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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颖）10 月 13 日，
市委副书记、市“坚持依靠群众、推进
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王璋在荥阳市豫龙镇蹲点调研时
指出，当前网格化管理长效机制已迈
入深化提升阶段，要强化考核奖惩工
作，加大问责力度，确保工作取得实
效，着力提升网格化管理长效机制的
生机和活力，真正把网格化管理体系
建成促进郑州市整体工作上水平的
有效载体。

王璋一行实地考察了郑州市商业
技师学院实训基地项目进展情况，在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详细听取了荥
阳市部分基层网格长关于进一步强化
奖惩考核、加大问责力度的意见建
议。关于如何严格考核奖惩，加大责
任追究，促进工作落实，王璋从三个
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一是要提高认
识，牢固树立通过奖惩促落实的思想
意识。要充分认识到严格考核奖惩、
加大责任追究，是巩固近一个时期长
效工作成效的需要；是推动新机制不
断完善提升、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需
要；是推进网格化管理长效机制制度
化、规范化建设的需要。二是要抓住
关键，确保新机制健康有效运行。要
牢牢抓住“方式”“机制”“载体”三个
关键词：充分认识到网格化管理长效
机制的实质是领导方式的转变，是工
作机制的创新，是推动工作落实的载
体。要准确掌握“有序”“务实”“创
新”三个工作要领：“有序”是要解决
职能打架、职责不清问题，建立有序
工作推进机制；“务实”是要认真解决
网格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搞形
式，踏踏实实；“创新”是要用新的方
式方法来推动机制运行。要紧紧抓
住推动新机制提升的三个工作重点：

“块”上发现问题的能力，“条”上解决
问题的能力，整体上解决推诿扯皮、
促进条块融合的能力，促进新机制的
完善提升。三是要创新方法，确保考
核奖惩取得实际效果。在考核奖惩的
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创新方式方法，不
断探索完善，通过追究依据的创新、责
任追究方式的创新、考核奖惩程序的
创新等，注重平时考核、注重多措并
举、注重程序务实，做到以事实为依据，公开公平公正考
核，确保考核奖惩措施落到实处，达到应有目的，取得实
际效果。

王璋强调，当前网格化管理体系迈入深化提升阶段，
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按照市委的新部署、新精神、新要求，
立足本职工作，提高思想认识，以严格的奖惩问责来推动
网格化管理运行提升，防止网格化流于形式、防止虎头蛇
尾、防止模式僵化，防止不能与日常工作相融合，推动网
格化管理长效机制健康有效运行，真正成为促进郑州市
全面工作整体上水平的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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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三月，乘风破浪；金秋十月，硕果满
枝。历经半年多的网格化管理建设，在经八
路街道办事处，一个全新的基层城区社会管
理模式正有序运行，一组组报捷的数字迎面
扑来——

截至目前，经八路街道办事处通过网格
巡查发现问题 54902 个，解决 53371 个，网格
问题解决率达 97.21%。1114 处非法建设拆
除 938 处、843 家非法经营解决 819 家、94 件
矛盾纠纷化解82件，一大批社会民生问题得
到妥善解决……

数字背后有故事。成绩的取得，是因为
经八路找到了推进网格化管理的最佳支点：

牢牢抓住坚持依靠群众这个“牛鼻子”。

民力民智
培植网格化管理“常青树”

“你上网了吗”？
“眼睛不好，也不会用电脑，咋上网呀？”
“我说的是网格的网，是一张服务咱老百

姓的看不见的网。”
经八路街道办事处省委社区居民孙辑庸

正向邻居宣传网格化管理。
孙辑庸是省委社区三级网格中第二个网

格中的网格责任人。今年 3 月，经八路街道
办事处在全市首先试点网格化管理，选派一

名正式员工担当三级网格责任人，每个单元
网格有 500 多户居民，一名员工服务一个网
格。原本时间、精力和人员都根本不够用，而
孙辑庸等群众的加盟，就像给神经系统接上
了一个个神经元，让网格化运转成为一个血
脉相连的有机体。

网格化是新名词，更是新事物。谈起运
行半年多的成败得失，街道党工委书记叶齐
科感言：首先要发动群众，让群众弄明白，进
而发挥民力民智作用，才能把网格化管理培
植成“常青树”。因此，早在试行之初，经八路
街道办事处就把楼院长、社区志愿者、巡防队
员、计生专干、劳动保障协管员、物业公司的

保安以及辖区公共单位等联络起来，担任基
础网格责任人，拉起一张全覆盖无缝隙的大
网，以社区骨干带动更多群众参与，织紧织密
每一个网格，不仅让群众先认知再接受最终
积极参与，而且也让网格化管理工作在基层
有了具体的分工和抓手。

