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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关注

站在曾属于自家田地，现已被流转为合作
社种植基地的大棚里，61岁的八千乡楼刘村村
民刘治业满眼望去，都是过去自己“铁犁牛耕”
时的身影。而如今，还是这片土地，却在时间
与岁月的交替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

“自打土地流转后，用时髦的话说，我现在
算是‘农业工人’了，但家里照样有粮吃，兜里
照样有钱花！”刘治业底气十足地说。

几年前，刘治业所在的村组土地经统一流
转，建成了现在的蔬菜大棚。如今他不仅每年
都能收取土地租金，而且还在大棚里打工挣
钱，刚刚“升任”为技术主管的他，负责 10个大
棚的技术和生产管理。“像我这个年纪，一年四
季不用出去打工，在家门口轻轻松松能挣到两
万块钱，这可比过去自己种地强太多了。”回想
以前一年到头在地里干不完的农活，生活却不
见富裕，刘治业深有感触。

刘治业的身上折射出一个现象：过去农民
种植的是粮食，收获的是温饱；如今，种植的是
信心，收获的是喜悦。于是，越来越多外出务
工的打工者们回到家乡，开始在“金土地”里刨

收新的财富梦想。是什么让他们有这样的勇
气和信心？新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发展
现代农业，过去为吃而产，现在为卖而产。

近年来，新郑市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
线，以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为统揽，大力推动
农业农村经济品牌化、产业化和现代化，形成
了以大枣、畜牧、粮油三大主导产业，蔬菜、特
色果品、花卉苗木三大特色产业，构建了以区
域特色农业为主导、涉农企业为龙头、城乡互
动的现代高效农业发展新格局。不久前在北
京召开的中国县域现代农业发展高层会议上，
该市荣获了全国“品牌农业示范县（市）”和全
国“最具农业投资价值县（市）”的称号。

和刘治业所在的村子一样，越来越多的农
村土地经流转后，实现了集约化管理，土地效
益明显提高。据了解，今年新郑市新增农村土
地流转 3万多亩，目前全市土地流转面积已经
突破10万多亩，占耕地面积18.5%以上。

昔日被分割成方格状的田地没有了田埂，
连成一片后的土地平坦得如同飞机场，为新郑
设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有一组

数据可以印证这一点:今年该市投资6760多万
元，建成日光温室 541.55 亩，塑料大棚 315.8
亩，连栋智能温室 4.96 万平方米，智能大棚
17.5万平方米，蔬菜标准园建设4个，蔬菜集约
化育苗点 4 个。除此之外，休闲观光农业发
展迅猛，建成红枣、莲藕、樱桃等各类农业示
范区 6 个、农家乐接待点 10 个，培育特色村 1
个、标准化规范化精品园 1 个、农家乐示范户
16个……

良好的农业基础条件和丰富的农业资源，
让龙头企业、农业特色产业项目、农民合作社
如雨后春笋出现。目前新郑市各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总数达到68家，规模以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160多亿元；今年被
纳入郑州市现代农业示范区项目 2个，特色产
业园项目3个，特色产业项目5个。白象食品、
好想你枣制品、雏鹰生猪被认定为省级农业产
业化集群，龙湖镇泰山村的休闲农业被列为国
家“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白象公司的现代绿色
小麦种植产业园建设项目，获得农业部绿色食
品认证；新培育发展郑州市级示范合作社8家、

省级示范社2家、国家级示范社1家。目前，全
市合作社280多家，社员总数达2.96万户，带动
一般农户4.6万户，年购销总额18.9亿元，养殖
总规模达2983.6万头（只）。

现代农业的发展，也让记者在走访中看到
了一张张绽开的笑脸。城关乡王刘庄村的刘
新发看到自家田里新打配的机井喷出水时笑
了；和庄镇陆庄村的高卫轩在领到每亩 110
多元的惠农补贴时笑了；八千乡楼刘村的刘
忠亮运用在农委举办的培训班所学的花生高
产栽培技术喜获丰收时笑了；新村镇老观寨村
冯书剑在购置四轮驱动拖拉机后享受到4.6万
元补贴后笑了……

当下，新郑市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的号角也已吹响，这个集特色种植、休闲观
光、红枣文化展示、特色临郑旅游、农副产品
加工、物流配送为一体的“三化协调”都市型
现代农业示范区让人更加期待其早日破茧成
蝶。可以想象，在未来新郑广袤的土地上，现
代农业必将以无穷的生机和活力，收获无限
的希望和喜悦。

现代农业绘就秀美画卷
本报记者 刘佳美

之新郑

传递声音 服务大局
关注热点 架起桥梁
《郑州日报·新郑新闻》创刊四年

向广大读者征求意见

一、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内容

1. 内容：《郑州日报·新郑新闻》及其手机版的内容设计及版面
安排。2. 栏目：《郑州日报·新郑新闻》及其手机版的栏目设置。3. 版
式：《郑州日报·新郑新闻》及其手机版的版式设计。4. 编排：图文稿
件处理及编辑排版。5. 其他：以上未涉及的其他内容。

