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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乡村魅力发现乡村魅力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梁
国定 刘象乾）经过两年多的精心
建设，位于新郑龙湖区域、投资
600 亿元的郑州华南城项目一期
昨日启动试营业，标志着新郑“龙
湖千亿商圈”初步形成，并顺利驶
入快速建设阶段。

据介绍，郑州华南城项目总建
筑面积 1200 万平方米，计划分 3
期、5~8年时间建设。完全建成后，

可提供 5万个创业机会、20万个就
业机会和每年数十亿元的税收。
目前，该项目开工面积达 330 万平
方米。

郑州华南城项目也是新郑市加
快建设“龙湖千亿商圈”的“龙头”项
目，该项目启动建设后，新郑市主要
领导和相关人员组成专门工作小
组，先后召开68次重大项目建设推
进会和23次项目现场办公会，确保

了该项目如期进入试营业阶段。
在郑州华南城项目高效推进的

同时，诸如承接郑州市场转移的华
商汇、乾龙物流项目、国际农用机械
贸易中心等一批大型物流项目也陆
续被提上日程，其中，规模与华南城
项目不相上下、规划面积逾 1280万
平方米的华商汇项目也正在加快推
进，项目完成后将成为郑州批发市
场转移的新聚集地。

众多商贸物流、会展等项目入
驻新郑龙湖区域，快速升级和壮大
了当地的产业规模。为确保该区
域科学、健康发展，新郑市结合市
情、交通区位环境积极调整该区域
发展战略，确定了“打造中原地区
最大商贸物流基地”这一目标，并
规划建设 25 平方公里的龙湖商贸
会展城，着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

“龙湖千亿商圈”。

“龙湖千亿商圈”的战略破茧
而出后，新郑市投入大量资金和
人力、物力，构建龙湖商贸会展城
的框架。如今，随着郑新快速通
道与郑州绕城高速连接、107 国道
拓宽等，以及一批新型社区、高档
楼盘陆续落成，该区域项目承载
能力大幅提升。未来，龙湖区域
必将成为郑州南部区域新的经济
增长极。

山沟里飞出“金凤凰”

立秋已过，凉爽的早晚便成了
村里人闲坐、拉家常的时段。在巩
义市河洛镇南河渡村董沟村口，在
中国书协主席张海题记的“人民艺
术家常香玉”的碑刻前，早早便坐
满了村民。

“常香玉可是咱村的大名人，俺
们家和她家世代都有交情呢。”“如果

常香玉还在，咱董沟一定能发展更
快。”听说记者要找“香玉故居”，村民
们炸开了锅，纷纷要给记者带路。

从碑旁直通村里的小路沿路
直上，右转再攀上一段坡，就到了
常香玉故居。71岁的张华强老人
是常香玉故居的看护人，世代生活
于此的张家人是常家人的老邻居，
两家仅有一墙之隔。

“常香玉在董沟生活了 10 多

年，她本来姓张，叫张妙玲，他的父
亲叫张茂堂，她最开始便是跟他父
亲学戏的，后来认了开饭馆的常老
大做干大后就改了姓。”谈起常香
玉，张华强打开了话匣子，老人一
边掏钥匙打开故居，一边向记者介
绍常香玉。

见证历史的邙岭窑洞院
走进故居，院内两株高大的椿

树遮挡着刺眼的阳光，这处典型的
豫西邙岭窑洞院，在如今的巩义农
村依然可见。

“历经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常香
玉家里原有的几孔窑洞坍塌非常严
重。”河洛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常
香玉大师逝世后，便由镇政府出资
30万元，按照恢复原貌、修旧如旧的
原则对窑洞进行修缮加固，同时，大
力整治周边环境，对现存的一眼古
井、两棵千年古槐加以保护。

修缮后的香玉故居共有窑洞四
孔、平房三间，面积百余平方米，分堂
窑、厢窑、诞生窑和磨道窑，常香玉出
生的地方，是院落北侧东边的一孔厢
窑。故居根据豫西农家院落生活起
居原貌进行了复原，并展示有常香玉
大师生平事迹的资料和图片。

但朴素的窑洞无法掩盖常香
玉辉煌的一生。

情系家乡的豫剧大师
“香玉十几岁就唱红了，可从

没有现在明星那样的铺摆，哪次回
家都是步行进村，婶子大爷叫得心
暖。”在张华强看来，常香玉在 13
岁时便因为在密县、荥阳、郑州等
地主演过《香囊记》《荆轲刺秦王》

《秦雪梅吊孝》，成为“名角”，走出
董沟的常香玉对家乡一直充满了
感情。

在当地，常香玉的一些善事会
经常被村民一而再地提及：1939
年夏秋，洛河泛滥成灾，冲毁河堤，
庄田被淹没，威胁到了家乡人民的
安全，年仅 17岁的常香玉，用义演
的收入，在南河渡修筑了拦河大石
坝；1942年，成千上万的河南灾民
再次涌向西安，常香玉忧心如焚，
连续义演挣钱买粮，支起数口大
锅，熬粥救济灾民。

