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省长王铁在新郑
指导抗旱保秋工作

本报讯（记者 边艳）8月21日，副省长王铁到新郑察看抗
旱保秋工作。郑州市领导吴忠华以及新郑市领导李志强、康
红阳陪同。

王铁一行首先来到该市龙王乡王道村，走进田间地头，实
地察看了土壤墒情和玉米生长情况，并与村民亲切交谈，询问
他们种的什么品种等，叮嘱村民注意抗旱，科学浇地，确保秋
作物取得好收成。

随后，王铁一行还察看了该乡东区六护员管理站的运行
情况。

省交运厅领导就“三服务”
和反“四风”前来征求意见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高凯）8月23日，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李和平到新郑，就交通运输部门“关注民生树形象、服务群众
促发展”工作情况召开座谈会。该市领导孙淑芳出席会议。

会上，与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等纷纷发言，对
省交通运输厅在“三服务”与反“四风”方面提出意见与建议。

会议指出，省交运厅将对此次调研中群众提出的意见与
建议进行梳理、研究，及时做好整改，并希望新郑各部门要进
一步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团结奋进，全力推进新郑交通运输
科学发展。

团省委组织部
领导到新郑调研

本报讯（记者 樊鹏飞 通讯员 王雨）8 月 22 日，共青团河
南省委组织部部长赵茂军一行到新郑，就“新型城镇化进
程中的青年流动和分布”情况进行专题调研。该市领导
缑云峰陪同。

赵茂军一行先后到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康翔
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新郑市青少年及大学生服务中心等地进
行调研。通过实地考察、座谈走访、问卷调查、文献查阅等多
种方式，赵茂军一行对该市青年工作的扎实开展给予充分肯
定，并要求共青团新郑市委要全面深化青少年思想教育和引
导工作，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全力突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
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做出积极贡献。

郑州市督导组莅临检查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工 作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高凯）8月23日，郑州市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工作督导组到新郑检查指导工作。新郑市领导刘建
武、汤晓义、王金灿陪同。

座谈会上，督导组听取了新郑市开展落实“八项规
定”情况监督检查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汇报。
随后，督导组现场查阅相关资料，并到该市新村镇等地实
地察看。

通过检查，督导组对新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督导组要求，要以督导检查为契机，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
态、更加有力的工作措施、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把反腐
倡廉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新郑建设“三化”协调发展
示范区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

新郑市部署下半年
项目建设推进工作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高凯）8月21日，新郑市召开建设用地
征收及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该市领导王广国、刘建武、孙淑
芳、李占龙、付桂荣、刘德金、汤晓义等及各乡镇（街道、管委
会）、局委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按照2006年~2012 年已供应土地、2013 年批准建
设用地征收情况及领导分包项目建设要求，该市四个班子
相关领导对各自分包项目建设用地征收和建设情况进行
了汇报。

会议分析了当前新郑市项目建设用地情况及面临的形
势，安排部署了下半年项目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各项目分包
领导要负总责，加快项目的相关手续协调和办理，督促项目开
工建设；各乡镇、街道作为责任主体，通过保环境、提服务推进
项目建设。要按照“规划同步编制、基础同步建设、产业同步
构建，比决策效率、比投资环境、比建设成本”的要求，着力建
设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功能配套服务区。

“相知相伴 金秋圆梦”
希望工程助学金发放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8月26日，由共青团新郑市委与新
郑农村商业银行联合举办的希望工程“相知相伴，金秋圆梦”
活动举行助学金发放仪式。该市领导刘建武、王金灿、缑云
峰、戴宇林出席。

仪式上，来自该市的20名贫困大学新生代表领取了助学
金专用金燕卡。据了解，本次助学活动资助的 128 名贫困大
学新生，均经过资格审核、座谈、入户调查等严格筛选。根据
家庭困难情况，每位学生将获得2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助学
金，本次活动共发放助学金47.3万元。

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黄帝故里

2013年8月28日 星期三 农历癸巳年七月廿二

■统筹 赵舒琪 ■本版责编 谭文国 朱 文 ■编辑 王金霞 ■版式统筹 周鸿斌 ■美编 毛 洁 柴莹莹 ■校对 孙明梅 ■热线值班：67655555 http://www.zynews.com

上级关注

8 月 25 日，
在郑州市华驰薄
板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工
人正在生产一批
新产品。今年以
来，该公司大力
优化产品结构，
积极开拓市场，
实现产销两旺。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经济发展报告（之三）

