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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里，正值柿饼销
售季节，在位于荥阳市崔庙镇
郑岗村的联强柿子专业合作
社，村民们正忙着把装箱的柿
饼往车上装，准备销往河北、北
京等地。荥阳市联强柿子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郑延占笑呵呵地
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老郑种柿子已经有 17 年
了，他家有18亩柿树，今年鲜柿
子产量 3.6 万公斤，加工柿饼
4000多公斤，柿子醋10吨，今年
光卖柿饼、柿子醋就有近 10万
元的收入。

老郑是崔庙镇较早成规模
种植柿子的农户之一。老郑一
边摆弄着柿饼一边向记者讲述
他种柿子的经历。1997年以前
老郑干过十来年的糕点生意，
那时候虽然赚的钱也不少，但
是老郑觉得郑岗这一带祖祖辈
辈都以种柿子为生，为什么不

围绕柿子产业来干点啥呢？
1997年老郑开始了自己的

种柿之路。为了提高产量，他
天天泡在地里，研究改良品种，
四处学习育苗、嫁接等栽培技
术，有时候两天要跑三个省。
老郑还玩笑地说：“那些年苦没
白吃，如今我成了种柿子的大
半个行家了，我嫁接的柿树成
活率能达到99%，我酿的柿子醋
本身就是招牌。”

走进老郑家的院子，一股
浓浓的醋香扑鼻而来，院子里
的十几个大缸盖得严严实实
的，老郑说这里边都是他酿的
柿子醋。荥阳酿造柿子醋至今
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其中尤
以崔庙镇最为突出。当地人有
自己酿醋的习惯，每年柿子成
熟的时候，摘下柿子放进干净
的醋坛里，封上口后放在一间
避光的小屋里，就进入了自动

发酵的过程了，这个过程一般
都需要 8个月的时间，经过秋、
冬、春三个季节，到了夏初，醋
就算是酿成了。

再往楼上走，是老郑捂柿
饼用的架子，上下一共五层，通
风条件好。老郑告诉记者，作
为柿子的主产地，这里的村民
每年过了霜降都会大规模的制
作柿饼，而做柿饼是很有讲究
的。“做柿饼曝晒、捂汗、吹风、
出霜每个环节都忽视不得，柿
子只有软化、糖化后，制出来的
柿饼才甜。”老郑说。

柿饼制成以后，外面所生
一层白色粉面，叫做柿霜。把
柿霜打下集中加工，注入圆形
模具之内使之凝固，呈灰白色，
便成霜糖，是解热清暑的良
药。2009 年，荥阳柿霜糖制作
技艺成功申报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

老郑的柿子缘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孙艳艳

老郑说，当地人也都喜欢“喝”柿子。柿子成熟后，存放数天软化成“烘柿”。拔下柿
蒂，在柿蒂开口处慢慢地扯开一点皮，用嘴轻轻地一吸，凉丝丝滑溜溜的果肉就带着独
特的甜味进了口中，只剩下一张薄薄的柿子皮，那感觉奇妙无比。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孟飞
龙 牛英豪）记者昨日获悉，海宁皮革城
与郑汴产业带上的新星——绿博文化产
业园区（绿博文化新城）签订协议，将投
资7.5亿元打造海宁皮革城项目。

该项目用地面积约 150 亩，是以购
物旅游为主题的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项目将于2015年秋冬季投入使用，
未来将成为辐射中原地区，批零兼售、创
意研发及时尚发布并举，集购物休闲、文

化旅游、创意研发、流行趋势发布于一体
的大型商贸旅游城市综合体。

绿博文化产业园区（绿博文化新
城）位于中牟县境内，以“文化创意、时
尚旅游、高端商务”为主导产业，是正在
崛起的田园式文化新城。拥有绝佳的
投资环境。得天独厚的优势让绿博文
化新城成为全国项目集聚的热点区域
和炙手可热的投资焦点。园区管委会
的高效和创新使得一大批像海宁皮革

