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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建勇 师章玲）记者昨日从中牟县
获悉，截至 10 月 16 日，中牟共检查
农村抽水、排灌站共计 2956 个，整
改 68 个，清除排灌障碍 260 处，同时
对配电变压器、移动式发电机等浇
水设施进行维护，为抗旱保电期提
供了基础保证。

针对当前旱情较为严峻的情
况，中牟县成立了抗旱保电领导小
组，组建了抗旱保电抢修服务中
心，成立了 20 个抗旱保电服务队，
专门为涉旱农村地区居民生活、生
产用电提供服务。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抽水站设施提出了整改要求

和建议；对农村排灌、抽水线路设
备进行专项巡视。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主动与政府职能部门联系，
与农业局建立每日定期联系制度，
及时了解旱情发展情况，协调抗旱
保电相关工作。同时，组织以供电
所为单位与当地乡镇政府建立了
基层快速响应机制，确定了双方抗
旱保电联系责任人，确保抗旱保电
工作及时、有序开展。

经过抗旱保电服务队员的辛
勤工作和耐心细致的服务，中牟
县抗旱保电工作效果明显，目前
未发生一起因缺电而影响农用排
灌进程的事故。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
素萍 张玉净 文/图 )近日，记者从荥
阳市水务局获悉，现在正值小麦播
种期，严重的旱情给麦播造成了十
分不利的影响。为缓解旱情，河王
水库管理所迅速行动，开闸及时，采
取提灌和自流的方式对农田进行灌
溉。仅本次麦播就放水 67 万立方

米，浇地4200亩。
据了解，今年1至9月份，河王灌

区累计降雨272.9毫米，比历年均值减
少52%，灌区土壤墒情严重不足。面
对严重的旱情，河王水库适时调整蓄
水计划，及时开闸放水，为灌区群众搞
好服务，在大旱之年，河王灌区夏粮、
秋粮产量并没有减产，平均亩产都在

500公斤左右，高于全市平均值。
目前，在灌区，大部分前期浇过

地的群众都已经开始犁地了。当地
村民纷纷表示，要不是水库放水，光
浇地一年一亩地就得多花一百多
元。用水库的水浇地，浇的透，保墒
时间长，今年的小麦、玉米都没有减
产，现在也不耽误犁地种麦。

荥阳河王水库
开闸放水解旱情

陶建富本是一个苦命人。1岁那
年，陶建富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在随后
的 43年时间里，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
走路，只能一瘸一拐地生活。但性格
乐观的他，没有让生活就此浸泡在泪
水和痛苦中，反而学会了比别人更加
努力：在某燃料公司工作期间，他凭借
踏实肯干，多次荣获公司先进个人的
称号；2001年，他从公司下岗后，生活
上一度断了经济来源，可他仍没有向
生活低头，四处寻求商机。

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也会为
你打开另一扇窗。不服输的陶建富
终于在五年后看到人生的新希望。
2006 年，陶建富四处求人借钱，买
了几十头猪，走上了生猪养殖的创
业路。在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许多
养猪户和自己一样，因经营规模小、
技术落后、无法掌握市场信息，导致
利润较低且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风
险。为避免事业再次遭受重创，陶
建富游说同行和周边的一些养殖
户，成立了新郑当时第一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绿野养猪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后，陶建富一边带领
社员学习养殖技术，一边跑市场把控
市场需求，直到合作社实现对社员饲
料供应、防疫保健、技术操作等统一化

管理后，他才敢松了一口气。在陶建
富的带领下，如今，该合作社已经发展
到年出栏 3万头猪，年产值达 5000万
元的规模。

事业小成，但陶建富没有停下脚
步，他带领社员们又相继成立惠民莲
藕专业合作社、民升种植合作社、鸿波
养鸭专业合作社、桃花园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以及还建成一个百余亩的
花卉苗木基地，并于 2011年正式成立
公司和注册了商标专利。

成就了事业，带富了社员，陶建
富还不忘尽一份社会责任。近几年
来，他积极参与各类公益事业、慈善
活动，向社会献爱心。另外，他还主
动联系 50 多名下岗工人和 10 多名
残疾人到公司就业。

巩义市新增城镇
就业再就业近万人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王菲）昨日，
记者从巩义市了解到，今年以来，巩义市实现城
镇新增就业再就业9851人，并进一步完善小额
担保贷款担保机制，发放小额担保贷款8210万
元，为创业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

