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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天气不断变凉，但这依旧挡不
住建设者匆忙的脚步。10月15日，在S323
线黄水河桥段工程现场，建筑工人们正在
进行箱梁制作、吊装施工，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据工程负责人介绍，该桥建于 1997
年，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市民的出行需求，
现在对其进行改造。改造后的桥梁为 3 孔
30 米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桥，桥面宽度 17
米，设计速度为 60 公里/小时。

而该项目仅仅是新郑市加快建设“九
纵八横”道路网体系的侧影之一。今年以
来 ，新郑市交通道路建设全线推进，按照组
团级、市镇级、社区级、农田级路网“8642”
的标准，构建“六纵五横”干道网、连接城乡
的“三纵三横”辅道网，完成了区域性综合
交通枢纽的重新定位。

“8、6、4、2”在常人眼里只是几个简单
的阿拉伯数字，但在新郑市交通工作者的
眼中，这几个数字却是他们工作的标准。8
指的是郑州到新郑市区道路双向 8 车道，6
指的是过境省道双向 6 车道，4 指的是城区
到所有的镇区双向 4 车道，2 指的是镇区到
新型社区双向2车道。

回顾新郑市近几年交通发展，成绩有
目共睹。为改善农村道路通行条件，近几
年，新郑先后筹资近10.3亿元，用于农村公
路改造，实现了村村通公路，327 个以上的
行政村道路硬化的目标。

今年，新郑新开工建设城乡道路13条、
155公里，农田机耕道160公里，郑新快速通

道新郑段全面通车，107国道升级改造工程
顺利推进，支撑“三化”协调发展的路网体
系日渐完善。

与此同时，新郑生态廊道建设也初战
告捷，按照组团级道路单侧宽 50 米或 30
米、市镇级道路单侧宽 20 米、社区级道路
单侧宽 10 米、农田级道路单侧宽 5 米的标

准建设生态廊道，该市基本完成了郑新快
速通道、解放北路、双湖大道、神州路等
16 条、215 公里、397 万平方米的生态廊道
建设，初步形成了纵贯南北、立体交错、景
观优美、绿量充足的城乡生态体系。另
外，该市还以 16 条道路生态廊道建设为
重点，统筹建设“一山一带两河两基地”

（具茨山国家森林公园、南水北调生态保
护带、双洎河、黄水河、孟庄红枣种植保护
基地、龙湖林果业基地）的复合型生态功
能区；加快生态水系建设、小流域治理和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步伐，着力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山、水、田、林、城融为一体的城
乡生态体系。

构筑支撑“三化”协调发展路网体系
本报记者 赵丹 高凯 通讯员 常金峰 史良健 文/图

眼下正值十月金秋时节，新郑农村到
处呈现出人喜年丰的景象。记者深入到
田间地头，发现以前那种“男女老少齐上
阵，收打抢种忙不停”的现象不见了。用
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如今的农忙不再
那么忙了”。

今年53岁的常书松，家住薛店镇常刘
中心社区。7口之家，5口人当上了工薪层，
两套住房，生活蒸蒸日上。虽说过上了城里
人一般的日子，可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心里
总还是惦记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记者见到他时，常书松刚忙完地里的
扫尾活儿，席地而坐，听他唠起了以前的嗑
儿。搬进社区以前，他家里有十多亩地，每
到农忙时，就跟“打仗”一样……

6月夏收小麦，耍的是镰刀，练的是耐
性，红火火的日头，湿淋淋的脊背，一把一

把地割，一捆一捆地扎，一架子车一架子
车地拉。10 月秋收玉米，暑气还未退尽，
蒸热的玉米地里，玉米棒子得一个一个地
掰，玉米秸秆得一棵一棵地砍，然后拖回
家烧锅。玉米也要天天晒，晒完还要手工
把玉米籽一颗颗剥出来……“那时候就教
育儿子，长大后一定要脱离土地。”常书松
对记者说。

祖祖辈辈忙得够呛的“农忙”，在常书
松 2010 年住进社区以后被改写了。现在

的秋收，由收到种，一天就可以搞定：收割
机前面收完，农用车跟着把粮拉完，犁播机
随后把地种完。

住进新社区以后，常书松家中土地
流转出去一部分，每亩地每年有 1000 多
元的租金。剩下的几亩留着自己用，小
麦收割后直接存放在面粉厂，换取日常
生活所需的面粉；玉米晾晒以后卖给附
近的食品加工企业。比起过去的农忙，
如今全部机械化，让农活儿轻松了许

多。“以前种一亩地得两天，现在一上午
就完事儿，不耽误晌午回家做饭。”不仅
如此，农机的费用全部都由镇政府和社
区买了单。“算下来，现在土地上的收入
比以前更高了！”

常书松聊着，谈起了当年的一件囧
事。大儿子结婚时，由于屋里存放着粮食，
腾不出来地方，硬是把婚期推迟了个把
月。“社区有车库，现在就算粮食不卖，存放
也不成问题。”

两年内，常书松一家的生活质量得到
了不断的提高。老一辈儿赖以生存的土地
越来越“生金”，儿子、儿媳走进工厂、企业，
拿起了工资，孙子在一步之隔的幼儿园学
习知识……新型农村社区，使农民无论从
农忙还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

农忙不再忙
本报记者 刘冬 实习生 王远洋

国家安监总局
领导到新郑调研

本报讯（记者 赵地）10月 13 日，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栋梁，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王德学一行到新郑市调研煤矿安全生
产工作。省、郑州市领导史济春、马健及新郑市
领导王广国、张国宏、孙淑芳、秦彩霞、王宏坤等
陪同调研。

杨栋梁一行深入郑煤集团赵家寨煤矿调度中心
和井下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详细了解煤矿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和当天井下领导带班等情况。

