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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村民惠全升家里新楼房
门前，停着一辆新买的小轿车。同
村的马万召，过去是老贫困户，现在
刚在城里买了套房。全村现有三轮
摩托车30多台，货运汽车十几辆，还
有20多户村民拥有了家用小汽车。

田种湾村是当年皮定均司令
员战斗过的地方。1944年 7 月，中
共中央发布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
命令。以皮定均为司令员、徐子
荣为政治委员的八路军豫西抗日
先遣支队迅速组成。12月 31日拂

晓，支队向田种湾和尖山乡之敌
发动突然袭击。战斗进行得比较
顺利，当日晚即告结束。先遣支
队大获全胜，把红旗第一次插上
田种湾。

田种湾村地处深山，自然条件
独特，昼夜温差偏大，日照时间长。
适宜高山反季节蔬菜种植。2008
年，成立了新密市伏羲山种植专业
合作社，发展高山蔬菜种植。如今
的田种湾村民靠种植反季节蔬菜不
但自己富了，还带动了邻近几个村

的村民共同种植蔬菜致富。
要想富先修路。近年来，省、

市拨专款修通了三岔口到田种湾
的高标准水泥公路，还特别开通了
田种湾到新密市城区的公交车线
路，上午到下午 8 台车不停从该村
始发往返于新密城区客运总站。
与此同时还实现了公路“组组通”
工程，12个村民小组分别都修通了
水泥路。

为了彻底解决老区人民历代吃
水靠下雨问题，农民企业家李松辰，

投资20多万元，在皮司令指挥部门
旁打了一眼 370 多米的深井，并在
井旁和南山半腰建了两个大蓄水
池，可供一万多口人生活用水和部
分灌溉用水，目前老区人已用上了
自来水。

时下，在当年皮司令战斗和驻
扎过的地方，正在建设红色旅游景
点，在保留老遗迹、石头房、石磨、石
碾、古树等的基础上，又让专家精心
设计了一些具有乡土特色的古朴典
雅新亮点，目前已现雏形，不久将对

外开放迎接各地游客。
此外，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发

展种植、养殖业生产，上级政府从
财政扶贫资金中，拨出 30 万元互
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目前全村
发展养猪、养羊、养牛 5000 多头，
养鸡一万多只，种植金银花 100 多
亩，种植核桃树 280 亩，为尖山风
景区游客提供服务的农家院 13
户，农副产品加工小作坊 5 户。村
民纯收入由年均 500 元，增长到近
2000元。

海 拔 1000
米的新密尖山风
景区田种湾村是
革命老区，过去，
这里十年九旱，
村民贫穷。而
今，这里的村民
逐渐富裕。

新型农家院。老区旧民居。

本报讯（记者李晓光 通讯员卢
松娥）记者从登封市日前召开的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上获悉，一场将
持续7年时间，以垃圾清运、污水治理
为主要内容的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将
在登封市城乡全面展开。

建设美丽乡村，是登封建设世
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不可或缺的一
项重要内容，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
迫切愿望。为顺利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工作，据了解，登封市将坚持分类
施治、突出特色、以民为本的原则，
目标任务从 2014年 6月开始，围绕
农村路（生态廊道）边、沟边、渠边、
河边、田边以及村庄内外，普遍持续
开展以垃圾清除、污水治理为主要
内容的环境综合整治活动，达到省
里提出“三无一规范一眼净”标准，
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村庄长效保洁
机制。

登封市还对明年及今后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工作做出规定：从 2015
年开始，全市所有中心镇区、新型农
村社区、规划保留村，依据改善人居
环境工作导则和省农村人居环境达
标村标准，按照每年不少于30%的数
量进行达标。2016年至2017年，全
市所有中心镇区、新型农村社区、规
划保留村都要建立起公共设施运行
管护长效机制，建成的新市镇、新型

农村社区全部配备有污水收集处理
系统，50%规划保留村配有污水收集
处理系统，并成功创建一批省级达标
村和示范村。到 2018年，全市所有
中心镇区、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保留
村全部达到省农村人居环境达标村
标准，80%以上达到省农村人居环境
示范村标准。到 2020年，全部达到
省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标准，建设一
批具有不同特色的美丽乡村。

登封市市长乔耸告诉记者，自
即日起，该市将进一步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上级的决策部署上来，切
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让农
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能受益的整
治成果。工作中要保住房安全、保
饮水安全，抓好净化环境、硬化道路
和美化村庄工作，要坚持科学谋划、
分类推进，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切
实做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登封清理存量闲置建设用地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卢松娥）昨日，记者从登

封了解到：该市即日起对存量闲置建设用地集中清理处置。
具体时间节点是：一年完成 50%、两年完成 80%、三年

全部完成。2014年9月底前，消化批而未征、征而未供存量
土地的 50%以上，单选址项目用地清理处置率达到 100%，
完成供而未用闲置土地的调查摸底和处置工作。2015年
底前，各类存量闲置土地处置率要达到80%以上；2016年底
前，清理处置工作全部完成。