二、截止时间

2013年12月20日

三、联系方式

1. 电子邮件：zzrbxzxw@sina. com，请注明“征求意见”。2. 纸
质投稿（以邮戳时间为准）：新郑市人民路市委大院东侧新郑市新闻
中心收，邮政编码451100，传真0371-69908831。

对您的支持与关心，我们不胜感谢！

12 月 12 日，下午 3 点，新郑市行政服
务中心一楼大厅内，“暖”意融融。

“您好！请问需要什么帮助？”脸上始
终带着微笑的引导员，让每一个从寒冷中
走进大厅的人感到一阵暖意，问明情况后，
这张“笑脸”会把办事人带到办事窗口的另
一张“笑脸”前。

记者暗自揣摩：看样子这个办事的地
方，门是不难进、脸也不难看，就是不知道
事是不是好办？

环顾办事大厅，记者注意到大厅内共
有工商、住建、质监、地税、国土等 15个服
务窗口。尽管是办事的高峰期，可每个窗
口排队的人却并不多。在其他地方办事排
长队的普遍现象，在这里不存在吗？

疑问被中心副主任李水英一语道破：
“目前为止，我市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
进行了 7轮，审批事项也由最初的 663项，
精简到现在包含便民项目在内的 138项。

办理承诺时限也由以前的20天、30天，甚至
60天，缩短到现在只要资料齐全最多不超
过7天。加上乡镇也有自己的便民服务大
厅。换句话说，审批的事项少了，办事的效
率高了，跑来办事的群众自然也就少了。”

“真没想到，现在补办个营业执照来了
就能办好！”刚拿到补办的营业执照的新郑
市某公司法人代表王先生面露喜色：“政府
的服务真是到家了。来之前还以为要跑好
几趟，起码也得两三天哩。现在好了，不找
人、不送礼，当场顺顺利利就给办了。我看
这制度改革的就是好！”

凭借着优质、高效的服务，该中心在
11月下旬被评为“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单位”。荣誉的背后，是中心工作人员对每
一个审批事项一丝不苟的努力。截至 11
月份，该中心共办理审批事项 8155件，其
中即时办理件 3054 件，限期承诺件 4807
件，上报件284件，办结率达到100%。

下午 6点，工商局窗口。该局窗口负
责人周彦彬正在为一名群众办理“企业名
称预先核准登记”手续。“怎么下班时间还
在工作？”记者问。“人家大老远从村里赶过
来，而且这是‘即办件’，我们受理了不办，
就违反了立即办结的制度，电子监督监察
平台会全程监督，反馈给我们单位，我们的
责任就大了。”

李水英说，为了加大政务公开力度，推
进办事过程更加透明。该中心按照“日清
月结周通报季公示”的工作机制，定期对各
个服务窗口的办件情况、服务情况、考勤情
况进行监督、考核。其目的只有一个：提高
群众办事效率。

提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切实转
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

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
设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李水英表示，
政府转型离不开简政放权，行政审批改革
是突破口。通过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
时间、规范审批手续等工作，不仅提高政
府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还可以激发社
会的创业热情。“就我们的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而言，知行合一，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
李水英说。

据了解，该市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正在进行，目前草案正在修改。本次
改革以“打造便民利企的行政超市”为目
标，将对审批项目进行重新梳理，对办事环
节、办理时限、所需手续进行再压缩，力求
为群众和企业提供高效的便利服务，实现

“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

省林业规划设计院领导
到新郑调研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高凯）12月 11日，省林业规
划设计院院长曹冠武一行到新郑调研林业生态建设
和创森工作。郑州市林业局局长崔正明，新郑市领
导刘建武、李志强陪同。

曹冠武一行先后到常刘林业生态社区、中国国
际红枣综合产业园古枣树移植现场、轩辕湖湿地公
园。在实地考察并听取该市生态林业建设情况介绍
后，曹冠武对该市生态林业建设规划科学、布局合
理，标准高、要求严给予高度评价。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郑市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为契机，以林业生态建设为中心，不断改善林业生态
环境，提高林业产业经济效益。截至目前，全市已完
成造林 9641亩，生态廊道网络建设 8274亩，实现林
业产值11.97亿元。

故里经纬

加快推进新港产业集聚区
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高凯）12月 12日，新郑市领
导王广国、孙淑芳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新港产业
集聚区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该市领导一行先后到中储粮大豆油加工、润弘
制药、麦加啤酒、金丝猴奶糖、光明乳业等项目现场
进行实地察看，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以及建
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对新港产业集聚区内项目建
设所涉及的土地、道路、资金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该市领导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加强项目跟踪服务、难题协调和督促落
实，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光明乳业总裁到新郑
交流项目建设情况

本报讯（记者 陈扬 李伟彬）12月 12日，光明乳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郭本恒一行到新郑市，就该公
司投资项目开工建设情况进行察看。该市领导刘建
武、秦彩霞陪同。

在光明山盟乳业迁建项目工程基地，郭本恒一
行详细了解了项目的进展情况。据了解，郑州光明
山盟乳业项目位于新郑市新港产业集聚区，总投资
2.4亿元。项目投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8.1亿元，税
收5343万元。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双方就企业生产所需
的“奶源配套建设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均表
示，今后要加强联系、沟通与协作，共同促进项目早
日投产。

