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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婆娑起舞、草坪茵茵流翠、鲜花竞相
绽放。开车行驶在新郑各条主干道上，道路
整洁宽阔，满眼的绿意，让人感觉仿佛穿行于
花园之中。

“2014 年，市里的生态廊道建设任务共
有12条，包括6条城市主干道、3条高速、2条
铁路和南水北调干渠，绿化总长度149公里，
绿化总面积35488亩。”新郑市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我市围绕廊道绿化已
完成附属物清理772万平方米，挖土方410万
立方，拆迁率达到99%，可绿化区域已完成绿
化任务的99%。”

抢抓工程进度 推进廊道建设
“看到道路两边郁郁葱葱的树木，市民们

畅游在‘绿海’之中，这四个月的忙碌很值
得！”负责新郑市庆安路绿化的张队长说，“不
光我们绿化队成员，市里分包领导也跟我们
一起吃住在工地。”

今年以来，新郑市高度重视廊道绿化工
作，专门成立领导小组，每月的生态廊道建设
加压促阵会，都要听取造林进度汇报、了解并
协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当场进行奖
惩。各乡镇一把手亲自督查、亲自调度、亲自
安排，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全力支
持生态廊道建设工作的开展；为便于推动工
作，新郑还要求每个标段都要建设1或2个样
板路段。据统计，该市共建成了 102个标准
路段，作为标杆引导标段施工。

严格建设标准 打造精品工程
银杏、香樟、鲜花、草坪……新郑市中华

北路以四季皆景的园艺效果，呈现出崭新的
风貌。

“如今在新郑各条公路行驶，道路两边五
颜六色的美景确实减少了驾驶的疲劳。”出租
车司机张师傅说，“有时开车累了，把车停靠
在路边，走到树下呼吸下新鲜空气，听听树上

小鸟的叫声，各种疲惫不知不觉就消除了！”
为打造出精品生态廊道工程，新郑市精

心设计，科学规划，全程做好规划设计，严格
按照《市生态廊道建设工程设计说明书》进行
统一技术规程、统一操作标准，充分发挥生态
廊道工程的生态防护功能；为减少审美疲劳，
该市还针对不同路段的特点，设计不同景观
方案，并采取城市绿化模式、见缝插绿模式和
生态长廊模式等，做到点面结合、错落有致、
远近呼应、层次分明，提升景观效果。

强化责任落实 巩固绿化成果
48岁的新村镇村民张焕云，在郑新快速

通道当保洁员。她感慨地说，以前路两边坑
坑洼洼，尘土飞扬，骑电动车还得“全副武装”
快速通过。现在每天走在林荫小道上，虽是
在工作，总感觉跟逛公园一样。

新郑市在工程建设质量上，严把施工企
业关，每个参与投标的施工企业要具备一级

以上的建设资质，要有一个管理协调能力强的
项目经理，要有一支技术过硬的施工队伍；严
把施工质量关，在施工过程中，该市廊道建设
办公室全程监督施工质量，验收把关具体到每
棵树，对绿化施工企业评优评差，先后评出12
家质量不达标企业，对质量不达标企业，追究
相关责任人责任，列入黑名单，不允许再参与
新郑其他工程建设；严把后期管护关，对建设
完成的廊道项目，要求施工企业在两年内做好
管护工作，管护期后，通过招投标方式，引入专
业管护公司进行社会化管护，巩固绿化成果。

“生态廊道建设对周边环境改善、对城市
发展形象提升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全
市生态廊道建设各项工作的深入推进，一条
条生态廊道将茁壮成长为一条条复合型的道
路景观带，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对全市
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起到越来越大的
助推作用，为早日建成美丽新郑做出积极贡
献。”新郑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

生态廊道扮靓新郑生态廊道扮靓新郑生态廊道扮靓新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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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高凯）连日来，
新郑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101
家参学单位，在该市活动办的指导下，听
取意见心诚面广，边学边改措施实在，在
确保“规定动作”不走样的同时，纷纷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创新开展了一系列颇具特
色和亮点的“自选动作”，教育实践活动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

“万人问卷”集众议
党委、政府工作怎么样，党员干部作风

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连日来，新郑市按
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教育、
听取意见”环节工作要求，开展了“万人问卷”
和六个方面座谈会听取意见活动，对教育实
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征
集，为改进该市工作及领导、干部作风提供
了可靠依据，也受到各方群众的热烈称赞。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发放征求意见问卷
万余份，座谈会涉及“两代表一委员、老干
部、党外人士、服务对象、文教卫生宣传、网
格群众”等六个方面。经过梳理汇总，共征
求到涉及“四风”、经济发展、民生问题、设施
改善、生态环境、作风转变、干部待遇等方面
91项意见建议。

