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赵娅君 编辑 王金霞 校对 刘玉娟

电话 67655287 E－mail：szxw＠zynews.com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要闻·综合
ZHENGZHOU DAILY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安全生产人命关
天，发展决不能以牺
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
逾越的红线。

今年 6 月是全国
第十三个“安全生产
月”，国家安全生产监
管总局将活动主题确
定为“强化红线意识、
促进安全发展”。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推动我市各地进
一步强化红线意识，
转变作风，扎实工作，
全面促进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好转，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特联合本报推出安全
生产月大型专栏——
红线意识大家谈，敬
请关注。

红线意识大家谈
之二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今年6月是全国第十三个
“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题是“强化红线意识、促
进安全发展”。全市上下要积极行动，开展形式多
样、喜闻乐见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安全
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强化各级干部和社会成员
的安全责任意识，提高全民安全素质。

一要统一思想，深刻认识活动的重要性。开
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是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
安全生产工作的有效形式，对于弘扬安全文化、
强化全民安全意识，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
的舆论氛围和社会风尚，将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
动作用。

二要创新形式，切实增强活动实效性。要贴
近基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开展安全知识进机
关、进企业、进校园、进工地、进社区活动。各县
（市）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各自实际，精心设计组
织，增强活动吸引力和实效性。要认真总结近 12
年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经验和成功做法，指
导推动活动深入开展。

三要全面动员，大力营造安全生产舆论氛

围。“安全生产月”是一次集中进行的全民安全生
产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
职，通力合作，推动活动全面开展。市安委会各成
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本系统、本行业活动
的组织和宣传。新闻媒体要发挥优势，加大宣传
力度，提供舆论支持。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强化主
体责任，自主开展活动，提高职工的安全防范和自
我保护意识。

四要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推进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把开展活动与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
级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结合起来；与预测、预防事故隐患，加大整改力
度结合起来，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再上新台阶。

五要加强领导，确保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安
全生产月活动时间长、内容多、要求高，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完善
方案，精心部署，落实各项宣传措施，增强活动的
针对性、知识性、教育性和实效性。

新密是典型的资源型工业县（市），现有煤
矿100家，非煤矿山43家，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单位94家，一般工贸企业835家，安全生产领域
宽、环节多、任务重、压力大。强化红线意识，促
进安全发展，对新密意义重大。

新的时期，新密要实现转型发展、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安全生产与经济社
会发展、与速度质量效益的关系，努力提高坚守

“红线”能力。
一要抓好煤矿安全。煤矿安全是新密安全

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认真落实“双七条”、全力
打好煤矿安全攻坚战，坚持要生产必须安全、不
安全决不生产，巩固深化“一矿一站”监管模式，
加强隐患常态化排查治理，抓好“六重点”（干部
矿长谈心活动、安全培训、隐蔽致灾因素普查、
应急救援建设、机械化升级改造、淘汰落后产
能），做到“五到位”（认识、培训、管理、投入、应
急救援）。二要夯实基层基础。要深入研判和
把握煤矿、非煤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压力
容器、人口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规律，从多发、易发事故的区域、环节和时段入
手，全方位排查隐患，推进标准化达标创建，提
高技术装备水平，加强队伍建设。三要强化宣
教。充分利用各类教育阵地，加强对基层干部、
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
安全培训，督促企业抓好内部全员安全培训。
创新形式、载体和内容，宣传安全法规，普及安
全知识，营造“人人懂安全、人人讲安全”的氛
围。四要明确责任，落实措施。落实安全生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责任机制，党
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抓安全，行政一把手必
须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落实安全监管
部门综合监管、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监管、乡镇
（街道）属地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生产
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五是建章立制，长效管
理。出台《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工
作意见》、《安全生产网格化长效机制工作实施
意见》、《安全生产整治工作推进方案》，建立健
全机制，加强长效管理，促进安全生产与区域经
济社会协调推进、同步发展。