登封市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该市土地管理工作还存
在一些薄弱环节：土地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土地效益没有
充分显现；依法用地意识还不强，土地批后监管不到位；土
地利用率不高；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针对此，开展
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闲置土地清理处置工作，既是立足市
情推动发展的需要，又是破解发展瓶颈的迫切要求，更是促
进未来发展的重要保障。该市将大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全面做好产业发展用地保障，注重运作，经营好土地，扎
实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

绘出“美丽乡村建设”路线图

登封开展为期7年环境综治
到2020年全面达到省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标准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房黎明 张玉净 文/图）近
日，记者在荥阳了解到，唐岗水库原有大坝浸润线观测井
12 眼，其中一眼不能正常使用，水库除险加固后又新增 1
眼。为了确保工程安全运行，该管理所对不能正常使用的
观测井进行了维修，对其他 12眼进行了人工清洗（如图）。
经过维修清洗，13眼观测井全部能正常使用，观测数据将
更加准确，为管理所及时掌握大坝内部安全状况提供第一
手资料。

水库大坝浸润线观测井也称减压井或测压井，是通过
滤水管将来自水库上游的渗透水流直接导入井内，阻止水
流往下游流动，在地下迅速降低压力水头，以达到保护大坝
的稳定和降低下游地下水位的目的。设置该工程是为了避
免坝址下游发生渗透破坏、沼泽化，增加坝体稳定性。按照
工程管理相关要求，大坝浸润线应每周观测一次，定期进行
统计分析，绘制走势图，随时掌握大坝内部浸润线变化，及
时发现大坝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通讯员 赵红光
文/图）“我活了几十年，第一次在自己家
门口看到这么多的好图书，以后要看书
再也不用进城了。”近日，巩义市小关镇
南岭新村78岁的老党员李当聚看到村里
刚购回1000余册图书时高兴地说道。记
者了解到，在小关镇村村建有图书室，这
里俨然成为农民的“文化氧吧”（如图）。

“这几年，通过种植核桃等杂果，老
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可文化素质也要
跟得上。”在南岭新村村委大院，忙活整
理书籍的该村党支部书记李国振告诉记
者，为了满足逐渐富裕起来的山区人民
群众学习科技文化知识的需求，这两年，
村委多方筹资 40余万元对漏雨严重村
委楼进行改造翻新，专门规划整修了两
间面积 40平方米的村图书室、文化室。

“原来有4000余册藏书，但发现不够用，
近期又花了 12000 元购回科技文化、种
植养殖、卫生健康等各类新书 1000 余
册。”李国振说，现在山区群众学习掌握
现代农业和种养技术知识的愿望很迫
切，村委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此创造条件。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小关镇 13

个村共投资 1200 万元用于村文化大院
和图书室等建设，藏书达 130000 余册，
并且全部创建成为巩义市级示范文化大
院。其中龙门和张家庄两个村还创建成
为省级示范文化大院。同时，该镇还发

挥镇村文化服务站的作用，经常组织邀
请省市各级剧团、河洛大鼓等下乡巡回
演出，送电影下乡和开展群众自编演出
活动，每年演出 30场以上，基本做到各
村月月有“文化餐”。

荥阳维修清洗唐岗水库观测井

乡村图书室成农民“文化氧吧”

新郑市民荣登“中国好人榜”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张艺雯 焦勇现）昨日记者

从新郑了解到，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的“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6月“中国好人榜”名单揭晓，
本报曾报道过的坚持17年还债的新郑市民花书增荣登“诚
实守信榜”，成为新郑市民刘金馏之后第二位荣登“中国好
人榜”的新郑人。

据了解，现年70岁的花书增是原新郑市薛店镇广播站
职工，退休后，他在薛店镇花庄村办了一家面粉厂。凭借着
诚信的口碑，十里八村的村民都愿意找花书增存粮，使他的
面粉厂迅速壮大。然而好景不长，1996年，花书增被熟人

“忽悠”，在没拿到钱的情况下，将厂里的所有面粉都交由对
方代销，导致 20多万元的货款无法收回，最终小本经营的
面粉厂只能倒闭。花书增被骗之后，不顾花甲之年，用单薄
的肩膀扛起20多万的欠款，靠着微薄的收入最终还清所有
债务，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花书增坚持还债、不忘诚信的精神令人感动，本报报道
后，省会报刊、电台、网络等各种媒体也陆续对花书增的事迹
进行了报道。这期间，在媒体报道、当地市民群众的赞扬中，
花书增被当地有关部门推荐参选“中国好人榜”，直至入选。

近日，新郑市“三下乡”义诊暨城乡低保人群健康援助
活动启动，该市邀请河南东海肝病医院、河南中医学院一附
院等知名医疗机构走村入户为群众提供免费筛查或免费住
院治疗。