针对征求到的问题，该市活动办要求
各单位要围绕“到事、到门、到人”反思剖
析，主动认领。同时按照“三个围绕”的要
求，对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组织
县处级领导干部、市直单位、乡镇（街道）、
村（社区）“四个层面”分层分级落实问题，
抓住共性问题进行专项整改，对个性问
题，建立台账，限期整改。

微信里的“群众路线课堂”
“以前用微信就是聊天看朋友圈，但最

近加了咱新郑的群众路线微课堂后，真是
‘哪里不会点哪里’，还能了解到很多最新的
动态。”该市国土局工作人员贾音告诉记者，
自己是在上周加了该市群众路线的微信公
众账号，每到闲暇时候就会打开微信，刷一
下最近市里活动的动态。除此之外，还有一
个功能让她赞不绝口：“平台里竟然还支持
术语词汇的查询，那天我把不太懂的‘三到’
和‘四抓’打上去一发送，那边自动回复的解
释一下就发回来了，太赞了！”

该市教育实践活动办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该微信公众平台是从 4 月 21 日正式
成立，为使全市党员干部能够及时了解全
市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只要打开微信，
扫一扫、点一点，就可以看到全市活动的
最新消息和活动简报，还有市领导调研、
各单位开展活动情况等等情况，有图有真
相。还开设有热点专题、学习资讯、先进
典型等栏目供大家学习。”通过该微信平
台，将更加便捷高效地倾听群众的“好声
音”，使更多的人成为活动的参与者、评
价者和监督者。

党史成为“香饽饽”
“宣讲党史知识、发放党史教材。”自新

郑市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新郑市委党史
研究室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
人作用，深入基层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欢迎的
党史宣讲活动。

在宣讲活动中，党史研究室领导班子先
后走进龙湖镇宜居教育园区、住建局、黄帝
故里文化研究会秘书处等单位，结合新郑实
际，回顾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论述了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
据，分析了群众路线对党的重要性以及当前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又从党的历
史上挑选了一批保持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的先进典型，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
各单位也结合自身实际，交流学习体会，深入
对照剖析，查找“四风”突出问题，真正达到了

“红红脸、出出汗、鼓鼓劲、加加油”的效果。
在每一次宣讲活动中，作为宣讲基础教

材的《中共新郑历史》一书，成了“香饽饽”，
在课后被大家争相领取，仅在农村支部书记
培训班上就被免费领走 350本，使基层党员
进一步了解了新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壮
大历程，激发了大家的爱党热情。

“五必访五必清”直通民情
自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新郑

市八千乡班子成员深入各村组、企业，通过
登门入户、召开座谈会的方式，面对面倾听
民声、掌握民情、了解民意，全面掌握辖区目
前存在的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信访问
题，发展中的瓶颈，群众急需解决的生产生
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同时，通过班子成员及包村干部深入基
层，了解群众所思、所忧、所盼，开展了“五必
访五必清”活动，即：村“三委”干部和党员必
访、村民代表必访、种养大户和个私企业必
访、低保户和困难户必访、上访户和重点户
必访；包村干部对所驻村的基本情况必清、
发展目标和思路必清，不稳定因素必清，发
展热点、难点问题必清，各项重点工作和中
心工作完成进度情况必清。

通过活动开展，增强了党员干部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意识，使基层干部真正静下心、
沉下气，主动深入村组、企业，查找工作中的
薄弱环节，从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情改起，从
群众最希望的事情做起，部门作风和基层干
部作风进一步转变、工作效能进一步提升、
为民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新郑首家民盟烛光小学落成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5月9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民盟省委主委储亚平参加新郑市薛店镇民盟烛光小学落成
暨捐赠仪式。郑州市领导朱专兴，新郑市领导王广国、
陈莉、李志强、缑云峰、苏铁林也参加了该仪式。

捐赠仪式上，民盟郑州市委捐赠了50万元援建资金及
笔记本电脑、体育器材等，参加仪式领导共同为“薛店镇民
盟烛光小学”揭牌。

据了解，薛店镇民盟烛光小学是在民盟省委的大力
关心支持下，由民盟郑州市委捐资 50 万元援建、新郑市
政府建设而成。目前该校共设 8个教学班，513名学生，主
要服务该镇常刘、薛集、草庙马三个行政村及镇区南部，服
务人口达 2.5 万余人。

培训政协委员
提高履职能力

本报讯（记者 陈杨 高凯）5月 9日，新郑市政协举行全
体政协委员学习培训会，郑州市政协副主席朱专兴受邀
为 270名政协委员，进行主题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的专
题培训。新郑市政协主席陈莉，副主席戴宇林、苏铁林、
李中俊、王海民、李建国、张全民参加。

