械深耕深松、机播匀
播、精量半精量播种、机械镇压、保护性耕作
等农机技术，以提高整地质量。同时，按照

“秸秆还田地块必须深耕、旋耕播种地块必须
耙实”的要求，确保机耕应耕尽耕，深耕率在
60%以上，玉米秸秆还田率稳定在76％左右，
以夯实麦播基础。

新密——

今年“粮势”胜往年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樊书顶）“雨

水勤，农业技术员又经常来指导，你看俺的金
灿灿玉米垛个个棒子大，成色鲜，今年‘粮势’
胜过往年。”昨日，新密市曲梁镇全庄村村民
张梅菊正在收玉米，她笑呵呵地说：“今年种
麦的化肥和小麦良种都买回来了，下步准备
抢墒种好小麦。”

今年是该镇“吨粮镇”建设关键之年，镇
党委、政府把“吨粮镇”建设摆在大于一切、高
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列入重点工作“一
号工程”。该镇党委书记杨书军介绍，在夺取
夏粮丰收的基础上，对于今年秋玉米生产全
面推行“一增五改一晚”技术，即：增加种植密
度、改耐密品种、改套种为直播、改为配方施
肥、改为肥种一体化、改为机械播种以及适时
晚收等措施。

“早动手，天帮忙，为粮食大丰收奠定了
坚实基础。”镇农技站技术员介绍，总体看夏
粮生产，由于采取贴茬播种等先进技术，又加
上墒情较好，光照充足温度适宜，因此今年秋
粮生产十分有利。

才议秋粮乐，又笑播麦忙。据悉，该镇广
大干群没有沉醉于今年“粮势”胜于往年的喜
悦中，而是依然保持旺盛斗志，积极迎接小麦
备播。据统计，该镇 5 万余亩备播小麦的秋
玉米秆已全部粉碎还田，并且积攒优质农家
肥3万立方米，购置种麦化肥2000余吨、小麦
良种500吨，以及农药等。截至目前，已有万
余亩土地喜播小麦良种。

荥阳完善移民村
远 程 教 育 站 点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张平 谭玉
强）“远程教育里面有这么多党的方针政策、
致富信息、影视节目，太好了，以后我们移民
文化生活就更加丰富了。”荥阳市城关乡上集
社区支部书记刘建峰激动地说。近日，为做
好移民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建设工
作，荥阳市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突出“快”、

“高”、“实”，圆满完成了郑州市下达的6个移
民村的扩展型站点安装工作，受到移民村党
员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据悉，在方案确定后，该市电教中心工作
人员对预选的 20 多家设备品牌、质量、价格
多方面进行对比，最终确定分别对 6 个移民
点配备52寸电视机、19寸显示屏电脑等质优
价廉远教设备；并要求这 6 个移民村远程教
育站点播放室内的各项党建制度、远程教育
制度统一制作、统一规划、统一上墙，还成立
了村级远程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小组成
员在职责上进行分工，工作上相互配合，通过
远教平台带头学习，带头致富。

目前，荥阳市 6 个移民村远程教育站点
设备安装到位，版面制度齐全，节目播放流
畅，全部达到扩展型站点各项要求。

党员风采

少林景区游人摩肩接踵。

新密民歌上央视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
员 时凯 文/图）昨日，记者从新
郑黄帝故里景区获悉，中秋、国
庆“双节”期间，景区内游人如
织，共接待游客 12.87 万人，举
办专场拜祖仪式达15场。

据介绍，“双节”期间，来
自北京、湖北、广州、福建、台
湾等全国各地的游客从四面
八方来到黄帝故里景区拜谒
人文始祖、参观游览。

其间，景区内的各类活动
主要围绕“中秋国庆喜团圆，拜
祖祈福遂心愿”这一主题进行，
包括“双节假日送好礼”活动、

“中秋游子归故里，新郑红枣迎
亲人”活动、“故里拜祖先，好运
滚滚来”活动等。

又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高沛）记者昨日从新郑市旅游

和文物局获悉，为期37天的中
华枣乡风情游已在该市圆满
落幕，新郑枣乡共接待游客约
两万多人，游客接待量创历史
新高，各景区门票收入和枣农
收入均呈现大幅增长。

今年枣乡风情游活动期
间，众多市民到新郑枣乡打
枣、拔花生、吃农家饭，住农家
院，享农家乐。承办单位还推
出融合清茶和红枣等元素的
养生会所及免费拓展训练项
目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业内人士分析说，新郑自
1998年举办第一届中华枣乡风
情游以来，打响了红枣品牌，
促进枣农脱贫致富，实现了红
枣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赢。

图为游客在黄帝故里留
影。

黄帝故里迎客13万
枣乡风情游受青睐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
员 樊延朝 陈旭柯）昨日，记者从
荥阳市旅游文物局获悉，“十一”
黄金周期间荥阳全市共接待游
客 112.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11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30.9%和29.8%，旅游接待人数和

旅游总收入均创历年新高，全市
无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呈现

“沿黄旅游引领作用凸显、休闲
采摘游异军突起、团队游客稳步
上升、自助游快速增长”的特点。

据了解，环翠峪景区对旅游服
务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增加了一些互

动性强的游乐项目吸引游客，沿黄的
三皇山桃花峪旅游区的“孔子学
堂”——国学教育等“吟唐诗、学经
典、观黄河”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成
为最具人气的景区。另市区内禹锡
园、植物园、李商隐公园等主题公园
前来休闲、游玩的游客也络绎不绝。

荥阳“十一”游客破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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