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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只 要 有 激 情 ，咋 活 都
精彩。

家住新郑孟庄镇，47 岁的
梁建国算是个有激情的人，他
曾是个庄稼汉，农活干得不错，
家里种麦子、种玉米，还种枣
树。因管理庄稼和果树有方，
手里攒了点钱，一家五口人的
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但是，老
梁一直觉得自己活得不理想，
满肚子的激情，找不到更好的
门路多挣俩钱。搬进新型社区
后，一切都变了……

前年年底，老梁所在的村
子要进行新社区改造，老屋要
变新楼，老街要变新道，老梁心
中的激情像炮仗一样迸发出
来：想买车跑运输——年龄大，
加上缺人手和资金，放弃了；贩

枣——行业学问吃不透，也只
能放弃……

找不到合适的门路，老梁
心急，妻子吴丽华也跟着上火，
妻子劝他参加政府组织的招聘
会去工厂干活，但打算自主创
业的老梁始终没有答应。他对
妻子说：“住新社区，求的是新
生活方式，那么多人都创业成
功了，为什么我不能？”

老梁一筹莫展时，机会却
在不经意间来了。去年中秋
节，老梁和妻子到龙湖镇亲戚
家串门，得知亲戚家楼下租房
开洗车店的老板要转让洗车设
备，老梁和妻子商量，很快确定
了开洗车店的想法。最后，老
梁东挪西借凑够钱盘过来洗车
设备，并重新选址开张了属于

自己的洗车店。
农历刚立夏，天儿热得就

想让人中暑，正午直逼 37 摄氏
度。不过，比这气温还高的，是
老梁对洗车事业的激情。5 月
12 日中午，老梁的洗车店来生
意了。车主从开着空调的车里
出来，小跑冲进店里躲避烈日，
而老梁则是迅速拿起湿水后的
毛巾擦把脸，大步走到烈日下
开始洗车。

洗车对老梁来说不是个很
难的活儿，但晒得头皮冒油让
人难受，老梁不想黄了生意，咬
着牙干。他拿起水管冲洗车
身，再上洗车清洁剂，一点一点
地将车身上的泥污、油污祛
除。冲洗车身，清理车内饰
……直到车子里里外外干净

后，老梁才回到屋里。拿过 15
元的洗车费并打算歇一会儿，
但他抬眼看到，第二辆车已经
开过来了……

时间一晃而过。如今，开
了大半年时间的洗车店，在老
梁和妻子的精心打理下开始有
了回报。脑瓜灵活的老梁还推
出了打蜡、抛光等服务，加上夫
妻二人看重“诚信服务”，客源
也比过去多了不少。

手里稍微宽裕了，老梁打
算先给家里添一台超薄彩电，
大概3000多元。老梁说：“老母
亲想看个好点的彩电，开洗车
店占住了钱，一直没有买。现
在搬新家了，加上我的新事业
成功起步，也让俺老娘跟着乐
一乐。”

庄稼汉老梁的人生新路
本报记者 高凯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孙国
强 王书杰 文/图）这几天，荥阳市广武
镇唐垌村村委会主任唐长国格外忙碌。
因为，再过几天，唐垌村554户村民要整
村搬进唐垌新型农村社区，现在他正和
镇村干部忙着群众入住前的一些事情。

据了解，唐垌社区是广武镇五个新
型农村社区之一，一期工程21栋安置房
已经建成完工，各项基础设施基本到位，
具备了入住的条件。

与社区 建 设 并 驾 齐 驱 的 还 有 高
标准规划建设的各类配套设施。记

者 看 到 ，一 条 宽 阔 的 柏 油 马 路 直 通
社 区 ，社 区 内 综 合 服 务 中 心 、图 书
室、人口学校一应俱全，社区污水处
理厂正在加紧修建。走进社区 1 号
楼 样 板 房 ，房 内 通 透 明 亮 ，布 局 合
理，且是双卫设计。唐长国说，村民
原来的宅基地与新房子置换，入住新
房基本不用掏钱，同时可以节约耕地
380 亩，复耕后一部分地流转给郑州
果蔬研究所，能吸纳 200 多人在家门
口 实 现 就 业 ，另 一 部 分地用于在工
业园区建设标准厂房，作为村民的长