星星之火
打造网格化管理“动力源”
发动群众是个慢功夫，但也是推进网格

化管理必须做的基本功，必须下的硬功夫。
省委社区主任、二级网格长姚丽华对此深有
感触。 （下转第二版）

找准最佳支点 破解管理难点
——经八路街道坚持依靠群众推进网格化管理纪实

本报记者 党贺喜 安群英 通讯员 陈 晨

全市已播种小麦72万亩

新华社郑州 10 月 14 日
电（记者 李鹏）来自河南省
农业部门的消息，目前河南
全省的秋粮收获已基本结
束，秋粮生产总体好于常
年。为保持秋粮收购市场平
稳，93 亿元秋粮收购信贷资
金已全部到位。

据河南省农业厅的最新
统计，截至目前，河南秋作物
收获面积达到 10940 万亩，
占总播种面积的90%以上。

河南省农业厅相关负责
人分析，高产作物玉米产量
的增加，将使今年河南的秋
粮生产总体好于常年。高产
玉米产量增加一方面由于播
种面积的扩大，4600 多万亩

的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 100
多万亩；另一方面缘于主导
品种与主推技术推广带来的
单产增加，今年全省优质高
产玉米的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玉米机播率 84%，六

成左右的玉米实现机收，比
去年提高约一成。

与此同时，河南的秋粮
收购工作已启动。据了解，
为确保收购市场的稳定，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
93亿元的秋粮收购信贷资金
已全部到位。

据河南农业部门调查，
目前，河南新上市玉米收购
价格在 1.05 元/斤至 1.15 元/
斤，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武术节赛程出炉
22 日上午开打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第九届中

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筹委会获悉，武术节竞赛
日程已经全部出炉。比赛将从本月22日上午正
式开始，持续至24日结束。其中套路项目的比赛
日期为22日至24日，自由搏击项目比赛日期为
23日晚上。

本届武术节套路项目比赛将在郑州 47 中
体育馆进行，22日上午8：30开始比赛。由于22
日下午将在登封举行迎宾式，因此 ，当天下午没
有比赛。23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2：30—
5：00，晚上7：30—10：30有比赛；24日只进行上
午和下午的比赛；自由搏击项目在郑州市体育
馆进行，比赛时间为23日晚上7：30开始。

另据了解，本届武术节套路比赛为尽显
“少林”特色，将少林拳种类分得更加细致，另
设如形意拳、八卦掌等传统拳术，旨在广泛吸
收其他中国传统拳术，让更多武术拳种和流派
参加郑州少林武术节。除拳术外，本届武术节
还设立器械和对练项目 。届时，将有来自 6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 余名选手演绎传统套路
与现代自由搏击。除比赛外，本届武术节还将
于 25 日对境外 50 余名武术爱好者进行段位考
试，以确定其级别水平，这在武术节举办史上
尚属首次。

全省导游大赛
我市包揽三冠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金志刚）记者昨日从省、
市旅游局获悉，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全省导游大赛中，经
过多环节激烈角逐，我市选手以优异成绩包揽中文导游
组、英文导游组、中文讲解员所有组别第一名，用超凡实
力证明了“郑州导游”的独特风采。

据了解，此次决赛分中文导游组、中文讲解员组
和英文导游组三个组别进行，共有来自全省 18 个省
辖市的近 80 名选手参赛。我市导游管理服务中心的
李娜、彭丽娜以优异成绩勇夺中文导游组前两名；该
中心的赵倩茹喜获英文导游组第一名；市旅游信息咨
询服务中心员工李星凤荣获中文讲解员组第一名。
对这三个组别的第一名，有关部门将按程序申报河南
省“五一劳动奖章”。此外，我市选派的张亚丽、王丹
丹、董阳等 13 名选手还获得相关组别的 5 个二等奖和
4 个三等奖及 4 个优秀奖，中文导游组前五名则均为
我市选手包揽。

本周冷风要来
气温先降后升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据省气象台

预报，本周我省将气温呈现先降后升态
势。最高气温，西部山区 12℃～13℃，
其他地区 14℃～16℃。最低气温，西部
山区和北部 4℃～6℃，其他地区 7℃～
9℃。

全省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周初我
省有一次弱降水过程。由于受到中等偏
强冷空气影响，周一到周二白天，西南部、
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其他
地区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周二
下午到周三，受中等偏强冷空气影响，全
省自西北向东南先后有5级左右的北到
西北风，降温幅度将达4℃～6℃。

