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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朱海鑫）
昨日，记者在新密尖山田种湾村看到，农
民张大勇正把成筐的辣椒装箱。一眼望
去，黄瓜、西红柿等蔬菜长势甚是喜人。
像他这样通过参与农业合作社致富的农
民越来越多。截至目前，该市注册成立的
合作社达到 245家，建成国家、省级示范
合作社9家。

今年以来，新密市大力发展农民专业
合作社，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意见》，成立由农业、财政、工商、

环保、农机等部门参与的合作社协调小
组。各单位分工合作，制定措施，对合作
社的建设给予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
扶持和服务。开通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
绿色通道，最大限度便捷农民登记。抽调
8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成立 10支农技下
乡小分队，分赴全市18个乡镇，对合作社
的管理、技术等进行一对一服务。组织种
植、养殖、农具等专家、技师把培训班开到
了田间地头，现场解答农民碰到的各种问
题。全年开展此类培训300多场次，培训

农民1.1万人次。
合作社统一买种、统一管理、统一销

售，大大节约生产成本，规避了市场风险，
提升了经营水平。在市乡两级政府的大
力引导下，合作社向花卉、精品水果、特色
养殖等高档次经营模式转变。由于机制
灵活，合作社焕发蓬勃生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量涌现，促进土
地流转步伐加大，土地使用向集约化、规
模化转变，催生了一批名优产品的出现，
目前全市建设了26家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基地，认证 58个无公害农产品，3个绿色
食品，注册28个产品商标，66类产品进行
统一规范包装，农产品竞争力大大提高，
农民收入年均增加 10%。农民的生产生
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土
地流转，农民从单纯靠种地维生，变为一
手收租金、一手拿工资的“现代农业产业
工人”。拥有土地租金和劳务工资两项收
入，既解决了留守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
在家门口挣到更多的钱，推进了新密农村
经济的快速发展。

新密245家合作社助农增收

真爱让她走进婚姻殿堂
“这么漂亮能干的好媳妇，

你们可得好好宣传宣传。”走进
竹林镇镇西街，听说是采访李
丽霞，镇区的街坊邻居便炸开
了锅，她是这里公认的好媳妇，
不但年轻、漂亮，更重要的是她
心地善良，为年轻人树立了好
榜样。

李丽霞是北山口镇老井
沟村人，2008 年，一个偶然的
机 会 ，李 丽 霞 和 竹 林 镇 的 张
二杰相识、相爱，但也得知对
方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张二
杰 母 亲 自 幼 双 腿 高 位 截 瘫 ，
常 年 有 病 。 对 于 这 样 的 家
庭 ，李 丽 霞 的 家 人 都 极 力 反
对这门亲事。

每每看到张二杰对自己百
般呵护时，李丽霞下定决心，越
是这样的家庭，越是需要通过他
们自己的努力去支撑，让日子好
起来。

这年 4月，两人步入了婚姻

的殿堂。

小侄子口中的“婶妈”

天 有 不 测 风 云 。 2009 年
底，李丽霞的公公因突发事故不
幸失去了双足，从此丧失了劳动
能力。公公发生事故后，先后在
郑州、洛阳、巩义等地住院治疗，
由于哥哥和丈夫在外打工，不能
照顾公公，当时已怀孕七个月的
李丽霞，依然拖着笨重的身体到
医院精心护理，喂饭喂药、端屎
端尿。

在公公出事后住院治疗期
间，李丽霞的嫂子跟哥哥离了
婚，撇下还不到一岁的侄子远走
他乡。“当时小侄子还不会走路，
只能在地上爬，每天夜里都哭着
闹着找妈妈，我的心里别提有多
难过了。”李丽霞说，当时她把小
侄子抱进自己的房间，哄他入
睡，从那以后小侄子就再也没有
离开过自己。而当时李丽霞不
过 20 岁，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

生便先当起了妈。
慢慢学会说话的小侄子，看

到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疼、有妈
妈爱，就非要叫李丽霞“妈妈”，
后来“婶妈”成了小侄子对李丽
霞这位婶婶的称呼。

蝉联竹林“好媳妇”

哥哥和丈夫要外出打工，
照顾家里的重担便落在了李丽
霞一个人身上。当时她的女儿
刚刚出生，一个产妇要照顾 5
口人的生活起居，其中艰辛可
想而知，可是她从来都没有抱
怨过。

