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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高丽
文/图)“俺村靠下雨吃水，今年一直没下
雨，院里的集雨水窖眼看要干了。”10月
25日，在人畜饮水困难的荥阳市南部山
区崔庙镇六道口村，当一车车水送来
时，早已提着水桶端着盆子焦急等在村
口的群众，高兴地围拢上来（如图）。

今年春天以来，荥阳全市累计降雨
量为 341.5 毫米，较历史同期偏少 238.2
毫米。由于降雨偏少，温度偏高，全市因
干旱饮水困难人口 3.83 万人，10 余万亩
农田遭遇不同程度的干旱。

面对日益严重的旱情，荥阳全市上
下积极行动，市领导和机关干部带头深
入一线调查了解旱情，及时启动抗旱应
急预案。全市48个市直单位对口分包48
个出现饮水困难的行政村。针对抗旱种
麦实际困难，农口专家深入田间技术指
导，水务部门发挥现有水利设施抗旱作
用，组织灌区开闸放水。并加快应急水
源工程施工进度，确保早日发挥效益。
至目前，全市共开闸放水 900 余万立方
米，浇地5万余亩。全市累计向分包村帮
扶资金 53442元，出动机动运水车 71辆，
送水 800多车，矿泉水 60箱，解决 2.78万
人生活用水需要。

范家门，位于登封市东北部20公里
处的大山之中，全村700多人，海拔1100
多米，典型的传统种植、靠天吃饭，不少
人称范家门是穷山恶水。如今，范家门
变了，马上就将变成美丽的花果山。

这一切的变化，缘于该村的270座集
雨水窖，也缘于近两年这里的持续干旱。

昨日，记者来到登封市唐庄乡范家
门村。在路的两侧，由于干旱严重，不少

地方几乎寸草不生，但及至登上山坡，却
发现一块块平整的土地上栽种不久的一
棵棵核桃树苗长势良好，成为干涸土地
上一个个美丽的点缀。而在不远处，星
星点点遍布着一个个方形的砖砌平台。
陪同采访的村支部书记范战标告诉记
者，平台下面就是集雨水窖，每个集雨水
窖大约储存雨水30吨。

在西部山区，最初建集雨水窖是解决

百姓饮水困难问题。而近几年，尤其在范
家门，集雨水窖则成了转变农业结构转型
的一大法宝。范战标说，经过上级部门大
力支持和村委会的几年努力，全村现在已
经拥有集雨水窖270座，这为全村花果山
建设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在以往的范家门，传统农作物的种植
遇到风调雨顺，则一切皆大欢喜；如果遇到
持续干旱尤其严重干旱，则可能颗粒无收，

尽管后来不断发展集雨水窖，依然不能解
决问题。因为传统农作物普遍需要漫灌，
费时费力不说，最重要的是大量浪费宝贵
的水资源，缺水的范家门浪费不起。

最近两年的持续干旱尤其今年的严
重干旱，让百姓们有切肤之痛，也让村委
会看在眼里：大力调整种植结构、促进农
业转型势在必行。

于是，围绕着 270 座水窖的故事早
已在范家门继续延伸：依托核桃种植优
势，范家门大力发展核桃产业；依托自然
条件，不断拓展杂果种植……对于果树，
270座集雨水窖的威力无穷，只需点灌，
省时省力，关键还省水。如今的范家门
还在不断努力，争取上级部门支持，逐步
消灭集雨水窖覆盖的空白点。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今年 1月至
9月份，巩义旱情严重。日前，记者从
巩义市了解到，为了提高防旱抗旱能
力，保证粮食生产安全，巩义再拿出抗
旱补助经费 70万元，用于易旱地区抗
旱水源工程建设费用补助，截至目前，
巩义各级投入抗旱资金已达273万元。

据统计，由于干旱，巩义农作物
受旱面积达到 11270 公顷，因旱少种

面积 2700公顷，8.7万多人和 1.5万头
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尤其是巩义
南部山区、北部丘陵区和东部山区农
作物受灾严重，人畜吃水发生困难。
巩义拿出抗旱补助经费 70万元，用于
易旱地区抗旱水源工程建设费用补
助。并利用抗旱专项经费为旱灾较
重的地区采购了水泵、输水管道等抗
旱物资。市抗旱服务队积极组织送

水，向下分发、转借抗旱物资及机具
设备等。

据统计，目前巩义累计出动抗旱
服务组织 6 次，投入抗旱人员 1200
人，机电井 229 眼，泵站 9 处，水库 2
座，机动抗旱设备 159 台，机动运水
车辆 95 台次，抗旱用电 124 万度，抗
旱用油 17.5 吨，各级投入抗旱资金
273万元。

抗旱减灾保民生

范家门的270座水窖
本报记者 朱华 通讯员 靳英

巩义投入273万元抗旱 把水送到
每个干旱村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明星）
近年来，新郑市积极落实国家退耕还林
政策，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带动的“双
丰收”。昨日，记者从该市了解到，该市
成功完成国家安排退耕还林建设任务
9.11万亩。