初秋的新郑，沃野千里，生机盎然。
在这片最早孕育华夏文明的土地上，

传统农耕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今
放眼望去，连片的日光温室、全流程监管
的自动化耕作、精准反映市场动态的交易
平台、连接全国的信息网络……这些全新
的设施在新郑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新郑
的农田变得越来越像“自动化生产线”。

通过用工业化思路创新农业经营体
制机制及增长方式，新郑培育和重塑了一
大批走向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经营主体，
以产业化拓展提质增效的广阔空间。

集约经营推进农业产业化
今年，新郑市提出着力打造郑州都市

区的“菜篮子”、“米袋子”和“花篮子”。仅
仅依靠农民显然是不够用的，引入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和合作社这样的新型经营主
体，才能使之加速转型。

“增收的关键，是在统一经营管理和
服务上下功夫，实现了育秧、机插、新品种

新技术、机械化作业和销售上的五统一。”
新郑市农委相关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

“大账”：养猪农户通过合作社进行养殖，靠
统一采购，节约成本12万元；靠统一技术
服务，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由过去的
20％、10％减少到 5％、1％，节支 70 多万
元；靠统一销售，每公斤生猪比市场价高出
0.1元~0.2元，户均增收1.4万元。

伴随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新郑市积
极培育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使之成为
发展现代农业的新主角。数据显示，今年
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 42 家，全市注册
登记的合作社达到 280 家，社员达到 1.9
万户，带动农户 3.7 万户，生产基地达 3.6
万亩，年购销总额15.8亿多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丰富和完善了
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
打破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制约。”新郑
市农委负责人认为，他们通过将先进技
术、设备和现代经营理念引入农业，应用
良种良法、采用农机农艺结合、科学配方

施肥、实施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等，提
高了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了农业
发展方式转变。

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壮大，加速了
土地流转，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今
年新郑市新增土地流转 6200 多亩，全市
农村土地流转达7.8万多亩。

科学种植促农民增收致富
去年年底，新郑市城关乡建立了农业

气象科技示范园。记者看到，示范园内布
设了自动土壤水分站、自动气象站等监测
设备，安装了 LED 显示屏、手机大喇叭等
服务信息传输设备，按照“六有”标准建成
了村级信息服务站。

通过对农作物生长发育情况、大田墒
情和光合有效辐射等农业气象要素进行
实时监测，该示范园研究分析作物发育、
粮食产量与气象的关系，为粮食高产创建
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保障服务。

“从过去依靠物化投入求增产，到现

在向科技要增收，不但空间更大，而且
效益也迅速提高。”新郑市农委相关负
责人说。

位于新郑市龙王乡的河南建华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供港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
每天要运送到香港、澳门30吨左右的新鲜
蔬菜。该基地负责人刘耿志介绍，他们公司
有一整套相当于工厂流水线作业的生产模
式，播种员、施肥员、质监员、采摘员、装运员
等，有明确的分工和考核办法，定岗定责，各
司其职。“我们这里就是一个生产蔬菜的大
车间。”刘耿志说，该基地的蔬菜从不“空
档”，每天都有新菜品、新鲜菜。

未来，新郑要构筑“一心两带、五区多
园、一基地”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将建设
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都市人休
闲乐园和生态氧吧，成为都市人节假日旅
游观光、采摘体验、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的
好去处。而各类现代农业示范区，则是科
技集成应用的示范点。

（下转T2版）

笔直的街道两旁，楼房鳞次栉比，
几位村民悠闲地坐在路边拉家常。走
进新郑市八千乡邢庄村，展现在眼前的
是一幅和谐宁静的新农村画卷。

来到聊天的村民跟前，记者听到他
们正在讨论大棚蔬菜的长势。“大爷，今
年天这么旱，庄稼收成是不是受影响？”
记者向其中一位老人搭话。他轻松地
笑着说：“一开始确实发愁，天旱成这样
庄稼咋弄。可后来俺村干部说了，浇地
有啥困难，只要报到乡里网格办，剩下
就不用管了。”

“刚开始那几天浇地井不够，电也
跟不上，俺给网格长一说，乡里马上来
人把井修了、线配了。他们还天天去地
里看哪家旱得狠，给俺安排哪家先浇哪
家后浇，比俺自己还操心哩！”旁边的一
位大叔插嘴。

走进该村村两委院子，还没进屋就
听见里面激烈的讨论声。循声推门而
进，只见里面坐了满满一屋人，原来他
们正在开“一学三促”学习会。“咱同志
们就得不断学习，你有了理论、有了本
事，才能给老少爷们儿服务得更好！”讲
话的是该村三级网格长冯小华。

