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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农闲时节，然而，在高
村乡陈铺头村，记者看到，村民李春
生的红薯粉条粉房内，几位村民却忙
得不可开交，几毛钱一斤的红薯经过
一道道工序，价值倍增，李春生的红
薯粉条变成了致富的“金条”。

“咱这邙岭比较适合种红薯，生
产出来的红薯甘甜可口，淀粉率也比
较高，做出来的粉条筋道，久煮不
烂。”李春生加工红薯粉条已经有六
七年时间了，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
时候都是粉条加工最忙的季节，传统
的手工制法虽然工艺落后却颇受欢
迎，老手艺让人们找回了老味道，同
时也给李春生带来了一把致富的“金

钥匙”，最近两年，李春生每年的收入
都在十万元左右。

谈起红薯粉条的致富经，李春生
说，自己做的红薯粉条之所以卖得
好，一方面在于传统工艺，另外也得
益于合作社的帮助。“以前做出来的
粉条虽然质量好，但因为种种原因，
就是卖不上好价钱。”合作社的成立，
解决了李春生的后顾之忧。

为了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2012 年 11 月，高村乡陈铺头村成立
了荥阳市康洁北邙农产品专业合作
社，合作社的成立，给红薯粉条加工
户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在荥阳市康洁北邙农产品专业

合作社，记者看到一片忙碌的场景，
工人们身着干净的工作服，正在忙着
分装粉条，一箱箱的粉条装在了客户
的车上。谈到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合
作社社长马书忠说：“看到农户卖农
产品很难，城里人又不知道到去哪买
到好的农产品，我就想着成立一个合
作社，一来给农户提供一个产销的平
台，二来统一包装，统一质量标准，也
让咱这传统产业发扬光大。”

现如今，在陈铺头村，像李春生
这样的红薯粉条加工农户有 40 多
家，每年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挣到两
三万元，生产规模大的能赚到十万元
甚至更多。

料峭寒冬，日前，记者走进巩义
汇鑫农业的大棚里却是满眼葱郁、
温暖如春，一畦一畦田埂上体态丰
腴的草莓个个像红孩儿懒洋洋地耷

拉着大脑袋。
“真没想到，今年草莓结

得这么好。”种植户王会贤一
边接待记者采访，一边向前来
采摘的商户介绍草莓品种，脸
上笑开了花（如图）。

“托盘太小了，草莓要躺
着才能放进去。”一位在地头
等着提货的小贩边装盒边
说。他装好一盒放到电子秤
上称重，9 颗草莓竟有 7 两
重。记者看到，实际上装盒
的都是小点的草莓，为了不
压坏草莓影响果品，小贩只
有舍大选小。一位农户讲，
今年的大棚草莓大个的能达
到一两、一两半重，草莓水
多、味甜，水灵灵的让人垂涎
欲滴。

“以前大棚里种桃、种
杏，遇低温天春节上不了市，园里
新鲜果品就断档，种了草莓就保证
了四季花果飘香。”王会贤说，这些
都多亏了巩义市惠农的好政策。

记者了解到，草莓上市赶上年关，
也卖了个好价钱。王会贤介绍，到
大棚里采摘每人 10 元门票，一斤 25
元；一些超市、商贩到大棚批发也
卖十几元一斤。虽然刚开园，但闻
讯而至的买家络绎不绝，他们纷纷
携家带口来尝鲜。种的草莓卖了
门票，还能卖个好价钱，王会贤乐
得合不拢嘴。

“陆地草莓卖到三五元一斤，大
棚草莓卖十几元、二十几元，你看差
别多大。”王会贤给记者算了笔账，今
年他种了 15 亩地的大棚草莓，每亩
产量 3000 多斤，按现在市价一亩地
能收入五六万元，这些大棚能卖八九
十万元。