近几年来，为高效完成退耕还林任
务、提高造林质量，新郑市树立了“现代生
态工程建设”的理念，并从规划设计入手，
确保林地发展符合本地实际情况。之后，
该市又对新郑绿化工作现状和优势进行
认真调研和充分论证，并根据新郑地理、
历史、文化、产业结构等特点，确立了“西
部山区以绿活山，以绿兴旅，通过退耕还
林提升具茨山景区品位和档次；东北部沙

区依托新郑得天独厚的大枣种植优势，通
过退耕还林建设大枣生态保护区、观光旅
游区和产业园区”的总体思路。

为确保退耕还林工作开展，新郑市
按照“统一规划、集中连片、统一建设、分
户经营”的原则，要求各地因地制宜，不
盲目栽种，合理地确定建设内容、布局和
规模，确保做到科学推进生态林地建
设。同时，该市还利用农闲季节，广泛开
展以林业科技成果和适用技术、抗旱造

林技术为重点的技术培训，大幅提高了
工程建设者的素质和积极性。

树是财富，越种越富。通过科学的
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新郑市林木覆盖率
大幅度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尤其是
工程区生态状况更是明显好转，水土流
失、风沙危害等情况被有效遏制，抗自然
灾害的能力也显著提升。另外，森林面
积大量增加，林木覆盖率不断攀升也为
野生动物生存、繁殖提供了很好的食物

来源与栖息环境。此外，退耕还林工程
也帮助新郑建立了多种原料林基地，并
带动了相关产业稳步发展，现已形成速
生杨等用材林基地 3.6万亩，大枣、樱桃
等经济林基地 2.5万亩。林地建设还有
效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工程区大批
农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走出来，在更
高附加值的产业中谋生，一些地区还形
成农家饭店、绿色度假等农村经济的新
增长点。

新郑退耕还林9.11万亩

本报讯（记者张立通讯员周金涛文/图）
日前，新密尖山风景区管委会在钟沟村举行了
森林防火实战演练。风景区部分机关干部，各
村、各单位负责人，钟沟村森林防火应急中队，
管委会森林消防大队共80余人参加了演练。

天气干燥，火灾隐患多。此次演练模拟巡
防队员在巡查过程中发现火情后立即报告村
防火应急中队。村防火应急中队在森林消防
大队的配合下紧急出动，迅速将火扑灭。

重点演练了火情发生后，村采取措施的有效
性、人员组织的迅速性、对火情大小的准确判断程
度、现场指挥的科学性、信息报告的及时性以及管
委会森林消防大队反应的迅速程度、专业工具操
作的熟练程度、专业技术的掌握程度等。

图为演练现场。

新密尖山组织
森林防火演练

本报讯（记者李晓光）深入
村民家中慰问贫困户、贫困大学
生；到田间地头帮助群众收庄
稼、播麦种；为群众维修吃水管
道……近段时期以来，登封市告
成镇紧紧结合“一学三促”活动
要求，开展了“为民办实事”为主
题的网格竞赛活动，通过解决一
批热点、难点问题，密切了干群
联系，强化了干部履职意识。

为巩固和提高网格化管理
先进乡镇成果，该镇牢牢把握

“为民”宗旨，着眼于群众需求和
群众满意，在全市率先开展了

“为民办实事”网格竞赛活动。
活动要求每名村第一书记、村网
格长、组网格长、村支部书记和
村委主任，通过开展“扶贫帮困、

秸秆还田、抗旱浇麦”等一个个
主题活动，每人每月为群众办理
至少1件实事、好事，真正实现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帮群
众所忙”。该镇专门成立了竞赛
活动办公室，每周收集网格下沉
日的办实事卡和图片，每月汇总
后在全镇展示，营造了比学赶超
的良好氛围。年底进行总结表
彰，实行评优评差，分别给予一
定奖惩。活动开展以来，已累计
办实事132起，其中开展扶贫帮
困55起、秸秆还田50起、抗旱浇
麦27起。

活动开展以来，该镇群众
满意度有了新提升，信访案件
较以往明显下降，社会呈现安
定团结的良好态势。

告成镇举行“为民办实事”网格赛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
讯员 刘柱）日前，记者从巩义
市了解到，为加强对小税种的
税收管理，巩义市地税局从基
础征管工作入手，采取有力措
施提高征管质效，强化了小税
种的管理力度，实现了小税种
大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9 月
份，巩义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资源税、
印花税等6个小税种共计入库
税款 5.76 亿元，年增速高达
59.5％，小税种收入占地方税
收比重达到46 %。