原本一个快要破碎的家，在
李丽霞的操持下，慢慢有了起
色 。 李 丽 霞 说 ，在 最 艰 难 的
2010 年，自己被竹林镇评为了

“好媳妇”，给了她无比的信心继
续走下去。随后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她蝉联了“好媳妇”的
称号，并被评为“巩义市首届孝
老敬亲模范人物”。

志愿者为环卫工送清凉
昨日，新郑市组织文明单位的志愿者，开展“关爱环卫工送清凉”服务活

动，为冒着高温奋战在清扫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防暑降温品。
本报记者 高凯 摄

好媳妇一肩挑起三个家
本报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王晓辉 魏广彬 文/图

清晨，天刚刚露白，巩义市竹林镇的李丽霞便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在准备好上幼儿园
侄子和女儿的早餐后，便要推着公公、婆婆出去晒太阳……在这个家庭里，李丽霞是真正
的顶梁柱，除了照顾自己的家庭，她还是公公、婆婆的好媳妇，又是侄子最亲的“婶妈”。从
2009年开始，这个80后姑娘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三个家。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
讯员 马博 文/图）“市场集中
了，顾客更多了，咱也更能挣
钱了。”昨日上午，巩义市外沟
村村民崔丽娟早早地来到新
设立的葡萄临时市场出摊，没
想到巩义市执法局工作人员
已经等候着给商户们发放爱
心伞了。记者了解到，随着葡
萄陆续上市，巩义市今年在永
安路外沟村附近设置葡萄临
时市场，赢得了附近村民和过
往群众的一致好评。

“以前一到葡萄成熟，这
里便会聚集近百家商户，小
摊在附近道路上摆了数公
里。”巩义市执法局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外沟村是巩
义主要的葡萄种植地之一，

往年由于种植葡萄的农户较
多，农户为了方便直接在就
近的永安路两边摆摊经营。
农户的占道经营行为不仅影
响交通秩序，存在安全隐患，
也极易破坏道路两侧的绿化
设施。今年，为了解决农户
经营与占道之间的冲突，巩
义市执法局选定在永安路二
中校外停车场设置了巩义市
葡萄临时市场，并通过张贴
公告、悬挂葡萄市场条幅、发
放爱心伞等多种方式，引导
农户进入临时市场定点经
营。目前，在外沟村两委的
支持和配合下，已有 30 余种
植户进入临时市场规范经
营，永安路葡萄临时市场初
具规模。

变城市管理为城市服务

巩义设葡萄批零临时市场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付晓文）采花蜜的蜜蜂、能蜇人的马
蜂大家都不陌生，但是专吃害虫的
肿腿蜂您知道吗？

昨日早上 6 点，在登封市区少
林大道记者看到，登封市住建局的
工作人员正在为道路两旁的行道树
释放管氏肿腿蜂。少林路两旁的国
槐上，大大小小的虫洞，被啃咬的部
位不时有木屑掉落，树根部分更是
木屑成堆。

据专家介绍，管氏肿腿蜂成虫具
有寄生老熟幼虫和蛹的繁育习性，是

天牛类害虫的优势天敌，此蜂钻蛀性
极强，能找到天牛幼虫及蛹，通过吸
取天牛幼虫及蛹的营养，而导致天牛
幼虫及蛹死亡，达到防治效果。

高级农艺师何振贤说，登封市的
行道树多受蛀干害虫天牛，俗称水
牛的危害。它们主要啃噬树木，造成
枝干中空。据登封市住建局景继伟
讲，此次标记了2000多棵病虫树木，
共计释放了20万只肿腿蜂用于防治
天牛虫害。此次对登封市区主干道
的国槐、白蜡、柳树等树种释放管氏
肿腿蜂来防治天牛虫害。

登封引进生物防治虫害

20万只肿腿蜂擒天牛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贝宁 宋羊群）“当俺入住这个小区
压根没想到会供暖，今年市政上说
有集中供暖，这不现在热力站已建
好了，我们小区业主听说后甭提多
高兴了。”昨日，看到已建好的热力
交换站，中牟县逸品春天小区居民
李余元显得十分开心。

据了解，去年，中牟县实施了县
城集中供暖工程，随着2013年11月
15日正式点火供暖启动，金桂苑等
县城首批13个小区、6948户居民乘
上集中供暖首班车。但首次供暖毕
竟惠及少数居民，全县还有多个小
区、很多居民还未享受到这项民心