安全发展对新密意义重大
新密市人民政府代市长 张红伟

本报讯（记者 李娜 实习生 李阳
文 李焱 图）她刚出生时，医生断言
活不过 100 天，可在家人的呵护下，
她奇迹般地度过了 16 岁生日。如今，
她已经逝去，可她的眼角膜却帮助两
个鲜活的生命找到了光明。她，就是
市红十字会首位成功捐赠遗体和眼
角膜的志愿者冉心怡。

6 月 6 日是全国爱眼日，昨日上
午，在河南福寿园红十字纪念苑，由郑
州市红十字会等单位举办的“我是你
的眼——缅怀郑州女孩冉心怡暨眼角
膜捐赠纪念碑揭幕仪式”举行。

100天到16岁的生命奇迹
郑州女孩心怡刚出生时体重只有

2.1 公斤，被诊断为“先天中脑导水管
狭窄所致的梗阻性脑积水”，医生说
孩子活不过 100天。

为了给孩子看病，娄学英花光了家
中所有的积蓄。1998年起，她一人担负
起照顾女儿的全部责任。

多少年来，娄学英几乎没有睡过
一次安稳觉。为了让女儿说话，她从早
到晚不停地教女儿，讲故事、唱儿歌。

16年来，娄学英精心呵护着脑积水
的女儿心怡，可噩耗终究还是来了。2012
年4月24日早上8时，心怡医治无效，心
脏停止了跳动。

两名患者重见光明

“女儿在人世间太苦了，我想把她

最美的东西留在人间，让她的生命永
续。”娄学英口中的最美的东西，就是女
儿的眼睛。女儿去世后，她忍痛拨通了
市红十字会的电话，捐赠了女儿的眼角
膜和遗体。

如今，心怡的眼角膜救助了两名
患者，让他们重见光明。

昨日上午，郑州市首例组织及遗
体捐献者冉心怡纪念碑揭幕。

据了解，这个纪念碑不仅为了纪
念心怡，今后，还将刻录上像她一样的
角膜捐献者的姓名。

“将来我也要捐角膜”

女儿走了，娄学英说：“将来我也
要捐献眼角膜。”

“正是由于小心怡等人的无私奉
献，才让堕入黑暗者重见光明。希望更多
的人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价值，参与到
这项工作中来。”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汤震
说，截至今年3月31日，市红十字会已累
计登记志愿捐献者106名，成功捐献遗
体15例，器官捐献16例，捐献角膜12例，
16人生命得到延续，24人重获光明。

市民向冉心怡墓碑鞠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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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三夏农作物秸秆
禁烧工作现场督察日报

2014年6月4日 单位：起

郑州市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本报策划推出
的“聚焦电动车出行”系列报道引起强烈反
响，社会各界密集关注、热议这一话题，市
民期待尽快出台相关措施规范电动车管
理，方便市民安全、快捷出行。

5月 20日至 5月 30日，本报推出“聚焦
电动车出行”系列报道，《小电动“长”成了
大军团》、《电动车：方便快捷难掩安全隐
忧》、《电动车废旧电池期待循环再利用》、

《安全充电：需要社会更多扶持》、《大家齐
努力 管好电动车》等五篇报道，对与电动
车关联的种种现象进行采访分析，听取市
民意见，透析管理之道。报道刊发后，社会
各界包括省会媒体积极关注，一时间电动
自行车管理成为省会街头的热门话题。

一位电动自行车经销人员表示，加强
电动自行车管理，也要考虑国家产业政
策。他认为，河南省、郑州市之所以到目前

一直酝酿而迟迟没有出台电动自行车管理
条例和办法，很大因素在于期待国家出台
新的《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街头执
勤交警表示，近年来郑州市电动自行车大
增，其交通肇事已成为城市道路交通事故的
重要因素之一，市民对规范整顿电动自行车
交通秩序的呼声很高。交警部门也希望有
更加明确、详细的规定出台，也使得交警执
法时有法可依。不少机动车驾驶人员和电

动自行车拥有者对制定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和办法普遍采取支持和理解态度，但也有
人表示制定管理办法应多听取交通参与者
的意见。电动自行车车主更为关注实行挂
牌登记管理是否收费和收费多少的问题。