培训会上，朱专兴结合政协组织的创立发展以及政协
委员如何履行政协职能、发挥委员作用等方面，给政协委员
上了一堂精彩生动的理论课。

陈莉要求全体政协委员要认真领会，注重学习，增强学
习的主动性；在新作为、新贡献、新提升上狠下功夫，为全市
各项事业快速发展显身手，尽全力。

调研畜牧工作 征求意见建议
本报讯（记者 陈杨 通讯员 张莹）近日，郑州市畜牧局

局长蔡仲友带领调研组一行到新郑察看畜牧业发展情况。
该市领导康红阳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报检点、河
南银发牧业有限公司、雏鹰农牧集团等地，了解新郑市动
物检疫措施，询问养殖企业当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听取企业的下步发展思路，并就养殖业的发展、政策
扶持等问题与养殖户、养殖企业代表进行座谈交流，收集
到合理化建议 12条。

安 排 部 署 群 众 路 线
教育实践活动下步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杨）5月 6日，新郑市组织收听收看中
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电视电话会议。
该市领导王广国、刘建武、王效光、陈莉等在该市分会场收
听收看会议。

会议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安排部
署了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环节的工
作。会议要求，查摆问题要深入实在，具体到事、具体到
人；专题民主生活会前谈心交心要充分到位，力求把问题
谈透、思想谈通；对照检查材料要见事见人见思想，做到真
深实、杜绝假大空；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深入具体，真正触及
问题、促进问题解决。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推进周例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樊鹏飞 高凯）5月12日，新郑市召开重大
项目建设推进周例会。该市领导刘建武、彭立、苗瑞光、
王保军、戴宇林、陈春环等出席。

会议听取了关于上次周例会确定事项落实情况的汇
报，重点研究了该市双唐社区、东方国际社区、裕港医疗器
械国际科技园、文化路北延、莲花路新建和拓宽等建设项目
推进过程中存在有关问题。

会议指出，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创新举措、切
实提高效率；要密切配合，积极协作，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梳
理，形成完善有效的解决方案；要进一步加大督导力度，确
保项目推进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市领导调研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沈磊 赵地 边艳 通讯员 高灯明）5 月 9
日，新郑市委副书记王效光到该市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调研全市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王效光指
出，要把握活动的总要求、重点环节，对整个活动的开展
要有系统的、全面的、深度的谋划，对前一阶段没有完成
规定动作的单位要进行查缺补漏，迅速整改；要将三个
环节贯穿整个活动始终，每个环节要创新活动载体和抓
手，要做好上下沟通衔接，科学设置每个环节和流程；要
围绕建成示范点的目标和要求，坚持高标准开展，高质
量推行，真正做到真做实查，敢于动真碰硬，杜绝活动走
形式、走过场行为。

5月 6日，新郑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苗瑞光到教育实
践活动联系点新烟街道调研。苗瑞光先后到该街道幼儿
园工程项目部、居民安置楼、解放路社区进行实地调研。
座谈会上，苗瑞光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居民安置、市政设
施建设等方面的汇报，并指出要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抓
紧推进惠民工程；要加强基层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积极
适应当前的新形势，扎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各项工
作再上新台阶。

5 月 9 日，新郑市副市长缑云峰到他的联系点教体局
调研。座谈会上，缑云峰听取了该局教育实践活动以及近
期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缑云峰指出，要以解决问题为抓
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要大力倡导领导进学校、教师进家
庭，实实在在地沉下去；要继续坚持不懈抓好高考、抓好校
园安全、抓好学校和幼儿园建设、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我们常说，群众的眼
睛是雪亮的。面对群众的
眼睛，任何花拳绣腿、表面
文章，可能蒙蔽一时，但最
终都无所遁形。教育实践
活动实不实，处理老大难
问题真不真，狠刹“四风”
硬不硬，老百姓往往一眼
就看得出来。

面对群众的眼睛，能
够照出群众在领导干部心
里的分量轻重、地位高
低。领导干部心里如果连
群众的位置都没有，不问
苍生安危、不知百姓疾苦，
那么在履职行权时，怎么
能解决好“为了谁、依靠
谁、我是谁”的问题？怎么
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又怎么能避免权力运行时
的“滴漏跑冒”乃至“歪嘴
和尚念经”呢？

直面群众，必须坚持
开门搞活动，请群众抒胸
臆，将群众路线扎实贯穿
在教育实践活动的全过
程。“与其让别人指指点
点，不如自己心底无私、
从善如流。”干部作风存
在哪些问题，老百姓心里
最清楚、最有发言权。面
对群众的眼睛，领导干部
如果躲躲闪闪、吞吞吐
吐，不仅于事无补，教育
实践活动也将难以达标、
无法交账。

随着新郑新区的生态景观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新区生态、宜居特点
逐渐显现。这里不仅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首选，也成了燕子嬉戏的乐园。图为5
月11日，万余只燕子在新郑市轩辕湖湿地公园上空飞翔。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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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创新
新郑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亮点纷呈

燕子来了燕子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