久收益。
记者了解到，在社区建设中广武镇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把建设的主导权全
部交给群众，无论是社区选址、楼房设
计、房屋质量监管还是分配等环节请群
众参与，让群众决定，保证社区建设顺
民心、合民意。更为重要的是，群众入
住社区后，政府将为每户农民办理房产
证，固定资产可以保值、增值，同时农民
有一份租金收入、一份工资收入、一份
创业收入。

图为环境优美的广武镇唐垌社区。

广武镇新型社区建成投用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吴晓钰 李坤
芳 文/图）昨日，记者从荥阳市获悉，目前正值
小麦抽穗灌浆和防治病虫害的关键时期，荥阳
市农委采取三项措施掀起麦田中后期管理高
潮，为夏粮丰产丰收赢得主动。据了解，截至目
前，该市已经对 46.1 万亩小麦实施了“一喷三
防”措施，已累计浇灌小麦50余万亩。

据了解，荥阳开展了“万名科技人员包万村行
动”，发放“2013年麦田管理技术”资料2.8万多份，
促使广大农户迅速开展小麦田间管理，并组织技术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小麦长势，在全市282个行
政村开展技术指导，提供技术咨询等服务。

该市严密监控小麦白粉病、赤霉病、锈病、
小麦蚜虫等病虫害状况发生，定期发布病虫监
测情报。向群众传授白粉病、赤霉病、锈病以及
蚜虫等小麦常见病虫害防治技术，宣传小麦“一
喷三防”惠农政策，积极引导群众抓住各主要病
虫的关键防治时期，做好“一喷三防”工作。

荥阳市还组织执法人员对全市152家种子
经营商户进行种子经营登记备案，对140户农药
经营商户进行资格审查，对6家种子经营企业、2
家农药厂、肥料生产企业进行全面检查监管。

图为农技人员在指导“一喷三防”。

加强麦田管理
力保夏粮丰收

“天地之中”建筑群
纳入文物监测预警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王岩）昨日，
记者从登封市文物部门了解到：为加强世界文
化遗产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安全保
护管理，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登封“天
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纳入文物行政执法监测与
预警系统试点。

据了解，该系统由中国航天天绘科技有限公
司制作，通过卫星可对登封市“天地之中”历史建
筑群本体及周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对卫星测算
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及时发现文物本体周边
环境风貌的变化，其预警精确度可达到2米，可根
据监测数据变化情况迅速准确地作出反应。

目前，该监测与预警系统在河南省试点的
有登封和洛阳两处世界遗产地，一旦试点成
功，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有效提高文物
保护的科技水平和工作效率。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孙丽萍 王保建
文/图）“开场舞《吉祥如意》节奏明快,独唱《爱
在天地间》感人肺腑,戏曲选段《杨八姐游春》韵
味十足……”近日，以“爱的奉献、天使风采”为
主题的文艺演出在新郑市炎黄广场成功举行，
并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这一场文艺演出是
2013年新郑“百姓大舞台”活动的第一台表演，
也标志着新郑市 2013 年“百姓大舞台”广场文
化活动全面拉开。

据了解，新郑市“百姓大舞台”广场文化活
动始于2006年。六年来，该活动坚持“百姓编、
百姓演、百姓看”的宗旨，按照“政府倡导，社会
支持，百姓参与”的原则，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
和周末假日，开展形式活泼多样、内容丰富多
彩、主题鲜明突出、思想积极向上的广场文化活
动，被当地群众称为“没有大门的剧场”，影响力
在当地不断提升，深受市民群众的喜爱。