杨栋梁说，煤矿安全生产不能有丝毫懈怠，赵家
寨煤矿是比较先进的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扎实到
位。他指出，赵家寨煤矿虽属低瓦斯地区，但不能放
松警惕，应时刻进行严密检测，要坚持做好领导带班
等各项安全生产制度，确保煤矿安全生产。

新郑新农村建设档案
工作示范市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 赵地）10 月 11 日至 12 日，全国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市验收考评组到新
郑，验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市创建
活动。省委副秘书长、省档案局局长王国振，郑州市
档案局局长徐宏杰，新郑市领导王广国、张国宏、汤
晓义、缑云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

通过听取汇报、查阅材料和实地检查，验收组
一致认为新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达
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县验收标
准的要求，同意通过验收。并希望该市今后进一步
加大对档案工作的投入，不断提升档案信息资源共
享水平，继续探索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健康发展的
长效机制，巩固创建工作成果，为地方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郑州市领导调研新郑
“三秋”生产及秸秆禁烧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 通讯员 代平）10月9
日，郑州市副市长朱是西、政协副主席李新有到新
郑，调研指导“三秋”生产及秸秆禁烧工作。该市领
导张国宏、李志强、康红阳陪同调研。

朱是西指出，新郑市在“三秋”生产和秸秆禁烧
工作中，领导重视、部署到位、措施得力。但目前整
体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紧绷这根
弦，紧抓不放；要抢收，做到颗粒归仓；要抓住当前
有利时机，抢播抢种；要组织好农业专家进行指
导，选配好种子；要做好服务，保证农机供应；要加
强监察监督，保证各类农资供应质量；要抓住机
遇，做好农作物的结构调整。同时要千方百计做
好秸秆禁烧工作和综合利用工作，确保各项任务
目标圆满完成。

精品大枣种植标准化
示范区通过中期验收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近日，国家标准委考

核组莅临新郑，对国家精品大枣种植标准化示范区
建设进行中期考核验收。该市精品大枣种植标准化
示范区以96分的成绩顺利通过中期考核验收。

据了解，根 据 国 家 标 准 委《关 于 组 织 开 展
2012 年-2013 年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抽查工作
的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对河南省在建的第七批
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进行中期抽查验收，新郑
市的精品大枣种植标准化示范区被列为此次抽
查项目之一。

专家组根据相关要求，通过听取汇报，查看资
料、现场走访等程序，分别从组织管理、标准制定与
实施、生产记录、保障与服务体系的建立、示范效果
等 5 个方面对该市精品大枣种植标准化示范区项
目建设进行了考核。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通讯员 李
明 巴明星 文/图）10 月 16 日是第五
个“郑州慈善日”。为弘扬中华民
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
德，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促进
全市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近日，

新郑举行 2012 年慈善捐款活动启
动仪式。该市四大班子领导王广
国、李书良、陈莉、马国亮、王俊
杰、孙淑芳、付桂荣、刘德金等参
加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该市领导带头
捐款，全市党员干部纷纷慷慨解

囊，现场共捐款 53620 元。据悉，
启动仪式结束后，新郑市机关单
位、社会团体、企业、城乡居民也
积极参与到此次活动中，全市掀
起了捐赠活动热潮。

图为该市2012年慈善捐款活
动启动仪式现场。

坤宇·凯旋城项目
助力新型城镇化

本报讯（记者 赵地）10 月 14 日，新郑市新村镇坤
宇·凯旋城项目开工典礼仪式隆重举行。郑州市政协
副主席党普选、省人大环资委办公室主任冯建勋及新
郑市领导李书良、陈莉、孙淑芳、彭德成、王保军、戴宇
林等参加开工仪式。

据了解，坤宇·凯旋城项目是按照人文生态规划，
法式建筑设计的特色小区，总投资3亿元，一期工程建
筑面积9万平方米，可入住600多户。它的建成，将为
新村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考察交流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

本报讯（记者赵地）10月10日，新密市政协主席桑
萌莉带领该市政协委员及卫生部门负责人，到新郑市考
察交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新郑市政协领导陈莉、
戴宇林、李建国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

通过交流和参观考察，桑萌莉一行详细了解了
新郑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推进情况，希望
今后两市加强学习交流，共同推进医药卫生事业健
康快速发展。

本报讯（记者 孙瑞 通讯员 王文翠）日前，记者从
相关部门获悉，新郑市入选“2012 年度中国中小城市
综合实力百强县”，位列 51 位，较去年上升 1 个位次。
同时，该市还荣膺“2012 年度中国最具区域带动力中
小城市百强县”。

由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和东北亚开发研究院
城市所主持的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评价工作始于
2005年。该评价体系构建了以中小城市综合实力、中
小城市“两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中小
城市投资潜力、中小城市区域带动力为内容的评价指
标体系，并连续八年发布了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
强县、中国十佳“两型”中小城市、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
小城市百强县、中国最具区域带动力中小城市百强县
测评结果。

中小城市综合实力指标体系由“经济指数、社会指
数、环境指数、政府效率指数”四部分构成。对中小城
市综合实力的评价，力图从发展观的内涵出发，遵循

“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全面审视
中小城市发展状态，不仅看城市的 GDP 总量有多大、
增速有多快，还要看其经济发展的质量如何，以及经
济、社会、环境各方面能否协调发展，人民群众是否真
正共享到改革发展成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水
平是否得到提高。

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评价体系作为国内首套中
小城市和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评价体系，经过 8 年的
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科学性、规范性、公正性、权威性已
得到社会各界及中小城市的广泛认可。

新郑入选2012中国中小
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

升至五十一位

2012年慈善捐款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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