据了解，巩义市地税局针

对小税种制定切实有效的管理
办法，严控纳税申报、欠税管
理、滞纳金加收等工作环节，要
求管理员对重点税源户实行监
控管理；在日常检查中将小税
种作为必查内容，加强纳税申
报审核。重点开展房产税、土
地使用税、印花税专项检查，以
查促管，以管促收，有效防止税
款流失；主动与工商、国税部门
定期交流涉税信息，与财政等
部门加强协作，通过落实代扣
代缴、委托代征、源泉控管、完
善征管模式等征管措施强化源
头控管，加大征管力度,有效防
止税款流失。

巩义地税实现小税种大增长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
员 韩红瑞 张海洋）近日，新密
市长乐路南延（城关段）桥涵工
程正在如火如荼建设，刚刚竣
工的宽阔东西大道引来很多附
近群众的试行和赞许。回忆起
前期艰难的拆迁协调工作，新
密市城关镇党委委员韩红瑞同
志说：“多亏了‘群众说事、代表
议事、干部办事、定期评事’为
内容的‘说事议事’工作机制。”

该镇党委规定每周一为各
村“说事议事”日，选派3~5名热
心、热情、善沟通的党员担任“说
事议事”员，通过设立意见箱、开
通热线电话、发放联系卡、发放
调查问卷等方式，收集社情民

意。各村组织“两委”干部、部分
联户代表、监委会成员组成“说
事议事”会代表，针对收集到的
事项进行归纳梳理后，采取民主
协商、集体决策的方式共同确定
解决办法，制订解决方案。

镇党委针对涉及个人事项
的问题，组织各村安排专人协
调解决；对于涉及群众的普遍
性、敏感性问题，由二级网格长
和村党支部书记牵头，统一组
织实施；定期评事，树形象。镇
党委将每月的最后一天作为

“说事回访日”，对办结事项实
行跟踪反馈，按照“谁办理、谁
负责”的原则，及时向“说事人”
反馈事情办理结果。

城关镇用“说事议事”解难事

本报讯（记者李晓光）10月
19日，登封市中岳大街农业银行
对面彩旗招展、鼓声阵阵，来回过
往的市民纷纷驻足见证郑州峰
创中天置业有限公司与丹尼斯
举行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是丹
尼斯百货首次进驻登封市。

中天广场是由广东欣城实
业有限公司投资、郑州峰创中
天置业有限公司开发，位于中
岳大街以北、嵩山路以西、嵩阳
路以东，总占地面积约 1027

亩，其中一期占地 138 亩。该
项目规划有登封市首个丹尼
斯、特色文化商业街、5A 甲级
写字楼、城市高端住宅及中央
公园。同时，按照登封市委、市
政府的要求“组团式规划，片区
开发”的原则，该项目将分三期
进行，一期工程投资 18 亿元，
回迁安置区已经动工建设，一
期项目建成后将会为市区中心
商业圈的形成及登封新商业的
繁荣增添新的活力。

丹尼斯将入驻登封中天广场

本报讯（记者成燕通讯员
王君刘莎莎）记者昨日从新郑市
旅游和文物局获悉，近日，该局组
织人员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郑韩故城保护标志牌
及周围环境进行了清理亮化。

据了解, 郑韩故城是东周
时期郑国和韩国都城所在地，
1961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首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列

入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
大发现之一。为加强对郑韩故
城的保护，该局根据田野文物
保护相关原则，组织人员对郑
韩故城内外设置的 50余块“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标
志牌进行为期两天的清理亮
化。据悉，今后，该局将定期开
展此项工作，使郑韩故城城墙
遗址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展示。

新郑清理文物保护标志牌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
员 邢小玲 张蒙 文/图）这几天，
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和青年路街
道特色商业街区指挥部签约办
公室里，前来签约、咨询的拆迁
户络绎不绝。

中牟县特色商业街区（二期）
全部为安置区，共涉及8个地块，
占地506亩。今年5月底，中牟县
召开特色商业街区改造工程（二
期）拆迁建设动员会，计划 2014

年年底完成街区建设，2015年年
底实现群众回迁安置。

前不久，东风路街道组织人
力、机械对位于解放路南段的面
粉厂家属院进行拆除，这是中牟
县特色商业街区改造工程（二期）
安置区拆除的第一处家属楼院。
随后，拆迁工作全面展开。

“县安监局分包青年路街道
辖区金属回收公司家属楼拆迁工
作，该楼住户20户，截至目前已全

部签约完毕，我们同青年路街道
办事处一道将扎实做好群众工
作，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按时
间节点完成此次拆迁任务。”县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刘志勇
告诉记者。

据了解，此次改造工程涉及
东风路、青年路两个街道办事处，
拆迁总户数 1364户。其中，东风
路街道 684 户、青年路街道 689
户，国有土地签约率均超八成。

中牟开展特色商业街区改造

今年以来，新郑市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多渠道、多形式开
展涉农案件审判调解工作，使涉农案件的审判质量大幅提高，有效
维护了广大农民工、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图为10月23日，该院
法官成功调撤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顺利收到15000元
的赔偿款。 本报记者 高凯 摄

扎实做好群众工作，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东风路辖区某
家属院的拆迁户微笑忙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