据悉，今年全年将演出38场，分别有综艺演
出和戏曲、歌曲、器乐、舞蹈等比赛、表演专场。

图为演员的翩翩舞姿获得观众阵阵掌声。

宋陵保护工程进展顺利
本报讯（记者成燕通讯员景龙）记者昨日从

巩义市文物和旅游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市宋陵抢
救性文物保护设施项目进展顺利。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1100 余万元，共分
保护房改造、绿化美化、砂石路和铺装三个项目
实施。其中，投资200多万元的永熙陵、永厚陵
等7座宋陵管理房和永定陵零散石刻保护房工
程已于 2月份开工。目前，5座已改造完毕，零
散石刻保护房正在进行内部装饰，近期将开始
零散石刻回移和布展保护。投资300多万元的
永昭陵后陵、永熙陵、永定陵绿化工程4月中旬
已全部完工。累计在3个陵种植各类花草树木
15 种，其中大叶黄杨 7 万棵、金叶女贞 6 万棵、
红叶石楠4万棵、橘树4.5万株、松柏8500株，以
及樱花、梨树、桃树、百日红、白玉兰、木槿等
3500 株。投资 600 多万元的永昭陵后陵、永定
陵砂石路和永熙陵铺装工程 4 月底正式开工。
目前，永昭陵后陵排水沟已完工，正在进行灰土
工程；永熙陵灰土工程已经完工，所需石材进场
完毕，正在紧张实施铺装，已完成铺装面积100
平方米；永定陵正在进行文物勘探工作。

政府搭台 银企合作

巩义20家企业
获 6 亿元授信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鹏博）昨
日，记者从巩义市科工信了解到，日前，建设
银行巩义支行与巩义 20 家企业签订授信协
议，授信金额达60950万元，政府搭台助力银
企合作谋发展的模式让企业受益匪浅。

本次签约推介会由巩义市政府主办，科
工信委、建设银行巩义支行协办，旨在缓解巩
义市企业融资难问题。科工信委本着“政府
搭台、银企对接、合作共赢”的方针，研究政
策、摸清需求，深入镇、街道、部分金融机构和
企业，组织筛选出了具有科技含量高、节能减
排成效显著的 100 多家企业参会。签约现
场，建设银行巩义支行与巩义市科泰耐材、天
祥耐材、宜欣机械、凯源铝业等 20 家企业签
订了授信协议，授信金额达60950万元。

中牟80名村干部
河南农大“充电”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王竞适）
为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中牟
县决定对优秀农村干部开展大专学历教育。
昨日上午，中牟县第一届农村干部大专学历
教育班开班典礼在河南农业大学举行。

据了解，此次学习对象主要包括县新型
城镇化建设推进速度较快的部分村党组织书
记、村委会主任，村组干部绩效考核年度先进
村的部分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各乡镇推
荐的优秀村干部或村后备干部。学习内容包
括党的理论知识、基层组织建设、农村干部领
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干部及党员队伍建设等；
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前景及政策解读和农
村经济发展与管理；现代都市农业、观光农
业、农业高新产业等，农村基层干部行政知
识；农村维稳工作、信访工作和依法行政等。
此次培训形式主要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
合。集中学习利用河南农业大学的师资力
量，采用集中授课、现场教学等形式；自学则
辅以网络教育，完成作业。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任学军 禹
欣 文/图）昨日，荥阳市林业局技术人员到汜
水镇党员示范实用技术培训基地——清净沟
苗木基地进行技术服务和现场指导。荥阳市
汜水镇和林业局积极探索，不断推进委局业
务职能与乡镇网格化管理融合，实现了农林
产业发展与乡镇产业发展的互容、互助。

汜水镇清静沟村原有一处小型苗木花卉
场，但因规模较小导致发展步伐步履维艰。网
格化管理工作开展以来，该市林业局人员主动
承担花卉苗木种植的技术指导工作，每天派出
各类技术人员到该苗木花卉基地进行培训和现
场技术指导，并积极和汜水镇对接，与村委、镇
农办等网格人员沟通、商谈、分析，引导群众按
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积极推进该村土
地经营权扩大流转，促进农民通过农林产业增
产增收。

现在，汜水镇清净沟村已建成了以乔木
类、灌木类为主的苗木花卉 500余亩，占全村
耕地面积的 50%，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影响
规模的花卉苗木基地，成立了苗木专业合作
社。集中经营土地的亩产值比未集中的平均
高 2 倍以上，建成的特色项目区收益高达每
亩2000~3000元，实现了土地高效经营。

