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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吉祥 通讯员 焦勇现）近
日，记者从新郑市文明办获悉，新郑市民
乔宗旺、黄遵仁分别被确定为“中国好人
榜”2014年 10月份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类
候选人。

乔宗旺是新郑市龙湖镇泰山村人，为
改变故乡的生态环境，毅然选择回故乡做
一名村支部书记。他先后筹措资金 1800
多万元，改变了山村的面貌，改善了村民
的生活。

黄遵仁是新郑市住建局退休干部，20
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照顾患病妻子。扶
着妻子大小便、为妻子梳头、洗脸、洗脚、
喂饭，推着妻子出去看风景……黄遵仁就
像一头勤劳的老黄牛。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高凯 ）10 月 13 日，
全省党的 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总 结 会
召开。新郑市领导王广国、刘建武、王效光、
李书良、陈莉等在该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实况。

会议首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对我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
行总结，对巩固发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建立
长效机制进行部署。

会议指出，我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从2013年7月份起分两批开展，共有19.9万
个党组织、486.7万名党员参加活动，目前已基
本结束。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我省把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根本遵循，以
总书记指导联系的兰考示范点为标杆，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突出真抓实做，活动取得
积极成效。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公仆
意识、群众观念进一步增强；“四风”突出问
题得到了有效整治，党员干部作风明显转
变，推动了不实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党内政
治生活更加严格，领导干部凝聚力、战斗力

进一步增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
到初步解决，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建
立健全了规章制度，有效推动作风建设常态
长效。

结合全省实际，会议对新形势下践行党
的群众路线，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从严治党提
出新的要求：一是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贯彻落实到各项工
作中去；二是要善始善终，集中精力抓好整改
落实工作，11 月 15 日前，县（市）区、省管企
业、省管高校的二级单位评估验收后进行总

结，11 月底前，乡镇、街道、村、社区及其他基
层党组织评估验收后进行总结，并与村两委
换届工作相结合；三是要坚持作风建设、作风
教育、宗旨意识教育、建章立制、监督检查等
常态化；四是要继续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落
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严格把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八项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全过
程；五是要用好教育实践活动的成功经验，把
活动开展和作风建设的成效转化为改革发
展、改善民生的强大动力，让河南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更加出彩。

郑州市领导调研
工业经济发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刘冬）10 月 9 日，郑州市领导

马健到新郑调研工业经济发展情况。新郑市领导
刘建武、彭立、秦彩霞陪同。

马健一行先后到华润雪花啤酒和光明山盟乳
业迁建项目施工现场察看工程进度。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指出，今年来，新郑市瞄准
建设临空经济强市目标，工业经济保持了“稳中向
好、调中有升”的发展态势。会议要求，要切实开
展好百日攻坚行动，抓好当前企业运行，确保提产
增效，做好集群招商，搞好企业服务。同时，企业
要准确把握市场，促使提质扩能，为工业经济良好
发展贡献力量。

善始善终做好
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高凯）10月 10日，新郑
市委书记王广国深入联系点龙湖镇调研教育实践
活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开展情况。该市
领导刘德金、汤晓义，市委第四督导组组长王建民
及成员参加。

王广国一行先后到该镇劳动保障服务中
心、郑老庄村回迁安置点实地调研，听取相关负
责人汇报各自工作开展及整改落实情况。在随
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龙湖镇负责同志汇报了该
镇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东张寨村、沙窝里
村等支部书记结合各自村组在教育实践活动中
党员干部作风转变、群众生活改善的具体事例，
谈感触、话变化。

王广国指出，目前教育实践活动进入收获果
实、盘点交账、收官验收的关键时刻。希望各活动
单位善始善终地做好教育实践活动后期工作，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防止”和“三个着力”的
要求。抓好整改、建章立制、总结提炼、扩大成果，
为广大群众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就进一步抓好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和综合
评价工作，王广国强调，一要强化整改落实、推
动建章立制。要坚持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
要坚持务实管用，抓好建章立制；要坚持服务导
向，加强“双基”建设。二要积极谋划指导、做好
综合评价工作。要做到抓好整体谋划，加强领
导指导，客观公正评价。三要注重总结提炼，扩
大活动成果。各活动单位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作
为当前活动的重点，着眼于更好地服务联系群
众，着眼于继续做好民生十件实事。要把教育
实践活动与深入实施“五大工程”、扎实推进“三
大主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
进，着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新郑市领导调研
新港产业集聚区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10月 11日，新郑市

领导王广国带领土地、规划等有关部门到新港产
业集聚区调研。该市领导王俊杰、彭立、汤晓义、
王保军、关民安、秦彩霞等参加调研。

王广国一行先后来到冠超食品工业园、光
明乳业等项目工地，现场解决问题，督促加快
进度。

就下一步工作，该市领导要求，要大干百日，
克难攻坚，做好第四季度冲刺攻坚工作，确保圆
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按照产区互动的要求，要
深挖土地使用空间，做好闲置土地清理清查，集
聚区内所有村庄安置房建设年底前要全部启
动。同时，要做好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既符合产业政策和投资强度
要求，又保证税收收入和产业效益的优质项目。
要建立重大项目跟踪服务机制，洽谈项目抓签
约、签约项目抓动工、在建项目抓进度、投产项目
抓管理。