巩义汇鑫农业的草莓热卖只是
巩义做大做强农业产业的一个缩
影。从巩义市最新的数据来看，去
年以来，巩义市加快农业产业化步
伐，全市新增农业龙头企业24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 24 家、土地规模经营
面积9035亩，现代农业稳步发展，让
更多的农民实现了增收。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象乾）日
前，新郑市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提
出该市未来发展目标：今年乃至今后一个
时期内，将重点实施“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功能配套服务区”和“创新投融
资模式”两项战略，全力打赢产区互动建
设、龙湖商贸会展城建设和中心城区新区
建设“三大战役”。

过去一年，新郑全市地区生产总值预计

达到490亿元，财政总收入及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达到72.48亿元、26.96亿元，分别比上
年增长12.5%、36.36%和25%；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292.2亿元，同比增长25%。各
项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较快增长。

面对2013年工作，今年，该市将以“强投
资、夯基础、调结构、求提升”为总基调，积极
实施“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功能
配套服务区”和“创新投融资模式”两项战

略，全力打赢产区互动建设、龙湖商贸会展
城建设、中心城区新区建设“三大战役”。尤
其是，重点实施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功能配套服务区建设，为此，新郑专门部署
了“1+9”的战略规划，“1”指的是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将其作为龙头、主体、产业
核心区与驱动器；“9”就是9个服务于实验区
的功能配套区域，包括产业配套区、商务居
住区和宜居生态区等，力求实现发展与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同步发展。
此外，为加快新郑对接大郑州、融合大

郑州，今年，该市还规划出“七纵七横”的交
通大骨架，包括建设人民东路、新村大道东
延、中华路北延、新老 107 连接线、大学路
南延、双湖大道东延、S323 改线等道路交
通建设工程，确保新郑未来发展与郑州主
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全面衔
接、无缝对接。

新郑确定未来发展目标

实施“两项战略”打赢“三大战役”

新郑出土一批文物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梁永朋）昨日，

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一批战国、汉代、宋代时
期的珍贵文物在该市辖区一处施工工地被发
掘，出土的文物有青铜器、陶器等。

据介绍，该批文物发掘于新郑市孟庄镇鸡
王村一处施工工地。文物被发现后，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和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组织人员
前往该工地察看，并进行了提取。之后，经鉴
定，确定为战国、汉代、宋代时期的珍贵文物。

此次出土的文物共76件（套），主要有青铜
器、陶器、货币等珍贵文物，对研究当时的社会
状况、生活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这批文
物已经移交新郑市博物馆保存。

新郑市历史悠久，珍贵文物层出不穷。为
确保发现的珍贵文物得到及时发掘和妥善保
管，近两年来，新郑市多方面入手加大文物保护
力度，包括增加经费投入和增加各类文物看管
人员、考古勘探人员等。同时，该市还经常开展
文物勘探技术培训工作，培训的内容包括文物
保护法律、法规等，并请来长期从事文物调查勘
探的考古专家讲授如何辨认土质、如何辨认陶
瓷片等，有效提升了文物勘探技术人员的业务
技能和知识水平。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郑鸿
斌 张娟 文/图）昨日一大早，荥阳市京
城路街道曹李村众多村民相约来到村
委，领取村两委为他们准备的米、油等
过年物资。村两委共筹资8万余元，为
全村 675 名 60 周岁以上老人、29 名老
党员发放过年物资，这是该村年初承

诺的为村民办的又一件实事。
经济发展了,如何让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成为曹李村党总支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村
党总支对村民代表提出的意见和要求
作出郑重承诺，并由专人负责具体落
实。至 2012 年底，村两委年初的承诺

事项一一得到兑现。该村6、8、11三个
村民组的安全饮用水工程，总造价74.3
万元，于去年8月份完工，直接受益群众
1600余人；联合郑州市公安局完成村庄
平安建设工程，村各主、次干道安装13
个监控设备，实现村庄技防全覆盖，去
年12月底已完成，受益群众6000人。

荥阳曹李村675名老人喜领年货

巩义档案数字化
扫 描 接 近 尾 声

逐步实现网上查询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巩义市
了解到，巩义市首批档案数字化扫描工作于
2012 年 11 月底正式开始，计划输录条目 3 万
条，扫描全文 33 万页，目前该项工作已接近尾
声，通过档案的数字化处理后，巩义将逐步实现
群众可以上网查询档案。

