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五妮，女，65 岁，是大隗镇刘湾村东
头组村民。昨日，在她家新装修的客厅沙发
上，她聊起了家的变迁。

郑五妮的丈夫刘金贵今年 65岁，年轻
时候，父母早亡，是个苦命的孩子，弟兄五个
相依为命。村里生产队为照顾他，18 岁让
刘金贵参军。参军第二年，刘金贵经人介绍
和郑五妮订婚。刘金贵家里贫困没有房子，
1971 年村里生产队帮他家筑了一条土窑
洞，第二年在乡邻的操办下，刘金贵、郑五妮
在土窑洞结了婚，土窑洞成了他们二人的第
一个家，不久二人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4
口人在土窑洞里快乐地生活着。

“俺打心眼里感谢生产队，让俺有了一个
幸福的家。”郑五妮对第一个土窑洞的家有很
深的感情。后来，刘金贵、郑五妮靠自己的力
量又筑了两座土窑洞，让家变得更加宽敞。

经过十多年的风雨，刘金贵、郑五妮家
的土窑洞出现裂缝，天降暴雨时，雨水还向
洞里渗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土地实行了大包干，
家里慢慢有了积蓄。看到别人从窑里搬出来
住进了瓦房，俺家也有了建瓦房的打算。”郑五
妮说起建瓦房的事，“当时为了省钱，俺们全家
人自己打土坯，烧砖瓦，只出去买了些木料，

1984年花了一万多块钱就建起三间大瓦房。”
郑五妮说：“瓦房住了十多年后开始漏

雨了。儿子娶了媳妇，房子不够。”那是 90
年代，村民建平房很流行，房
顶可以作为打麦场晒粮食。

“1998 年，俺家花四五万元，
把三间大瓦房改建为明三暗
五的五间平房，同时建了三间
配房和大门。”

2013年，村里建成了新农
村社区。社区居民楼环境优
美，既有绿地草坪、又有运动
器械，和城市小区一样，群众
争相购买。“当时，俺也买了一
套三居室面积为126平方米的
社区套房，大孙子马上要结婚
了，先让他搬进去居住，随后
俺老两口也要住进小区。”

2012年5月，大隗镇被郑
州市确定为郑州市新市镇建
设试点，按照“一区四中心”规
划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先后
建成香樟河畔、大观园、和合、
洧都花园等新型社区，已入住
群众千余户。

郑五妮“家”的变迁
本报记者 张 立 文/图

“俺上个世纪70年代筑土窑洞、80年代建瓦房、90年代改平房，去年搬进了社区楼房，
40多年，四次变化，越变越好。”郑五妮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郑五妮家住过的土窑洞。

去年，郑五妮家住进了顺昌德社区刘湾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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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张艺雯）
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离不开柴米油盐，也免
不了头疼脑热看个小病，更少不了杂七杂
八的棘手事。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社区
群众最迫切的需求是最快速地找到相关
服务点来寻求帮助。昨日，记者从新郑市
了解到，社区群众在社区找帮助将不再是
难事，为帮助社区群众及时解决各种生活
需求，该市依网格化管理推出社区“一刻
钟便民服务圈”，全部建设完毕后，社区居
民不出社区就能找到贴心服务。

据介绍，所谓“一刻钟便民服务圈”是

指社区居民从居住地出发步行 15分钟之
内可办理日常政务需求，享受到快捷的公
共服务，基本的商业、生活、文体娱乐等便
民服务。新郑市依托网格化管理建设的

“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具备以上功能，该举
措以城市社区和新型农村社区等二级网
格为主，统筹兼顾其他二级网格，重点完
善政务服务和强化公益服务，使群众身边
有触手可及的便民服务。