这一问题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数量庞大，关系百姓
切身利益，管理必须慎重，目前正在积极调
研、论证相关的管理办法。

电动车系列报道引热议
市民期待尽快规范管理

慈善嘉年华本周日启动
六大公益活动等您参与

本报讯（记者 李娜）激情 6 月 ，爱 满 绿 城 。
昨日，记者从郑州慈善总会获悉，本周日，在郑东
新区“郑州之林”草坪旁，将有来自全市 70 余家慈
善公益组织共同举行首届郑州慈善嘉年华大型公
益活动，作为一场慈善盛宴，此次慈善嘉年华活
动，也将成为确立我市慈善公益组织爱心大联盟
的里程碑。

据介绍，在慈善嘉年华当天，将有 6 项大型公
益活动值得关注：全市公益慈善组织将发出全市
人民共同参与慈善事业的倡议；郑州慈善总会官
方微博、微信及网络募捐平台正式上线；大型慈善
公益电视栏目“爱满绿城”将正式改版；全市爱心
企业“慈善大卖场”活动正式启动；23 家慈善志愿
者工作站宣告成立；“关爱折翼天使”公益行动正
式起航等。

郑州慈善总会向全市市民发出爱心之约：6月
8 日上午 9：30，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与商务西三街
交叉口东北角“郑州之林”草坪旁，诚邀全市爱心人
士的见证，希望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共同参与慈善事
业，争当慈善志愿者。

粮食是天，只有经历过饥荒的人
才会理解，刘清辰就是如此。

5月 30日，骄阳似火。新密市大隗
镇麦田边，刘清辰黝黑的面庞上挂满
了汗水。

刘清辰是新密市大隗镇刘湾村种
粮大户，今年 61 岁，上世纪 60 年代的
饥荒，在他的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因
此他比别人更懂得粮食的金贵。这些
年，村里不少人离开了农业和土地，外
出打工赚钱，但刘清辰割舍不下对土
地的深情，种的地反而越来越多。

“俺小时候，知道饿是啥滋味。当
时村里大多数群众没粮食吃，田地上

的野菜、河里的水草、树上的树叶、树
皮都被吃光。能吃上红薯干、玉米面馍
都算是奢侈了。”对于饥饿，刘清辰始
终铭记在心。

出于对粮食和土地的深情，他响
应上级号召，去年承包了村里80亩地，
还主动上门把外出打工顾不上种地的
群众的地接手过来经营。

“今年风调雨顺，俺种的80亩小麦
按照亩产八九百斤估算，可为国家贡
献六七万斤粮食。”说起今年的收成，
刘清辰喜笑颜开。

好的收成离不开辛勤劳作。谈到
种地经验，刘清辰一下子打开了话匣

子：“种好小麦要念好种、耕、肥、水、防、
收六字经，就是要选好良种、搞好深耕、
施足底肥、浇好返青和拔节两场水、防
治好病虫害、确保颗粒归仓。”

在他看来，种田的好处还不止这
些。“我的养猪场产的猪粪可以肥田，
田里的秸秆可以用作饲草，现在养猪
和种田实现了良性循环。”“下一步，俺
还要流转更多的地，种更多的田，打更
多的粮，支援国家建设。”

种粮大户的“重粮”情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张广武

（上接一版）今年，我市紧紧围绕“蓝天”、“碧水”、“绿色”
等三大工程，着力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
境问题，全市环境质量得到了持续改善。今年前 4 个月，市区
PM10、PM2.5平均浓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3.3%、24.8%；黄
河花园口水质达标率为100%，贾鲁河、双洎河水质得到持续改善。