据了解，今年以来，巩义市为解决用工企业
“招工难”和“求职者”就业难现象，巩义市深入
40余家企业进行用工情况调研，将招聘会延伸
到基层，营造就业服务的浓厚氛围，目前共举办
各类专场招聘会17场次，印发2013年春风卡等
宣传资料20000余份，达成就业意向近4000人，
向富士康输送员工300人。

巩义市还以招投标方式确定了8所培训基
地，采取校镇联合、校企联合、校村联合等形式，
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订单培训”和“送岗位到农
户，送技术到农民手中”的特色培训，实现培训
与就业对接，目前实现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12361人，再就业培训1942人。

此外，巩义市还大力推动困难群体的就业再就
业工作，截至目前认定就业困难人员1083人，办理
新《就失业登记证》452本，实有公益性岗位289人。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近日，记者在荥阳获悉,省地
方经济社会调查队正式发布《2013年度河南省百强乡镇
评价报告》，根据 2012年河南省乡镇基本情况统计年报
数据，对全省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评出了2013年度全省百强乡镇。在全省1841个乡镇中，
荥阳市有7个乡镇入围河南百强。

荥阳市入围百强乡镇的有 7 个，分别是豫龙镇第 5
名，汜水镇第22名，城关乡第33名、贾峪镇第55名、高村
乡第56名、崔庙镇第60名、王村镇第67名。

豫龙镇首次进入前 5名，比上年前移 3位。该镇从
2004年进入全省百强，连续9年始终保持百强地位。近几
年来，豫龙镇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紧紧抓住
发展乡镇经济、民营经济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实现了

“由农转工”、“由内转外”、“由单转多”的历史性跨越，取得
了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

荥阳七乡镇入围省百强

游客竞赛吃石榴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吃石榴大赛在荥阳市高村乡
刘沟村举行，吸引了众多游客参加，大家以这种特殊的方
式进行郊区游。 本报记者 史治国 摄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郭
霁锋 文/图）张晓娟是新密市委组织
部办公室一名干部，每逢休息日，她
都会到来集镇王堂村的一片菜地，
和同事一起干农活。这对于常年坐
机关的她，是件新鲜事。

张晓娟和她的同事耕作的这块
农田，被村民称为“连心田”。今年
7 月，该市组织部机关 44 名组工干
部每人出资 500 元，集资 2 万多元，
包下了 1 座蔬菜大棚和 2.2 亩露天

菜地，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租种这块
菜地。根据与村民达成的租地协
议，至少一年，各自负责约 40 平方
米的一块。工作之余，大伙儿来到
菜地，在农民技术员的指导下，除
草、浇水、施肥……

“干部离不开群众，组工干部更
要接地气。”新密市委组织部长翟
国防说，到农村认养一块菜地，种
出自己喜欢的菜，不仅可以享受田
园之乐，也帮助了农民增加收入。

握纸笔的手握农具，需要有个适应
过程。为了帮助这些常年坐机关
的干部们学习干农活，他们从集资
款中拿出一部分请来村里的种菜
能手当技术员，负责指导大伙儿学
习种菜技术。

数月来，这块菜地已经产出各
种蔬菜 3000 多斤。如今，组工干部
与帮助管理菜地的村民成了“称兄
道弟”的好朋友，菜地也成了组工
干部联系群众的窗口。

新密组工干部租种“连心田”

每逢休息日，组工干部们就来到田里忙碌。

跛行“猪倌”的创业路
本报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佳美

抗旱出实招 保电见实效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康建忠 文/图）昨日，
记者从巩义市住建局获悉，“巩义市民文化艺术中心暨图
书馆内装修D标段”、“巩义市民文化艺术中心暨图书馆
工程外装修幕墙工程”，近日双双荣获 2013年度河南省
建设工程“中州杯”奖项。

巩义市民文化艺术中心暨图书馆位于东区文化广
场，主体建筑东西宽236米，南北长189米，总建筑面积5
万平方米，总投资 2.2亿元。该建筑综合程度高，工艺复
杂，是巩义单体面积最大的公共建筑。工程于2007年底
开工建设，2009年5月主体结构通过验收，2011年6月完
成了内、外装修项目，2011年7月通过五大责任主体综合
验收，并投入使用。

据了解，“中州杯”奖（省优装饰工程）是我省建设行业
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

巩义市民文艺中心
获建设工程“中州杯”

新郑奖励星级“农家乐”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明星 刘向乾）
大力扶持“农家乐”发展，壮大乡村旅游规模，帮
助农民增资、增收。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
该市对辖区符合标准的 15家“农家乐”进行资
金奖励，以鼓励“农家乐”做优服务、做出名气。