细化到具体的服务措施和内容，记
者也进行了详细了解。在“一刻钟便民
服务圈”建设中，每个社区配备 3~5 名专

业工作人员，二、三级网格长、网格员全
面参与社区日常工作，并配置必要的电
脑、打印机、电话、办公桌椅、档案柜等办
公设施，以及配备必要的便民信息服务
查询终端、报架、休息椅、意见箱、公告栏
等服务设施；在每个社区至少设立 1个文
化活动中心、3~5个社区党务事务公开栏
和宣传栏、1~3处设施完备的健身娱乐场
所、1 所幼儿园（每 5000 人口区域内预留
一所 6 个班规模的幼儿园建设用地）、1
所小学（每 1 万人口区域内预留一所 24
个班规模的小学建设用地）、1 个图书阅

览室、1个综治工作站、1个卫生服务站、1
个志愿者服务站、1 处老年人活动中心；
每个社区至少设立 1 个便民超市、1 个报
刊销售点、1个家电维修点、1个家政服务
点、1 个健康早餐点、1 个快餐店、1 个理
发美发中心。

同时，在建设过程中，该市还要求做
到有醒目标识牌、有业务受理范围简介、
有服务承诺牌、有监督咨询电话；公开办
事大厅和各个柜台要做到布局合理、标识
清楚、干净整洁；公益服务和便民服务点
建设要符合各个行业的标准。

新郑建设“一刻钟便民服务圈”

中牟连续四年“飞防”美国白蛾中牟连续四年“飞防”美国白蛾
今年共飞行今年共飞行8484架次防治面积架次防治面积55万亩万亩

本报讯（记者卢文军通讯员韦亚娟文/图）为有效
地控制美国白蛾传播蔓延，保障中牟林业生态资源安
全，连日来，中牟县林业局租用飞机对全县范围内达到
防治指标的重点地段杨树片林和通道林带进行喷药防
治（如图），共飞行84架次，防治面积5万亩。

据了解，今年已经是中牟实施飞机防治美国白蛾
的第四个年头，防治面积比去年增加了1万余亩。

为了使“飞防”效果达到最大化，中牟县林业局提
前做好虫情监测和物资准备工作，在重点地段设立1~
3个临时标准地调查虫口基数，提前储备 3%高渗苯氧
威3吨，3%苯氧威烟雾剂2吨；购置了背负式烟雾机50
台；购买拦虫虎防虫胶带 10万米，为天罗地网围歼美
国白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次飞防的范围是中牟辖区内的郑民高速及郑汴
物流通道两侧；郑开大道、仓狼路、郑汴路、连霍高速中牟
段；雁鸣大道、中万路、广惠街、万洪路、雁鸣大道等道路
防护林及贾鲁河等河道林、黄河大堤两侧等生态片林。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
员 侯利涛）6月 25日，记者在中
牟官渡镇田庄村看到，全村的大
棚全部安装了微喷、滴灌设施。
村支部孙顺梅高兴地说：“以后
灌溉只要将阀门一开，水就喷出
来了，方便、省水、又省钱。”

据了解，官渡镇农田水利现
代化示范乡镇是 2013年郑州市
确定的三个农田水利现代化示范
乡镇之一。项目区覆盖该镇区物
流大道以南8.36万亩耕地，共计
划实施微灌、固定式喷灌等节水
灌溉面积 2.4万亩，实施低压管
灌、渠道防渗等节水灌溉面积

5.96万亩，实施易涝区治理面积
0.94万亩，农田园田化建设面积2
万亩，并对重点区域进行农田水
利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经规划，主要工程建设内容
包括：打配机电井96眼，铺设输
水管道17378.8公里，疏挖排水沟
32.9公里，配套建筑物276座，建
设田间生产路22.5公里，栽种防
护林 0.97万株;并建设镇级控制
调度信息中心、田间墒情监测、地
下水位监测等。

工程概算总投资 7794 万
元。整个工程已于今年 4 月开
工建设，计划年底全部完工。

中牟建设农田水利
现代化示范乡镇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
员 王玮琦 马钦阁）24 日，巩义
市小关镇的一处加油站由二七
区法院在淘宝网登记拍卖。在
165.4194万元的起拍价基础上，
经过 280轮竞价，该加油站最终
以689.4194万元的价格成交，超
过评估价 524 万元，溢价率为
318%。拍品溢价率创河南司法
网络拍卖新高。