上下齐心减霾治污
纯净我们的蓝天

将大气污染防治列入“十大民生实事”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重
点工作，成立了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建立了联合督查、奖
惩、考评、媒体和公众参与机制，制订了22个工作专案，构建
了以治理燃煤污染、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遏制扬尘污染、预防
复合型污染为重点的大气污染防治“5年、3年、1年”目标体
系，持续推进“蓝天工程”。截至目前，全市拆改燃煤锅炉 17
台 348 蒸吨，裕中电厂和泰祥电厂引热入郑工程进展顺利；市
区三环内实施了黄标车第二阶段限行，已淘汰公务黄标车 105
辆、营运黄标车 388 辆、社会黄标车 600 辆；市区 92 条重点道
路加密冲洗、机扫、洒水次数，有效减少了道路扬尘；加强建
筑、拆迁等工地监管，规范工地 1600 余处，下达了整改通知
700余份。

下一步，要继续深化工业污染源治理，推进工业企业煤烟脱
硝提标综合治理，开展油气回收治理，严控油品储运环节的损耗
污染，加快重点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强化煤烟污染治理，实施燃
煤消费总量控制，积极推进燃煤锅炉拆改，加快热源厂建设和引
热入郑工程，不断提升供热能力，压缩燃煤总量，逐步实现建成
区无燃煤；突出机动车污染防治，认真落实机动车环保、安全检
测“两检合一”，严格环保标志发放，积极开展机动车污染治理
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机动车违法排污行为，加快黄标车限行智能
卡口建设，以限行促淘汰，逐步淘汰黄标车，有效控制机动车尾
气污染；切实加强扬尘监管，加大对辖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日常
督导、考核，严格财政扣款奖惩制度，严格渣土运输车管理，全
面推广节能环保绿色搅拌站，实施工地扬尘在线视频监控，逐步
推行道路冲洗降尘方式和机械化清扫，切实遏制扬尘污染。

全面实施“碧水工程”
洁净我们的水源

以贾鲁河、双洎河流域为整治重点，按照“水源优、河湖
通、流水清、沿岸美”的生态水系建设理念，全面实施“碧水工
程”。截至目前，南三环污水处理厂和马寨污水处理厂完成主
体工程建设，计划 6 月底前投运；马头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正在进行土建，预计下半年投入使用；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已
开工建设。

下一步，要加强重点流域治理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污水处理
厂建设，夯实贾鲁河、双洎河流域环保设施，不断提高污水收集
率和处理率；加强水环境监管，加大生态水系等重点区域的监管
力度，督促企业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限期治理超标排放企
业，依法关停污染严重、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确保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加大饮用水水源地日常管
理和维护力度，以南水北调中线郑州段沿线水污染防治为重点，
强化饮用水水源地综合整治，确保“一渠清水北送”；加快城市污
水处理厂和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规划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污
水处理率，完善城市管网系统，提高城镇污水管网覆盖率和城镇
污水收集率，增强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持续推进生态创建
增绿我们的家园

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国家生态城市为统揽，坚持“组团发
展、廊道相连、生态隔离、宜居田园”的生态城市建设理念，强
力推进生态廊道和森林公园体系建设，积极推进“绿色工程”，
努力打造生态园林城市。截至目前，全市完成造林8.5万亩，建
成生态廊道8848.3万平方米，新建花卉苗木基地1.2万亩，开工
建设公园12个，绿化两环三十一放射道路200公里。

下一步，要以城市建成区为核心，以城郊村镇为重点，突出
地方特色，彰显历史文化内涵，加快公园绿地建设，实施景观道
路绿化工程，提升出入市口景观建设，打造立体绿化景观；积极
推进交通路网、生态水网、田园林网、森林公园体系建设，形成

“三网一体系”的网格化生态格局，充分发挥林业的生产、生态、
生活、经济、社会、文化等六大功能，加快国土生态安全体系、
绿色富民产业体系、生态文化体系提升工程建设；坚持城区与农
村环保并重，严格生态环境源头保护，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
制度；全面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大力实施“乡村清洁工程”，严格

“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政策措施，加强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
治，大力开展生态创建，努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保
护环境，人人有责，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从我做起，从
小事做起，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以对国家、人
民、后代负责的态度，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踏石留痕、抓铁有
印，积极推动郑州环保事业的发展，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丽郑州”共同奋斗。

共建美丽郑州
共享生态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