如今，香玉堤仍屹立在洛河岸
边，发挥着抗洪作用，六十多年前
吃过常香玉救济粥的巩义老人还
深有感触地说：“要不是常香玉，俺
们早就饿死了。”

华南城昨日试营业
新郑“龙湖千亿商圈”呼之欲出

“常”韵流芳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文/图

常香玉诞生窑。

在“人民艺术家常香玉”的碑刻前，董沟的村民常常在此闲谈。在“人民艺术家常香玉”的碑刻前，董沟的村民常常在此闲谈。

本报讯（记者 卢文
军）连日来，中牟县开辟多
个渠道，多措并举，倾力资
助考上大学的贫困学子，
帮助他们圆梦大学。

家住中牟县人民路
桃园小区的贫困学生李
鹏，从接过 5000 元爱心
助学金的那一刻起，满
脸的愁云，散了。据了
解，这是中牟县总工会、
团县委为帮助因家庭贫
困且品学兼优的高中生
和大学新生顺利完成学
业开展的一项社会公益
事业。目前已在中牟县
开展了十个年头。近年
来，中牟县总工会不断
加大对贫困优秀学生的

资助力度，多方争取优
秀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
的支持帮助，让越来越
多的贫困学生实现了大
学梦想和人生理想。截
至目前，中牟县总工会、
团县委已帮助 106 名贫
困学生，共计发放助学
金 53 万余元。今后将
通过一对一，结对子的
方式，为贫困大学生提
供跟踪助学服务，帮助
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前
不久，中牟县政协举办
了 2014 年 捐 资 助 学 活
动式仪，为 28 名贫困学
生进行了资助，每人现
场 领 到 了 5000 元 的 现
金资助。据了解，中牟

县政协 8 年来为 138 名
贫困生提供了 72.5 万元
的资助。

除此以外，由中牟县
城关镇拆分出来的两个
办事处——青年路街道
办事处和东风路街道办
事处在助力贫困学子上
大学方面，同样可圈可
点。自成立至今连续五
年，青年路街道辖区对
181 名考入二本以上院
校、224名考入高中学生
进行奖励，累计发放助学
金超百万元。东风路街
道对 586 名考入二本以
上院校及高中学生进行
奖励，累计发放助学金
120余万元。

中牟检查月饼市场
抽检58批次 97%合格

本报讯（记者 宋建巧 通讯员 贺潜）中秋将至，月饼消
费旺季也将来临，近日，中牟县质监局对全县月饼生产企业
及超市、门店及销售摊点销售的月饼进行了专项监督检
查。经抽样检验，58个批次样品56个批次合格。

对于月饼生产加工点，质监人员主要检查了生产场所
环境卫生、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原辅材料、食品添加剂使用
等方面的情况，从源头上控制月饼产品质量；在销售渠道，
在郑州供销超市、新华超市等大型商场、超市以及月饼销售
网点，检查了盒装月饼是否存在过度包装、标注标识不规
范，散装月饼的定量包装净含量是否准确等。截至目前，此
次行动共出动检查人员 40 人次，对 2 家生产企业、5 个门
店、10个销售摊点及 8个超市的月饼生产及销售进行现场
抽样检验，主要检验了馅料比（馅含量）、水分、脂肪、蛋白、
糖分、大肠菌群及菌落总数等指标，抽查月饼58个批次，合
格56个批次，不合格2个批次（主要是馅含量不足）。

巩义64个转型升级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66.9亿元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孙志恒）目前，巩义工业

转型升级正在向纵深推进。日前，记者从巩义市了解到，今
年该市确定的转型升级重点工业项目 64项，截至 7月底实
际完成投资66.9亿元，该市正加大督促力度，确保项目尽早
落地，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

据了解，2014年巩义市共确定转型升级重点工业项目
64项，总投资 378.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56.1亿元。1至 7
月份，该市实际完成投资 66.9 亿元，占年度投资目标的
42.9％。在 64个项目中，已竣工项目 6个，占 9.3%，隆迪重
工、润丰铝业、竹林耐材、宏超建材等项目先后竣工投产；正
常推进项目 30个，占 46.9%。凤凰新材料、鑫泰工业园、润
鑫铝业、天祥耐材等项目顺利推进、一期或部分生产线已投
产，中原新材料、红阳铝业、胜润高温材料等项目先后进入
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受经济下行压力和资金瓶颈制约，有
28个项目建设进展不理想。

新密完成造林2.2万亩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李绍光 张鹏）连日来，新密

市各界种花栽草，掀起了村容美化热潮。今年以来，全市完
成造林 2.2万亩，新绿化道路 12条，90公里，完善提升生态
廊道8条，105公里。

新密市始终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摆在重要位置。市政
府制定了全市绿化规划方案，以路边、房边、村边绿化为重
点，开展街道、庭院绿化，有条件的村打造绿化景观街道加
强农房、院落等传统风貌的整治，保护和修复井、泉、沟、渠
等乡村要素。各乡镇因地制宜，分村推进。