城这样的“三力型”企业快速顺利落户
入驻，绿博文化产业园区在海宁皮革城
项目洽谈对接过程中，一是实行项目台
账式管理。对项目明确一名领导，落实
相关责任人员具体开展对接工作。二
是制定“项目入驻三部曲”工作流程，简
化审批，实行全方位服务。三是搞好环
境优化。对项目进度和问题进行“日清
日毕”督办，促使了海宁皮革城项目快
速落户。

“离家一年，回来再走这条街，我还以
为是走错地方了……”发出如此感叹的是
家住新郑炎黄文化中心附近的张小恺，昨
日回家过年的他几乎没办法相信，脚下崭
新的路是他记忆中破旧的南北小街。

据张小恺回忆，以前的文化中心西侧
的南北街，路面坑洼，尘土飞扬，一下雨便
泥泞不堪，加上没有路灯，一到晚上就是

“黑灯瞎火”，不少人走这条街都吃过亏。
发现身边背街小巷起变化的不光是张小
恺一个人，很多新郑市民在寒冬岁末都感
受到了身边小街、老巷的“翻新”。

由于资金缺口较大，年久失修的老
城区背街小巷曾一直是压在百姓心头上
的石头。据了解，新郑市近几年一直在
努力改造辖区的背街小巷，尤其是去年，

更是加大改造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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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条背街小
巷进行了综合改造及安装路灯工程，最
终在2013年底和2014年初兑现了“旧貌
换新颜”的承诺。

其实，改造背街小巷只是新郑紧着
百姓花钱的一个缩影，同样在就业、医
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新郑更是敢为百姓
花、舍得为百姓花。据统计，去年，该市
累计投入民生资金28亿元，增长81.8%，
增长幅度创历年之最。

钱紧着百姓先花。换来了民心，也
促使政府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在当地采
访时，记者捕捉到这样一些变化：位于新
郑市区的人民路上除了行道树，逢年过

节少了彩灯、鲜花；开市委全会，市委常
委面前只有笔和纸，看不到鲜花，也没有
红地毯；在机关食堂里，公务员们扒干净
碗里最后一粒米，争做“光盘族”；曾经项
目彩旗招展、锣鼓喧天的开工场面冷冷
清清，一切以双方握手致谢告终。甚至
还有，为新郑城市换来名气的拜祖大典
和黄帝文化国际论坛都要进入“精打细
算”的序列，为老百姓花钱让路。

钱花在百姓身上多了，围着群众办
的事情和服务也跟着多起来。走访中，
记者在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为民服
务中心发现，该中心大厅专门为群众设
置了休息区，并配备饮水机、报刊栏等设
施，供等候办事的群众使用，而如有需
要，大厅里还会有人送上一杯热水。

中牟今年要建48条生态廊道
5条已先期开工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赵学礼 张建勇）昨天，
记者在中牟县省道 223 线、南入市口两条生态廊道内见
到：施工车辆穿梭不断，工人们冒着严寒紧张施工、忙碌
在各个建设现场。这只是 2014 年中牟 48 条生态廊道绿
化工程的一角。

根据《中牟县 2014年生态廊道绿化工程建设预案》计
划安排，2014年全县生态廊道建设计划实施 48条，绿化总
长度239.02公里，绿化总面积1539.2万平方米。其中：生态
廊道指挥部承建重点廊道6条，总长度为77.7公里，绿化总
面积744.6万平方米；有关部门承建廊道26条，总长度99.3
公里，绿化总面积399.35万平方米；各园区承建廊道17条，
总长度62.02公里，绿化总面积395.25万平方米。

目前，中牟县2014年生态廊道建设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实施，先期开工建设的廊道有5条，分别是省道223线、南入
市口、郑民高速、陇海铁路、韩潘路北延。其中，省道223线
全长 13公里，单侧绿化宽度 50米，新增绿化面积 1950亩，
绿化总投资1.3亿元；南入市口全长2.8公里，单侧绿化宽度
50米，新增绿化面积420亩，绿化总投资3500万元；郑民高
速全长 25 公里，单侧绿化宽度 50 米，新增绿化面积 3754
亩，绿化总投资5000万元。