在公告展示阶段，巩义市小
关镇加油站共接受来自福建、江
苏、浙江及我省等各地买家咨询

457次，组织竞买意向人现场看
样 6 次。拍卖于 6 月 23 日上午
10 时开始，共有 22 家意向竞买
人交纳保证金参与竞拍。经过
近 26 个小时的激烈竞价，该加
油 站 最 终 被 一 竞 买 人 以
689.4194万元的价格竞得。

巩义市小关镇加油站因一
起案件被法院强制执行。在执
行过程中，法院依法查封了该加
油站，并按程序委托评估公司进
行了估价，之后在淘宝网上进行
了上述拍卖活动。

165万元起拍 689万元成交

全省司法网络拍卖溢价率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
员 邵家见 邢伟峰）近日，记者
在荥阳获悉，荥阳市住建局采取
四措施打造数字化城建监督平
台，截至目前，共通过平台接受
举报 20 起，下达督查和查违通
知书 102份，查处制止违法建设
行为237处。

该局先从组织结构入手，筹
措资金 60 余万元，成立荥阳市
违法建设信息管控中心，集法规
宣传、执法调度、动态监控、自动
预警等功能为一体，形成违法建

设发现、预警、制止、查处、追究
的“自动点火”机制。二是整合
系统内部质监、安监和执法部门
资源，通过在各建筑工地安装监
控设施，实现对行业质量安全隐
患和违法违规行为实时监控、迅
速查处。三是抽调相关部门人
员共 20 余人充实查违办力量，
分 3 个巡查小组不间断对各乡
镇、街道进行巡查。四是将网格
下沉反馈、网络举报等渠道信息
纳入平台建设，实现违法建设信
息自动生成和四级预警。

荥阳住建局打造
数字化城建监督平台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
员 赵剑锋）日前，记者从巩义市
了解到，该市将在全市开展为期
一年的“千名干部进村入企”活
动，目前，从市直单位抽调的
500 名科级干部已经完成了与
全市 500 家重点企业联系服务
对接。

本次活动中，巩义市县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分包挂点工作将以

“领导带头、以上率下”为重点，每
人联系一个村（社区），帮助理清
发展思路、研究制订规划、明确目
标任务，每月至少深入联系点一
次，每月至少带领分管部门深入
分包镇办一次，积极协调帮助解

决企业发展难题；科级干部联系
服务企业工作将以“助推发展、促
进转型”为重点，主要任务是推动
政策落实，服务重点企业，协调帮
助部分重点经营困难企业走出困
境，优化发展环境，集中清理规范
涉企收费，监督指导企业遵守环
保、合法用工等各项政策。

与此同时，巩义市还从市直
单位抽调 282 名机关干部组成
94 支群众工作队，驻村帮扶 94
个贫困村或经济发展滞后村，并
从市直单位抽调 40名科级后备
干部到 40个偏远艰苦农村担任

“第一书记”，通过深入基层为百
姓排忧解难，助推企业发展。

巩义千名干部进村入企

（上接一版）会议还听取了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建国作的关于人
事任免案的说明，并介绍拟任命人
员与常委会组成人员见面。

会议书面听取了关于市十四届
人大一次会议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
意见交办和办理情况的报告。这是
我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又一创新，将

年终审议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
交办和办理情况改为年中、年终各听
取、审议一次报告，促进议案建议、批
评和意见更好地落实和办理。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长松、
赵明恩、赵武安、张学军、王广灿、
王贵欣、王铁良、范强，秘书长王福松
出席会议。

常务副市长孙金献，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于东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刘建国，市政府副秘书长及有关委
局的负责同志，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
员、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委厅室
负责人、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的负责
同志和12名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12
名公民旁听会议。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次会议

（上接一版）党中央、国务院对
禁毒工作高度重视。近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题听取了禁毒
工作汇报，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对加强和改进禁毒工作
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了禁毒工作汇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对禁毒工作作出批示指出，
毒品是人类公害。禁毒工作事关人