据了解，档案数字化把原有纸质的档案资
源转化为数字化的档案信息，以数字化的形式
存储，网络化的形式互相连接，利用计算机系统
进行管理，形成一个有序结构的档案信息库，及
时提供利用，实现资源共享。数字化管理档案
不仅节约了保管费用，节省了占地空间，而且查
阅起来极为方便迅速，从而避免了反复印制资
料而造成的纸张和人员的浪费，也能有效防止
部分档案篡改的行为。

据了解，此次共扫描馆藏13个全宗1981年
至 2011 年间文书档案、专业档案 329158 页，修
改、输录档案条目40587条。

曲梁镇送暖空巢老人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樊书顶）“周大

爷，眼看就要过年了，今天我们专门来给您打扫
卫生。”昨日，在新密市曲梁镇全庄村80岁的空
巢老人樊文生家里，4 名民兵志愿者给老人打
扫卫生来了。一会儿工夫，志愿者就把屋子收
拾得干干净净。

同样是寒风凛冽的一天，杨庄村民兵志愿
者为全村5位空巢老人送去了“爱心菜”。“由于
天冷有雾，一连好几天我都不能买菜，没想到民
兵志愿者会及时给我送来白菜萝卜。”空巢老人
胡拴说。民兵志愿者送完菜后，见老人大门口
存水路滑，于是他们连忙进行了清除，而后又撒
上了沙子，以防老人摔倒。临走时，他们还把电
话号码写在老人的挂历上，表示如果老人有事，
他们便第一时间赶到。近段时间，该镇29个行
政村民兵志愿者，为60余位老人送去免费家政
服务，这仅仅是该镇人武部开展“让百位空巢老
人温暖过年”民兵志愿者服务活动的一个缩影。

春节期间，曲梁镇民兵志愿者为空巢老人
提供以“送服务、送祝福、送健康、送年货、送新
衣”六个送为主要的志愿服务内容，旨在弘扬和
传承美德，营造关爱空巢老人的社会氛围，让他
们过个快乐而温暖的春节。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
讯员 侯利涛 文/图）昨日，中
牟县都市区现代水城建设工
程指挥部传来消息，今年，中
牟县将投入近 14 亿元，全力
建设都市区现代水城。

据了解，中牟县将在今年
着力建设“四大工程”，即继续
实施中牟·国家农业公园生态
景观水系工程。在 2012年的
基础上完成今年工程建设任
务，重点建设任务为：生态护
砌、景观桥梁、灯光绿化、园林
雕塑、亭台水榭、休闲文化广
场等，计划完成投资 1.65 亿
元，整个工程计划于今年6月
底前全部完工。

开工建设贾鲁河生态治
理工程。根据中牟县都市区
现代水城总体规划，今年，计
划对贾鲁河万三公路至农科
所桥 9 公里河段进行防洪除
涝和生态景观为一体的综合
治理。主要建设内容为：疏挖
拓宽河道水面，修建拦水建筑
物，沿河修建亲水平台、临水

栈道、生态护砌、休闲文化广
场等景观。通过贾鲁河生态
治理工程建设，将中牟城区打
造成“以绿护城、以水活城”的
水系新景观，塑造美丽中牟新
形象。工程计划总投资4.2亿
元，拟采用 BT 模式建设。工
程计划于今年3月份开工，年
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实施雁月湖水系治理工
程。对运粮河（景观大道以
西）长6公里河段进行生态景
观治理，主要建设内容为：湖
面开挖、河道拓宽、生态护坡、
景观塑造等，工程估算总投资
1.5亿元，今年年底全部完成。

实施部分县域河道治理
工程。以国家实施的中小河
流治理项目为依托，对运粮
河、水溃沟两河总长 31.25 公
里河段进行综合治理，工程总
投资5524万元，今年3月份开
工，年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图为都市区现代水城一
处施工现场，10余辆挖掘机
同时开工。