说起邢庄村的变化，冯小华欣慰地
说：“以前村里一旦有事儿，我们乡里的
干部真是跑断腿、磨破嘴，没少费功夫，
也不一定都能处理好。实行网格化管理
以后，三级网格长每天在村里跑，许多小
问题当天发现就解决了。像浇地机井配
套不到位，上报到网格办，乡里就安排专
人调查落实，解决效率高了，老百姓也

满意了。”据了解，今年以来该乡通过网
格化管理共解决民生问题780多件。

离开邢庄村，记者来到八千乡网格
化管理便民服务中心。在大厅外遇到
一位办完事的群众，记者与他聊了起
来，谈到对工作人员的看法，他告诉记
者：“他们懂得多，迁户口需要啥、办医
保需要啥，都一次给俺解释得清清楚
楚，省得俺跑冤枉路。他们态度还好，
天太热，还给我们倒水喝，刚才我还在
他们屋里喝了一大杯呢！”

据工作人员左广超介绍，这个大
厅是网格化管理与便民服务的结合，
除了每天收集汇总各网格上报的解决
不了的问题，还负责各网格村委会的
印章管理、法律、民生等各类咨询服
务。“需要的材料讲清楚，群众的问题
耐心答，能盖章的材料不让等，不能盖
的解释好。”左广超介绍着他们的“工作
经”。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该乡湾左村的
蔬菜大棚基地，该村支书左留江和三级网
格长刘勇正在大棚里查看西红柿和辣椒
的长势。见记者到来，左留江拿起一个辣
椒向记者展示，笑着讲述他们的成果。

左留江说：“我刚接手俺村支书时，
村里工作开展得不太顺畅。经过这几
年乡里带着大家搞大棚种植，又是提供
技术，又是政策优惠的，现在村里人都
富了起来。你看现在大小事不用操心，
群众只顾专心挣钱，村里矛盾少了，心
也齐了，共同致富当然没问题了！”说
完，左留江朴实地嘿嘿一笑。

连日来，新郑市各级各部门按照
上级有关要求，积极深入开展以“学习
精神、促作风转变、促科学发展、促民
生改善”为主题的“一学三促”活动。
此次活动聚焦点就是作风建设，核心
就是反“四风”。

党的十八大结束之后，中央做出
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
项规定，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已成为
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对象。

加强作风建设，促作风转变，我们
自身要查找问题，不仅要深入群众查
找、深入实际查找，更要按照“总要求”
查找。我们要针对“四风”的具体体现，
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方面，
着力查摆作风不实、服务不优、用权不
公、为政不廉等问题。

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不是一
句空话，应牢记我们心头。我们要与群
众“面对面”、“心贴心”，把群众的利
益看作最高的利益，把群众的事情当
作最大的事情，自觉站在群众利益的
角度来审视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和
行为，找准群众对党员干部反映最强
烈的问题、找准影响党员干部密切联
系群众的障碍，确立真转真改的态
度，认真检查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以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加强作风建设，促作风转变关键
还要落到实处。我们要按照“照镜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从

反“四风”入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法抓作风建设，通过抓制度落实固化
作风建设成果，促进作风建设制度化、
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但是无论多
少项制度、多少条规定，能否发挥效
用，关键在于落实。因此除认真学习规
定外，必须坚决落实规定，切实遵守规
定，做到有规必守、有错必究。

加强作风建设，促作风转变贵在
持之以恒。办事情最怕半途而废，抓工
作最怕虎头蛇尾。作风建设问题具有
顽固性、反复性，抓一抓有好转，松一
松就反弹。作风建设有关规定执行起
来会不会是一阵风或是流于形式，关
键看能否见诸行动、长期坚持。我们要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韧性，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
劲头，抓好相关规定的贯彻落实。要建
立健全作风建设的常态化机制，用制
度约束、引导干部行为，营造廉洁从政
的良好环境。

加强作风建设，促作风转变落脚
点要让群众满意。改进作风不能自说
自话，自我评价，要让人民群众来监
督、来评判。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
人民满意为标准，要广泛听取群众的
意见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
监督。要把改进作风与为人民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解决好民生问题结合起
来，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和变化。

学习精神学习精神 促作风转变促作风转变 促科学发展促科学发展 促民生改善促民生改善

故里经纬
作风建设是焦点

——二谈如何开展好“一学三促”活动
本报评论员

工作靠百姓 工作为百姓
本报记者 刘佳美 通讯员 赵高上

农业产业化拓宽农民致富路
本报记者 刘冬

抓项目 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