民群众身心健康和民族振兴，是一件
必须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的大事，务
必抓紧抓好。国家禁毒委员会各单
位要坚持预防为主，增强全民意识，
完善综合治理体系，严打和惩戒教育
并举，创新体制机制，务实开展国际
合作，坚决遏制毒品问题蔓延发展。

据悉，有关部门将以国际禁毒
日为契机，全面加强以“青少年与
合成毒品”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教育

工作，教育广大青少年和全社会珍
爱生命、远离毒品。加大打击治理
力度，有效遏制毒品犯罪高发势
头。把教育挽救吸毒人员作为一项
民心工程，强化对吸毒人员戒治帮
教。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
防止流失用于制毒。强化禁毒国际
合作，提升禁毒国际合作水平和实
效。加强禁毒工作的组织领导，强
化禁毒工作力量和保障。

坚决遏制毒品问题蔓延势头 西区曾经有一座“纺织城”
创造郑州现代工业最初辉煌

（上接一版）国家投资铺设了陇海铁路专
用线，把五大棉纺厂与全国各地联结起
来，原料源源不断地运来，产品输送天南
海北。

郑州国棉厂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
来，很快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1959年，
郑州国棉一厂被评为“全国工业先进集
体”，1958 年，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棉布质
量评比中，三厂一种规格的棉布拿下全国
第一，而四厂另一种规格的布也拿到第二
名的好成绩。四厂厂志显示，1959 年该
厂上缴利税 3567 万元，而国家在这个厂
的总投资不过3628万元。

10万纺织大军，“每年为
国家贡献一个纺织厂”

1983年 12月，持续了近 30年之久的
“凭证买布”的制度宣告终结，市场放开了，
老牌国有棉纺企业焕发朝气，锦上添花。

在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浩浩荡荡的10
万纺织大军，创下了每家企业“每年为国家
贡献一个纺织厂”的惊人业绩。纺织业成为
郑州市的第一支柱产业，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曾经达60％以上。

郑州棉纺织行业经济效益最好的是
1981年，这一年它的工业总产值达到 7.1
亿元，利润12302.7万元，税金9463万元。

那时的棉纺路一带，是郑州市最繁华
的地方。有人说郑州市政府建在西郊，就
是为了方便对棉纺企业的管理。因为当时
郑州市没什么大企业，主要就靠六家棉纺
厂创造效益。1980年初，天然气引入郑州，
首先保证供应几大棉纺厂及其家属区。

短短几年时间，不仅五大纺织厂连成
了片，还建起了与之相配套的大型印染
厂、纺织机械厂、纺织器材厂，另外还有 4
所纺织院校。郑州也开通了历史上第一
条公共汽车线路，从二七广场到国棉一
厂。而配套的医院、中小学、电影院等也
随之星罗棋布。1958 年，西郊人口达到
了17.4万。

凤凰涅槃，力争成为城市
发展新名片

从 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纺织企
业的生产计划均由国家统一安排，生产出
来的纱、布，由国家统购统销。改革开放
后，国家不再负责销售，吃惯了大锅饭的

郑州纺织企业，没有走上真正的市场经济
之路，表面上几个厂生产经营依然红火，
已经埋下了衰落的伏笔。

90年代初，棉花紧缺、成本上升成为引
发郑州纺织业衰落的导火索，长期以来积
累的“机制不活、设备陈旧、产品单一、包袱
沉重”等问题，在市场竞争中集中凸现，生
产能力从占全省的一半下降到不足1/20。

2003 年，“用土地换生存”的方法被
政府采纳，也就是让六大棉纺厂搬迁，将
原有厂址土地的使用权出让给房地产开
发商，用土地的差价来更新设备，重新参
与市场竞争。通过招商引资，行业重组，
各个棉纺厂先后被拍卖、收购和改组。

根据棉纺区统一规划，原国棉厂区将
会成为“郑州第二个 CBD”，随着众多商
业项目的进驻和资金的投入将引发新一
轮的西区商业集聚，地铁1号线的开工建
设对于增进东西联动、完善城市商业格局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棉纺路为中心
国棉厂区将会焕发新的活力，成为郑州高
端群体聚集地，郑州城市发展的新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