巩义今年民生改善
项目投入超 25 亿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巩义市了解
到，据初步预计，巩义市 2013 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
成 30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4456 元，同比保持了两位
数的增长。

去年以来，巩义围绕当好全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表
率和排头兵、加快建设具有50万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区域性
中心城市、率先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社会经济平稳增
长。初步预计，巩义去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30亿元，
增长 15.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710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14456元，分别增长11.1%和11.6%。

今年是巩义市全面实行由省直接管理体制的开局之
年，巩义市提出要加强对中原城市群、郑州都市区发展战略
的研究，积极搭建区域协调机制，努力实现开放合作发展，
并重点谋划了转型升级、城镇提升、基础完善、旅游突破、生
态文明、民生改善六大工程，系统化推进创新转型发展。其
中，工业将围绕铝及铝精深加工、高端耐材、先进装备制造
三大主导产业，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壮大产业集群，着力
提升核心竞争力；招商将围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和郑州都市区，加强对接，承接转移，在更大范围内形成郑
州——巩义产业集群；民生方面，将从内部挖潜入手，把节
省下来的资金优先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类支出，计划
的13项民生改善项目年度总投资达到了25.5亿元。

新郑多举措治理空气污染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佳美）2014年开年，新郑

市先把眼光对准环境污染问题。昨日，记者从该市了解，该
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升级改造工作启动，升级后的系
统将新增PM2.5、一氧化碳、臭氧三个指标，可实现对空气
的全天候、连续性、自动化监测，并及时准确地反映空气质
量，为研究空气质量变化趋势提供数据支撑。

近几年，新郑对于本地空气质量的改善工作不断加快，
取缔市区内部分燃煤设施、控制施工现场扬尘、禁止秸秆燃
烧等，使辖区空气质量有效提升。另外，该市还大力推进生
态林建设工作，在城区、山地、沟壑等区域种植行道树、生态
林等，也为本地空气质量改善提供了帮助。

据介绍，新郑市今年将加强对燃煤污染源的治理，计划
对市区10蒸吨以下燃煤设施进行拆除；对各类施工现场扬
尘污染、运输渣土车辆、垃圾填埋场进行严格控制；加强机
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实行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验
制度。另外，今年新郑市农业部门还将辖区大力推广循环
农业发展，并加强沼气设施建设，确保农作物秸秆进入循环
利用，避免焚烧。目前，该市已经建成雏鹰公司沼气工程为
代表的大中型沼气工程20余处。

新郑八项举措鼓励
工业企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象乾）昨日，记者从新郑
市了解到，为加快该市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工业经
济的带动力和承载力，该市出台八项措施，力促辖区工业企
业快速发展。

据了解，8项扶持措施举措包括：支持企业新上、技改、
扩建项目；鼓励企业扩大经济规模；鼓励企业提高效益；鼓
励引进企业总部；引导企业加快信息化建设；鼓励和支持企
业上市；加快推进产业园区和标准化厂房建设；发挥工业经
济专项调节基金的激励作用。

扶持工业企业发展转型的八项举措还会在具体的政
府奖励中体现，对辖区现有工业企业新上、技改、扩建项
目固定资产投资在 5000 万元以上的，按项目生产和技术
设备投资额的 1%进行补助。每个新上、技改、扩建项目最
高补助金额可达 50万元；对新进规模企业，一次性奖励企
业 2万元；规模以上企业，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5亿元、10
亿元、20亿元、30亿元、50亿元的，分别给予企业主要经营
者 5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和 50万元的奖励；年销
售收入首次突破 100亿元的，奖励实行一事一议。

同时，该市财政还专门设立了 200万元的信息化发展
专项资金，重点对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推动该市信息化
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进行贴息、补助和资金配
套。以及，从财政预算资金中安排3000万元的工业经济专
项调节基金，专项扶持企业发展，调动和激发工业企业竞相
发展的积极性。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余
红洲 文/图）1月 10日下午，虽然寒气
逼人，但是登封市大冶西刘碑新区广
场气氛却十分热烈。登封市学习宣传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文艺演出分队把
党的方针、政策以文艺节目送到乡村
社区，受到群众欢迎。