同时，该市结合都市型现代农业，进行村庄外农田、菜
田、水田的生态景观布局，形成现代农业的生态、景观、旅
游、休闲功能。今年，全市共开工建设森林公园13个，神仙
洞森林公园、白寨森林公园、祥云公园等已经完工。九里山
森林体验园、柳沟森林体验园和罗圈寨森林体验园成为综
合性休闲基地。

高山镇“六联六保”工作法
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甄向南）“网格长真是咱

贴心人！”荥阳市高山镇冯沟村北沟组村民赵西更老人最近
见人就说。日前，该镇冯沟村三级网格长张志娟对辖区内
开展调查走访活动时，了解到赵西更老人孤身一人生活困
难，第一时间向二级网格长反映，并与镇民政所联系。镇民
政所及时通过临时救助程序为老人提供了 500元救助金，
并向上级民政部门积极协调争取其他渠道的救助帮扶。

今年以来，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高山镇在网格
化管理工作中推行“六联六保”工作法，有效解决了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该镇全面推行民生监督员责任制，由每个网格组织推
荐本网格内的协管力量、村民代表、热心群众担任民生监督
员，负责收集群众民意诉求，及时上报化解。各二、三级网
格长每周要与本网格民事调解员联系沟通 1次以上，并对
复杂问题或进展不理想问题及时介入参与协调化解。他们
通过走访排查掌握情况，每月至少联系走访结对困难户两
次以上。各网格长合理安排企业法人、工商户联系走访工
作，做到每周至少联系3~5家，每月至少走访一遍。根据自
身网格特点，每名网格长每周有选择性地联系 1~3名职能
委局下沉人员。网格长加强与村干部的联系沟通，每周至
少联系村干部2人次以上，定期列席村组会议。

截至目前，该镇已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118件。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
鹏博）“女儿该上初中了，这真是赶上
好时候了，就近入学，不用去老区上
学了。”日前，巩义市东区九年一贯制
学校迎来了首批新生报到（如图）。
面对记者，学生家长张女士压抑不住
激动的心情。

作为巩义首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巩义东区九年一贯制学校是
2014年十件实事项目之一。今年九
年一贯制学校小一、初一招生范围
将面向滨河路以东、新兴路以北（初
一为 310 国道以北）、紫荆路以西、
河洛路以南区域及北官庄村、高尚

村、大黄冶村的学生，计划招生 1520
人。记者注意到，学校硬件设施不
错，在学校的每个教室都配备了 65
英寸的触摸屏液晶电视，用于多媒
体教学。而负责该校教学设备采购
的席正业告诉记者，学校均是按照
郑州市一类教学设备配备标准，配
备了实验室、电教室、音美教室等，
教学仪器均达到一类标准。

据了解，巩义市教体局已从城
区和乡镇考核选拔 103 名老师，大
多为巩义市级以上的中青年优秀
教师，目前老师已到位并进入工作
状态。

巩义首所九年一贯制学校迎新生

爱心企业
看望五保老人
中秋将至，台资爱心企业郑州屏荣

食品公司负责人昨日来到荥阳市社会
福利中心，看望这里的486位老人，并
为他们送去500盒月饼。

本报记者 史治国 摄

黄帝故里景区
停旨胡同设计方案初评
本报讯（记者 高凯）近日，新郑市召开黄帝故里景区停

旨胡同初步建筑设计方案评审会，邀请省、郑州市有关专家
组成评审组，认真细致地对前期两个设计单位的设计方案
进行初步评审。

据了解，黄帝故里景区停旨胡同项目位于迎宾路东侧、
人民路北、繁荣街南、步行街西侧，总用地面积约 3.95 公
顷。该项目将最终打造成为交通组织便捷，配套设施完善，
购物环境宜人，景观特色突出的商业街区。

相关链接：
停旨胡同的由来

据传，明朝时期，身居要职的新郑人高拱上书请旨：家中
几代人受皇家赐封，尤其是各种御赐之物因较多找不到合适
存放的地方，常常忧愁。现家有空地一块，祈请皇帝恩准建
一房屋，以便更好地保存。皇帝随即下旨批示准建，还亲笔
提名“鉴忠堂”。此后，由于高拱和当时首府徐阶政见不和，
便回乡养病。回到新郑后，朝中大小事情，皇帝仍请高拱拿
主意，所以不断有圣旨送达新郑，高拱只好赶到鉴忠堂前去
迎接圣旨。就这样，时间一长，老百姓干脆将高拱接旨处称
为“接旨亭”，而迎旨的街道，被称为“停旨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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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甫故里到康百万庄
园，厚重的河洛文化让巩义
这片地域充满了灵气。很多
对戏曲感兴趣的省内外游人
在参观完康百万庄园后，常
常会沿着伊洛河来到附近的
一片小村庄，探寻常香玉故
居，与这位“人民艺术家”、豫
剧大师进行一次超越时空的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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