图为林业专家正在指导苗木的种植。

巩义24家物业企业
通过资质动态考核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毕朝辉 刘

晓斐）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推进物业
服务行业健康发展。日前，巩义市对全市物
业服务企业组织开展了资质动态考核，考核
结果显示，参加考核的25家企业，24家为合
格，1家企业责令限期整改。

据了解，此次考核，采取网上申报、资料
审核、项目现场查验、动态监管等方式进行，
同步完善企业网上数据填报。考核范围是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物业服务企业资
质、注册地在巩义的25家物业服务企业。通
过动态考核，目前，巩义物业服务企业共有
25家，其中三级资质 21家，暂定资质 4家；实
施专业物业管理项目 54个，管理面积 324.26
万平方米，其中管理住宅项目 34 个，管理住
宅面积 270.46 万平方米；全市物业从业人员
近 2000 人，其中，在册工作人员 862 人，持证
管理人员156人。

巩义将升级中心
城区给排水系统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贺保良 袁
琛军）日前，记者从巩义市中心城区给排水系
统规划评审会上了解到，该市将升级改造中
心城区给排水系统，建成后，有望基本实现污
水的全收集和全处理。

据了解，巩义升级改造给排水系统，瞄准
的是建设郑州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目标。巩
义涉及给排水系统升级改造的中心城区，北
起伊洛河康店镇、河洛镇辖区段，南至该市杜
甫路街道辖区的南环路，东起紫荆路辖区的
东环路，西至伊洛河杜甫路街道辖区段。升
级改造的总面积达55.4平方公里，其中，包括
该市老城区 28.2 平方公里，新城区 27.2 平方
公里。

新密集中维修乡村道路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苏德明）当前，

新密市地方公路管理所正在集中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乡村公路病害整治修复工作。

此次整修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示范路网新
型农村社区线路整修。主要是连接城区与超化
镇黄固寺社区，来集镇浮山雅居社区，王堂祥和
社区，岳村镇赵寨五星社区等镇区和新型农村
社区道路，也是新密市“十百千”创建示范路网
的组成部分，包括县道X038柿超线王超路、超
化镇乡道Y025黄杨线和县道X030王观线以及
来集镇、岳村镇的乡道Y034苇观线、Y021小高
线等县乡公路，投资约 70 万元；二是县道公路
坑槽挖补。主要是对 X026 史黄线、X027 岳打
线、X038柿超线、X030王观线、X028观老线等
线路出现的严重坑槽病害进行整治修复，处理
路面网裂和沉陷、路基损坏等问题。按照“圆坑
方补、小坑大补、短缝长补、窄缝宽补”的养护技
术标准进行修复，工程量约 4100 平方米，预计
投资45万元。

新郑百姓大舞台开演

网格联姻建成
花卉苗木基地

中牟形成生猪奶牛
家禽三大产业基地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田金敬 刘

保红）昨日，记者从中牟县畜牧局获悉，全县
已形成年饲养 100万头生猪、4.6万头奶牛和
1300万只家禽的三大产业基地。

中牟县在现代畜牧业发展新跨越过程
中，实现了四个转变、三个打造、发展生态健
康养殖基地。四个转变是指实现由家庭散养
向规模化养殖转变，实现由粗放养殖向标准
化养殖转变，实现由单一养殖向产业化发展
链条转变，实现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向规范
常态化转变。打造三个集聚区：打造优质安
全奶业集聚区，打造生猪养殖优势集聚区，打
造蛋鸡生产集聚区。生态健康养殖基地：建
设奶牛、牧草、肉牛、肉羊、生猪生态养殖基地
和饲料兽药生产基地。

数据显示，去年，中牟县肉、蛋、奶总产量
分别达到6.8万吨、3.07万吨、23.5万吨；生猪
存出栏量分别为47.5万头、52.9万头；奶牛存
栏 4.6 万头。全县新建规模养殖场 13 个，规
模养殖场户达到 3700个，奶牛小区 38 家，畜
牧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了61家，畜牧
业合作组织达到122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