本报记者 高 凯 摄

技术人员下乡指导受热捧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魏振峰 韦亚娟）“李老师，

俺家今年新栽的柿子树成活率为啥那么低啊？”培训课程刚
结束，家住中牟县狼城岗镇韦滩村的村民董发祥就迫不及待
地问起自己在果树栽植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

为了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林农收入，改善生活条
件，让更多的林农享受果树带来的经济效益，促进农村经济
的快速发展，中牟县林业局近日在狼城岗镇镇政府举办果
树栽培技术培训，为林农送去了一场丰富的知识讲座，资深
果树专家李志全局长亲自授课，森检站副站长董国乐就美
国白蛾等森林病虫害防治做了详细介绍。

培训地点首先选在狼城岗镇是因为近几年当地的砖厂
拆除之后，当地农民转变种植模式，果树栽植面积逐年增
加，李志全结合中牟气候等实际条件系统讲解了苹果、樱
桃、梨、葡萄、柿子等果树的栽培技术、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林业科技理论知识及当前林业政策等一系列关系林农切身
利益的问题。

培训结束后，一些林农还不断咨询在实际栽培管理中
遇到的难题，李志全为大家耐心讲解，并主动留下联系方
式，方便林农有不懂之处随时进行咨询。

新郑提前淘汰黄标车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张艺雯 朱少奇）近日，记者

从新郑市了解到，该市展开黄标车提前淘汰补助工作，旨在
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加快黄标车的淘汰进程，以减轻机动车
尾气排放带来的污染，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据了解，此次黄标车淘汰补助工作主要对象包括该市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黄标车、2005年以前注册登记营运的
黄标车和社会黄标车三大类。对于提前淘汰的黄标车，只
要同时满足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为个人、个体工商户、企业
和其他非财政供养的社会组织；定期参加机动车尾气排放
检测；低于国Ⅰ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低于国Ⅲ排放标准的
柴油车，并已经领取黄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汽车。

另外，车辆提前报废的，必须距离国家强制报废年限１
年以上，且非因自然报废或交通事故等导致直接报废的，按
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后，就能够享受政府补助；财政供养单位
的黄标车淘汰不予补助，已享受过财政补贴的车辆，不再重
复发放补贴资金。

该市商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对于淘汰的黄标车，
根据车辆类型和登记年限情况，最高可获得 18000元的补
助，最低也可获800元补助。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 4辆符合条件的黄标车完成申请
办理手续。

中牟将实现贫困村户建档立卡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飞）记者昨日从中牟县

贫困村建档立卡工作动员会上获悉，到2014年底该县将完
成全县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对全县贫困村、贫困
户实现信息化、精细化管理。

中牟县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就是建档立卡工作，通过
建档立卡，对贫困户、贫困村进行精准识别，了解贫困状况、
分析致贫原因，摸清帮扶需求，明确帮扶主体，落实帮扶措
施，开展考核问效，实施动态管理，通过对全区贫困状况进
行监测和评估，分析掌握扶贫开发工作情况，为扶贫开发决
策和考核提供依据。

中牟县将坚持扶贫措施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资金
分配与扶贫瞄准及成效相挂钩，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
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对贫困户、贫困村
进行识别并建档立卡。

据了解，根据市扶贫办的标准中牟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分
2736元和3569元两个标准、两个层次同步进行，中牟县省定
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识别规模1.46万人，市定扶贫标准农
村贫困人口识别规模4.05万人，中牟县省、市定贫困村总规模
27个，其中省定贫困村核定为14个，市定贫困村核定13个。

巩义设置“120”指挥中心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张冬杰）昨日，记者从巩

义市卫生局了解到，该市将从加强指挥调度和救护车的管
理和使用入手，有效提高 120急救中心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的急救处置能力。

针对“120”出车效率不高、争抢病号、收费等问题，巩义
市提出将加强指挥调度工作，在急救中心设置“120”呼叫受
理系统和指挥中心，配备专人24小时受理“120”呼叫，呼叫
受理人员须经市级以上急救中心培训合格，开展指挥调度
质量控制，对调度人员实行绩效考核。与此同时，还将加强
救护车的管理和使用，要求救护车应报卫生局备案，按规定
参加车辆强制保险，救护车上的标志图案、灯具和报警器要
符合相关规定，并统一车辆编号、车辆标志、设备配置，做到
定期检修和消毒，定期组织对司机的安全驾驶和业务技术
培训，救护车执行任务时由急救中心统一调派，按规定使用
警笛警灯。

此外，巩义市还要求规范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急救人员
着装要统一标注急救中心名称和院前医疗急救呼叫号码，
转运流程符合就近、就急、满足专业需要等原则，建立接诊
定期公示制度，并严格按照物价部门规定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