据了解，近年来，新郑市旅游业蓬勃发展，
带动辖区“农家乐”旅游项目快速形成规模，并
发展成为乡村旅游中的一大特色。期间，为规
范“农家乐”发展，新郑市专门明确一系列鼓励
和扶持农家乐发展的意见及措施，为“农家乐”
发展提供了后劲。目前，该市已拥有发展初具
规模的“农家乐”项目 30多家，其中 5家达到三
星级标准，2家达到二星级标准。

在此次奖励中，为进一步鼓励“农家乐”项
目发展，该市辖区卧龙山庄、老正家、聚凤苑等
5家三星级农家乐各奖励3万元；对城关乡农家
乐园、具茨山管委会锦绣山庄、龙湖镇龙湖鱼坊
农家乐等二星级的各奖励 1万元。同时，还对
符合新开办“农家乐”标准的具茨山管委会柴家
小院、具茨山管委会龙泉山庄、新村镇味自然农
家乐等7家各奖励1.5万元和5000元。

科技下乡促秋收秋种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乔书俊 白
珂）当前，正是秋收秋种大忙时节。昨日，记者
从中牟县农委获悉，中牟县农业技术人员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加大工作力度，送科技下
乡、送服务到田，扎实做好秋收秋种服务保障工
作，确保全县秋收秋种工作顺利进行。

据了解，在麦播期间，中牟县农业部门认真
做好麦播技术培训，通过采取举办培训班、召开
现场会、举办媒体讲座、发放明白纸、开通

“12316”三农服务热线、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
将麦播关键技术落到实处，达到“家家有明白
人，户户有明白纸”，切实提高麦播技术的到户
率、到田率。

截至目前，中牟县秋收作物收获69.5万亩，
播种 73.1万亩，腾茬 66.9万亩，整地 35.5万亩，
秸秆还田41.1万亩。

新郑启动优抚对象
三级网络建设试点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象乾）近日，
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为进一步改善和创新优
抚对象服务管理方式、方法，提升优抚保障水
平，该市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优抚对象三级服务
网络建设试点工作。

据了解，优抚对象三级服务网络建设的中
心任务主要是“1211”服务网络机制建设，即一
个中心、两级服务站、一支义务联络员队伍和一
个信息平台。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首先，新郑市民政局
将建立一个优抚对象服务中心；设置 55 个村
级服务站，直接服务对象需求。在未设管区的
乡镇、办事处、管委会，以片区为单位建立 1个
优抚对象服务站。

在义务联络员队伍建设方面，以管区（片
区）服务站为依托，根据享受抚恤定补优抚对象
分布情况，按 15~50名优抚对象的规模就近划
片，每片推选1名优抚对象作为义务联络员，承
担起反映优抚对象诉求。预计，该市将推选产
生162名义务联络员。

新密救助大病贫困儿童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蔡栋丽）近日，
新密市开展点亮生命计划——贫困儿童大病救
助项目活动，新密市民政局为两名患重病的贫
困儿童发放了 5万元救助资金，帮助他们早日
脱离疾病的困扰。

儿童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是社会和家庭
的希望。然而在我们身边却有一些孩子，白血
病、尿毒症……这些可怕的疾病吞噬着本应属
于他们的健康和快乐。这些疾病治愈周期长、
治疗费用高、很多家庭无力承担，为帮助他们及
他们的家庭走出困境，新密市民政局，于5月中
旬至 12下旬在全市开展点亮生命计划——贫
困儿童大病救助项目活动，为 14周岁以下、因
患重大疾病造成家庭贫困的困境儿童提供慈善
资助。截至目前，已有6人申请救助，经河南省
慈善总会审批，2人得到救助。

在新郑260多家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中，绿野养猪合作社无疑
是最特别的一个。说它特别，不
仅因为它是新郑第一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唯一一家被团中央和农
业部命名的“全国青年示范农民
专业合作社”，更是因为他们的带
头人陶建富，是一个腿脚不便的
残疾人。

昨日，记者来到绿野养猪合
作社采访，碰巧陶建富正有闲暇，
便坐在一起聊起绿野合作社与其
风雨同舟一起走过的日子。

近期由于降水较少，新郑一些区域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为帮助农户应对旱情，近日，新郑市
供电部门组织党员抗旱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摸查灌溉用电情况、检修电路，确保农户及时灌溉农
田。图为供电人员正在检修机井旁的供电设备。 本报记者 高凯 摄

灌区村民正在田间犁地准备种小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