该活动小分队由郑州市群众艺术
馆和登封市文化馆专业文艺工作者组
成，郑州市群众艺术馆和登封市文化
馆分别组织创作学习宣传十八届三中
全会的节目深入基层为群众演出，宣
传党的十八届三中群会精神。

演出在舞蹈《烟花三月下扬州》

热烈欢快的舞步中拉开序幕。河洛
大鼓《拒招待》反映了中央八项规定
颁布实施以来干部作风发生的新变
化，情景表演《四个老太找幸福》等
节目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
快板的形式学习宣传解读，更是赢
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新密多措施严防节日腐败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崔远浩）近期，新密市狠抓

作风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坚决纠正“四
风”，从严整治公款送礼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确保
党员干部过好廉节。

该市针对节日期间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旅游、公
车私用等问题，及时制定印发有关纪律要求，强化廉洁过
节。就做好春节期间廉洁自律和勤俭节约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严禁党员干部用公款购买烟花爆竹、送贺年卡送节礼
或互相宴请，严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禁以“节日费”名
义滥发津贴、补贴、奖金，严禁违规使用公车或公款旅游等，
明确纪律红线，强化党员干部法纪意识。同时通报违反“四
风”及公车违规违章等典型问题予以警示。

该市采取廉政谈话、诫勉约谈等方式，对有苗头性问题
的单位和人员，及时谈话谈心，指出其存在的偏差，要求他
们及时纠正。成立 5 个作风巡查组，不定期深入乡镇、单
位、高档酒店、茶社等开展明察暗访，对部分单位的倾向性
违规举动坚决叫停，及时扼制违纪违规问题的发生。对群
众举报、媒体曝光、监督检查发现的线索，及时进行调查核
实，并按照相关党纪政纪严肃追责，向全市党员干部释放执
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荥阳实现车辆购置税自助缴税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宋小伟 许铮 文/图）“扫

描合格证、POS 机刷卡、打印缴款书和完税证明……”昨
日，张先生来到安装在荥阳市车管所大厅内的自助缴税机
前，按照机器提示，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顺利缴纳了车辆
购置税（如图）。

近日，为了方便车主缴纳车辆购置税，实现纳税、挂牌
一条龙服务，同时减轻办税服务厅征收车辆购置税的压力，
荥阳市国税局通过与荥阳市车管所积极协调，在车管所大
厅安装了一台车辆购置税自助终端。车主在车辆购置税自
助终端上就能够为河南省内购买的各类机动车办理车辆购
置税手续。通过自助终端办理业务操作简单，方便快捷。
旁边的一位车主兴奋地说：“这个自助机真方便，以后再也
不用国税局、车管所两地跑了。”

登封为困难群众送春节礼包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东方 宁博）1月16日一大

早，登封市大冶镇东施村村委会门口异常热闹，村里 65岁
的五保户景大爷从乡政府干部手里接过了米和油：“还是政
府好啊，每年都想着俺这老头子。”春节临近，为使全市的困
难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登封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开展“送礼包、暖民心”活动，处处体现党的温暖和关怀。

该市多方筹集专项资金，组织党员干部广泛开展“手拉
手”结对帮扶活动，对辖区农村五保户、社区低保户等进行
重点救济，对失独家庭的老人、丧失经济来源的贫困家庭和
困难党员实行长期帮扶机制，对具备劳动能力、有劳动意愿
与诉求的困难群众，开展就业定向帮扶。截至目前，全市筹
集济困专项资金 28余万元，重点救助困难家庭 2360余户，
结成170多个帮扶对子，定向帮扶特困户430余户。

不仅送“礼”，登封市更注重送“精神食粮”。该市创新
宣传形式，成立表演、说唱等3支党员干部宣传队，编排“三
句半”、小品、相声等特色节目，深入基层广泛宣传新精神、
新思想，举办各类汇演7场。

登封开展文艺下基层活动

霜降刚过，崔庙镇里村民就开始制作柿霜降刚过，崔庙镇里村民就开始制作柿
饼。（资料图片）饼。（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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