基础设施项目督导推进组
督导强投资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 通讯员 崔长树）12月
12日，新郑市领导李书良、王军生、彭德成、郭明熙、
王金灿、杨流带领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督导推进组对
全市强投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督查。

督导组一行先后到该市中兴路东延工程、薛店
镇污水处理厂、中华路北延、华南城污水处理厂、大
学路南延工程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实地察看项目
建设情况。每到一处，督导组都重点了解项目的资
金到位情况、工程进展情况及在建项目存在的问题。

在听取相关责任人情况汇报后，该市领导指出，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干劲和进展态势；要把握时间
节点，加快施工进度，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
确保重点工程如期完工。

“出去一年，前几天回家走到
这儿，我真以为走错地方了！”家
住新郑市炎黄文化中心附近的张
小恺，向记者描述着自己从外地
回家时的感受。

据张小恺回忆，以前文化中
心西侧的南北街，路面一直坑坑
洼洼，刮风时尘土飞扬，下雨时泥
泞不堪，并且由于没有路灯，一到
晚上就“黑灯瞎火”。但当他时隔
一年再回家时，却是另一番景
象。“那天晚上我从外地回来，走
到这儿一看，不仅亮着路灯，而且
路也修得这么好。我愣了半天，
根本没认出来。”张小恺说。

也许张小恺说得有些夸张，
但从其他一直生活在附近的居民
口中，确实可以感受到这条小巷
的改造，给他们生活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好处。“以前俺这儿真是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没啥
事俺都不愿出门。”“有了路灯后，
一到晚上亮堂堂的，走在路上心
里也是敞亮的。”“现在市里是越
来 越 关 注 咱 平 民 百 姓 的 生 活
了！”……周围的群众你一言我一
语，似乎有着说不完的情感。

这条小巷的变化，是今年新
郑市对 30 条背街小巷改造工作
的一个缩影。张小恺的感受也代
表了一大批受益群众的心声。一
路走街串巷，记者真真切切看到、

听到、感受到背街小巷改造工程，
给小巷居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改善——

平坦的沥青路面取代了泥泞
的土路，赏心悦目的绿化带取代
了杂草丛，清真寺巷的居民再也
不用担心雨天出行了；新装上的
新型节能路灯，让新安巷附近的
居民夜生活更加丰富了；通过整
修下水道，铺设新管道，玉皇小区
的居民再也不用为小区排水发愁
了……

近几年来，新郑市在实施大
项目、重点工程的同时，一直将背
街小巷改造工作列入为民“十件
实事”中，作为一项民心工程重点
来抓。今年 4 月以来，该市按照

“水通、路平、灯明”的改造标准，
投资 985 万元对宏基路、文化中
心西侧南北街等 30 条被列入
2013年“十件实事”的背街小巷，
进行了综合改造及安装路灯工
程。截至目前，该项工程已全部
完工。

如今，随着一条条背街小巷
的华丽变身，道宽了、路平了，配
套设施齐全了；群众的出行方便
了，心情惬意了，对城市的未来也
更期待了。正如市民刘扬扬说的
那样：“作为新郑人，我们的幸福
指数是越来越高了，以后我们的
大街小巷肯定还会变得更美！”

行政服务中心：打造便民利企“行政超市”
本报记者 沐风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背街小巷靓起来
本报记者 刘佳美 通讯员 乔治

背街小巷，一个“背”字，
一个“小”字，从字面上看，就
是不起眼的意思。但小巷虽
小，却是民之所聚、民之所生、
民之所呼的地方。在小街小巷
的深处藏着的，正是一颗大大
的民心。背街小巷的改造，将

政府和老百姓联系在了一起，
赋予了小街小巷浓浓的情意。
于是，当政府大力改造背街小
巷这些“被遗忘的角落”时，人
们发现它不仅改善了小巷居
民的生活，更赢得了所有市民
的心。

记者手记

本报讯（记者 刘佳
美 沈磊 文/图）12月 17
日，郑州市宣讲团走进
新郑市城关乡，为 100
余名干部群众做了一场
精彩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宣讲报告，同时
也拉开了新郑市宣讲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
序幕。

会上，来自郑州市
委党校的张红梅老师，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
化改革的意义、精神实
质和“四个郑州”建设进
行了详细阐述。报告引
起了在场听众的强烈反
响，与会党员干部纷纷
表示，将紧密结合工作
实际，以更加扎实的工
作作风，把全会精神落
到实处。

据了解，在郑州市
宣讲团走进新郑宣讲的
同时，新郑市还将组织市
委宣讲团走进该市各乡
镇、市直单位进行 60场
宣讲，同时各乡镇、街道
宣讲团，市直系统宣讲团
也将走进基层，针对村
组、社区、企业，深入开展
各种形式的宣讲活动。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郑州宣讲团走进新郑

课后，参加培训
人员与老师进行交
流讨论。

培训会上座无虚席，参加培训人员聚精会神聆听，认真做着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