本周我市天气走势大致为：周一阴
天转小雨，周二、周日阴天间多云，周三
多云，周四、周六晴天间多云，周五多云
到晴天，最高气温22℃，最低气温7℃。

本报讯（记者 王
思俊 卢文军 文/图）

“三秋”时节，在中牟
县广袤土地上，拖拉
机穿梭在肥沃的田野
里，忙着整地、播种，
到处呈现一派繁忙景
象，丰收的喜悦、播种
的希望洋溢田间。

据了解，截至昨
日，全市秋作物已收
获345.2万亩，占总播
种面积的 85.7%，已
腾茬287.1万亩，犁地
165.6万亩，小麦播种
72.2 万亩，占播种面
积的25.3%。

河南秋收基本结束
93亿收购资金到位

距第九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距第九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
术节开幕还有术节开幕还有

66 天天

用领导方式转变用领导方式转变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三十二谈三十二谈三十二谈三十二谈····滑县篇滑县篇滑县篇滑县篇

何平感言
讲责任，不能不讲“不以牺牲农业和

粮食为代价”这一庄严承诺。
讲担当，不能不讲加强新型农业现

代化这个基础。
粮安天下，粮稳中国。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能不能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河南的同志肩上是有责任的。”
13亿中国人，靠别人养活绝不可能，

河南粮食生产出了问题，把全世界市场
上流通的粮食都拿来，也补不上。

河南的粮食如何保？庄稼是种出来
的，不是说出来的。全省第一产粮大县滑
县，不让粮农吃亏，不让粮田减少，不让农
业科技棚架，不让基础设施废弛，让粮食
装满农民的“米袋子”，让种粮鼓起农民的

“钱袋子”，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农业发展
方式转变，以转促转，以变求变。

全省粮食生产大县都如滑县这么想、
这样做，则粮食可保，群众可富。

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走“三
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省九次党代会铿锵
有力的声音，着实让滑县县委一班人既激
动不已，又压力重重。

河南是中国产粮大省，产量占全国
1/10。滑县是河南产粮大县，每千斤粮食
就有 25 斤产自这里。粮食是基础性战略
性资源，滑县人对此有清醒认知；“手中有
粮、心里不慌”，滑县人尤其感同身受；粮食
安全要靠责任与担当，滑县人懂得这个承
诺的意味和分量。

滑县因粮而兴，出自于对以农为本的
历史传承。

五千年来这里就是五谷丰登之地，崇
农、重农、劝农，“农本”文化在这里代代相
传；种粮、丰粮、爱粮，农耕文明在这里源远
流长。

世世代代，滑县人在这片沃土上播种
着五谷，收获着希望，孕育出浓郁的种粮情
结，练就了精耕细作的种粮绝活。直到今
天，每逢开镰时节，成千上万的滑县人，舍
弃数倍于种地的进城务工收入，千里迢迢

返回家乡夏收秋种。
滑县因粮而荣，源自于对土地和粮食

的血肉情感。
作为人口大县、农业大县、粮食大县，

滑县人许多年来一直怀揣着光荣与自豪：
年产 17 亿斤小麦——中国小麦第

一县；
年产 27 亿斤粮食——连续 20 年全省

第一；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以贯之谋发展，滑县人持续接力——摘取
全国唯一的粮食生产先进县九连冠……

2011年12月，在国务院首次召开的全
国粮食生产表彰大会上，总理亲自把沉甸
甸的奖杯送到了滑县人手中。

滑县也因粮而困，来自于保障粮食安
全的严峻挑战。

在粮食生产受耕地、水利、资源、天气等
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粮食
刚性需求与农业弱质特点的矛盾，确保粮食
持续增产？滑县人正在积极地破解难题。

在种粮成本不断上涨、粮食价格徘徊

不前、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现实背景中，
如何解决粮食刚性需求与农民增收需求的
矛盾，持续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滑县
人正在努力地寻找出路。

在改变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方式为现
代化的规模经营，为粮食生产提供持久动
力的过程中，如何解决粮食刚性需求与小
农经济现状的矛盾？滑县人正在不懈地探
索实践。

在加快产业集聚、推进新型工业化进
程中，如何解决粮食刚性需求与耕地锐减
现实的矛盾？严守耕地红线，合理、集约、
高效利用每一寸土地，滑县人正在坚决地
贯彻落实。

站在新起点，面对新挑战，滑县人如何
担当使命，既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又实现

“洼地起跳”、富民强县？
答案是：必须以领导方式转变促发展方

式转变。“以转促转”，关键在转；“以变求变”，
落脚在变。领导方式往哪转？怎么转？滑
县人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方向更明确、认识
更深刻、思路更清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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