中牟将投近14亿元
建都市区现代水城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
员 罗超红 郭芳）新密市在
2012 年度领导班子和乡科级
领导干部考核中，采取反向评
议的办法，经测评不称职得票
率在 30%以上或“反向评议”
问题较为突出的干部，2012
年考核结果直接评定为不称
职等次。

新密市的干部群众在对
领导干部进行例行测评的时候
有了一个新发现：测评项目中
破天荒列出了几项“反向测评
指标”，如果对领导干部有“作
风散漫办事拖拉”、“关注民生
深入基层少”、“关键时刻旁观
退缩”和“有利用职权吃拿卡要
现象”的话，就可以在相关项目
下打“√”。一些平常碍于种种

原因无法反映出的干部问题通
过这一渠道体现，为组织部门
进一步考真考实干部政绩做出
了有益探索。

据悉，除对乡科级领导干
部“德、能、勤、绩、廉、学”综
合表现进行“优秀”、“称职”、

“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
等次的评价外，还具体针对领
导干部的大局意识、为民意
识、创优意识和廉洁从政意识
四个方面列出工作作风反向
评议内容，一举破除了常规干
部考核“评优不评差”、民主测
评“一好到底”的积习。让基
层群众和服务对象综合评议
干部各方面表现情况，以便详
细了解掌握干部群众对领导
干部的满意度和公认度。

新密“反向评议”领导干部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
讯员 王道彬）1月 29日，中牟
县 110 千伏中信变至芦医庙
新建 10千伏线路工程施工现
场，中牟县电业局电力安装公
司几十名施工人员有的放线，
有的立杆，有的固定金具……
他们冒着严寒，干得热火朝
天，全力服务于河南省政府
重点项目——郑州国际物流
园区。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是河
南省政府确定的全省首批
180 个产业集聚区中唯一一
家以国际物流为产业导向
的集聚区。由于香港招商
局物流、新加坡丰树物流、

丹尼斯物流等国内外知名
物流企业纷纷入驻，原有的
供电能力明显不能满足日
益增长的供电需求。中牟
县电业局从 110 千伏中信变
至芦医庙，新建一条架空导
线 30790 米 、敷 设 电 缆 780
米、水泥杆 107 基的 10 千伏
线路，以缓解该园区的供电
紧张局面。

为确保工程的顺利进展，
中牟县电业局多次召开协调
会，制订最佳施工方案，选取
合适材料，加强现场督导，从
而使工程进度不断加快，原本
40 天才能完成的施工任务，
只用了25天，已基本完成。

中牟电力服务重点工程
40天施工任务25天完成

以科技创新提升工业发展水平，以科技创新带动企业发
展。近年来，新郑市强力推进科技创新工作，加快科技创新与
工业发展的融合，促使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
高，更培育出诸如好想你枣业、雏鹰农牧等知名企业。图为在
辖区一家生产高档数字化太阳能热水器企业的车间里，工人
们通过装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自动化生产线生产太阳
能热水器。 本报记者 高 凯 摄

小草莓折射出大产业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文/图

红薯粉条里的生意经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张国强

去年荥阳旅游创新高
接待游客549万人次 同比增23%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陈超）昨日，
记者从荥阳市旅游和文物局获悉，2012 年，该
市共接待游客 54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1%；
实现旅游总收入7355万元，同比增长28.9%；旅
游总投资 3.8 亿元，同比增长 26.7%；旅游招商
引资3600万元，同比增长56.5%，游客投诉率控
制在 0.5‰以下，全市无旅游事故发生，旅游事
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据了解，2012年，该市积极整合旅游资源，
编制并推出清明踏青、五一休闲、端午健身、暑
期纳凉、中秋采摘、国庆度假、重阳敬老、温泉养
生、冬季滑雪等假日旅游线路 29 条，策划景区
一日游线路 7条、两日游线路 5条，并积极开发
节会旅游产品，举办了环翠峪杏花节、桃花峪桃
花节、河阴石榴文化节等活动。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走基层走基层 看发展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