工程带来的便利。
在今年 2 月召开的人大政协

会期间，关于加快集中供暖建设步
伐的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中牟
县集中供热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
陈万庆告诉记者：“由于去年我们
搞了 80 万平方米的供热试点比较
成功，备受辖区居民认可。今年用
热需求更加迫切，按照先易后难分
批实施原则分两批建设，第一批 13
个居民小区，需新建 7 处供热站，
目前整个工程量已完成八成，本月
将全部完工。第二批涉及 21 个居
民小区，需新建 8 处供热站，目前
已陆续开工。”

加快完善集中供暖设施

中牟34个小区今年有望过“暖冬”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昨日，登封市绿化委员会向
全市发出倡议，尽己所能，踊跃参与
到林木绿地认建认养活动中，增强
全社会“植绿、护绿、爱绿、兴绿”意
识，用自己的真情和爱心，为美丽登
封留下一份美好的记忆。

林木、绿地认建认养是指机关、
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通过一定
程序，自愿以资代劳或投工投劳等
形式，开展一定数量、面积的林木或
绿地的建设、养护及管理的行为。

根据《郑州市林木绿地认建认
养管理办法》规定，登封市这次选定

了 30 棵古树名木和 9 处 1000 平方
米的绿地进行认建认养。对于自愿
认建认养的单位或个人，可在绿化
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认建认养范围
内，直接负责一定范围的树木、林
地、绿地的种植、养护和管理，或以
出资的形式认建认养。凡参与认建
认养的单位或个人，绿化委员会将
发给登封市认建认养林木绿地证
书。对认建认养费用，个人达 500
元/年以上、单位团体达 10000 元/
年以上者，允许其在认建认养期间，
为所认建认养的树木、绿地悬挂或
树立认建认养荣誉牌。

登封发出倡议认建认养林木绿地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
象乾 张艺雯）“民间文学 25 册、名
人故事200篇、传统村落20处、古树
名木近千棵、传统小吃6项、民族语
言600条、民间艺人近百个、传统技
艺18项、传统习俗6种……”为了加
强对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新郑发动全市群众查摸相关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征集的内容包
括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即民族语言、民间文学、
名人故事、传统村落、古树名木、传统
小吃、民间艺人等九大类别。据了
解，此次大规模查摸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旨在挖掘新郑厚重的历史文化，
突出新郑的地方特色，构建起和谐文
明的社会环境。查摸活动围绕“文明
生态·留住乡愁”这一主题进行，按宣
传发动，全面普查、编撰大纲，梳理分
类，完善编辑四个步骤展开。目前，
该市已对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市
直相关单位具体参与征集活动的资
源调查、整理编撰的50余人进行了
非遗资源征集活动业务培训。

整个查摸活动至 10月底结束。
届时，该市将编撰“文明生态·留住
乡愁”新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
丛书。

新郑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卢
学伟）昨日，记者在新密市矿区办事
处矛岗社区办公室看到，几名居民
正在“民情收集站”向社区网格长反
映用电问题。今年以来，为倾听居
民心声，了解居民需求，解决服务联
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矿区
办事处在 14 个社区党支部设立民
情收集站。

据了解，矿区办事处组织 363
名以网格人员、社区干部、楼院长、

离退休干部和社区党员为主力的民
情专递员，定期进家入户记好民情
日记，每季度组织一次民情接待日
活动，每半年召开一次民情恳谈会，
畅通社情民意诉求渠道。同时落实

“信息反馈制”，建立群众诉求“当日
受理，三天反馈，一周办结”规章，实
行“销号”管理，使群众诉求得到充
分反映，困难得到及时、有效解决。
目前，已通过该机制收集民情民意
192条，解决群众热难点问题86件。

“民情收集站”为民解忧

李丽霞推着婆婆晒太阳。

执法局工作人员为商贩送去爱心伞。

动感的音乐、华丽的服装、
优美的舞姿……近日，郑州人
民警察培训学校迎来了一批能歌
善舞的大妈。为期12天的“唱荥
阳 舞荥阳”广场舞技能培训班正在
这里举行。来自荥阳15个乡镇、
街道的230余名文艺骨干分3批汇
聚到一起，相互学习，相互切磋。

本报记者 史治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