新郑市入选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10 月 8 日，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名单揭晓，包括新郑市在内的我省
4 个市、县入选。

据了解，今年 6 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选择符合条件的不
同层级市、县、镇作为试点。根据要求，我省对 50
多个市、县的申报方案进行评估，最终敲定洛阳
市、新郑市、禹州市、兰考县 4 个市、县，上报国家
发改委。经过国家 11 个部门对全国 169 个市、县、
镇的申报方案进行评估、调研、复核，全国仅有 62
个市、县、镇晋升“国家级”试点，我省申报的 4 个
市、县全部入选。

近年来，新郑市坚持产业为基、就业为本、产城
互动、城乡统筹，勇于创新，积极探索，大胆实践，走
出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助推产业转
型升级、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路子，支撑和带动经济社
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入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后，新郑市的主
要任务是，以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
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创新行政管
理和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
地制度为重点，结合创业创新、公共服务、社会治理、
绿色低碳等方面发展的要求，开展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的试点探索，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
模式。

按照党中央部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从 2013 年下半年开始，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分
两批有序进行，到目前已基本结束。新郑在教育
实践活动中，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
病”总要求，聚焦“四风”、反对“四风”，抓住党的
建设关键问题，顺应群众热切期盼，向实处使劲、
往细处用力、从严处较真，向全市人民交上了一本
反“四风”的明白账。

一年多来，公款大吃大喝不敢了，推杯换盏的干
部不见了，三令五申管不住一张嘴的现象销声匿迹
了。“光盘行动”从公务用餐延伸到大众食堂。许多
群众感慨地说：“人情负担轻了，办事成本低了，社会
风气确实比以前好多了！”通过一年多的教育实践活
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精神上补了“钙”，“四风”得
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使全市党员在群众中的
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形成
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虽然教育实践活动收尾了，但是党的作风建
设不能收场。我们必须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
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把目前作
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下去，使作
风建设要求真正落地生根。

（若水）

新郑6乡镇跻身
全省百强乡镇

本报讯（记者 刘冬）近日，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
队正式发布《2014年河南省百强乡镇评价报告》，新
郑市龙湖镇、薛店镇、新村镇、城关乡、辛店镇、梨河
镇等 6个乡镇入选 2014年度全省百强乡镇，其中龙
湖镇名列第5位，较去年上升21位。

据了解，此次评选对全省乡镇从经济发展、社会
与民生、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选定26个指标进行量
化分析和综合评价，并依据2013年全省乡镇基本情
况统计数据，对全省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分
析评价，评出了2014年度全省百强乡镇。

百强乡镇不仅经济实力强，城镇化发展水平、农
业技术推广应用水平等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经
济实力上，百强乡镇所创造的公共财政收入总数达
到 142.08 亿元，占全省乡镇公共财政收入总量的
31.8%；从人均水平看，百强乡镇的人均公共财政收
入为 2966元，是全省乡镇平均水平的 4.28倍，表明
百强乡镇经济实力持续稳步增强。

10月10日，新郑市“教你
一招”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广
场舞大赛隆重举行。来自该市
各乡镇、街道、市直单位共计21
支队伍参加了比赛，为现场观
众献上了丰富的视觉盛宴。

图为参赛队伍共同演绎
《大美郑州》。

本报记者 沈磊 摄

新郑市收听收看全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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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民乔宗旺 黄遵仁
候选10月份“中国好人榜”

随着玉米等秋季农作
物“颗粒归仓”，秋耕秋种
作业全面展开。图为新郑
市辛店镇鲁楼村农民利用
晴好天气和较好的土壤墒
情，深翻犁地，为明年丰产
丰收打好基础。

本报记者 沈磊 摄

“一门三宰相四进士，父子四人同朝为
官，忠孝两全，皇帝亲笔题字‘崇孝寺’……”这
些都是新郑市郭店镇的宰相陈村的历史故
事。虽时跨 1000 多年，村民们却依然代代传
诵，以此为荣耀。

从郑新快速通道向东不到四里路就来到
宰相陈村。村口的地边上，一块刻有“宰相陈
村”字样的石碑格外醒目。当记者问及村名的
由来时，早已在此等候的陈永欣老人打开了话
匣子：“俺村自宋朝就有了，全村 170多户 800
多口人，无一杂姓，全部姓陈，都是北宋宰相陈
省华后裔。这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一个以姓
氏与官职命名的村庄。”据陈永欣老人讲，陈省
华有三子：长子陈尧叟、次子陈尧佐、三子陈尧
咨，史称“三尧”。因父子四人皆为进士，故称

“一门四进士”。又因陈省华和陈尧叟、陈尧佐
都曾任宰相之职，也有“一门三宰相”之说。陈
省华卒后葬于此地，“三尧”也先后长眠于双亲
墓旁，永与父母相伴。因陈氏一族出将入相，

官高位重，也是当时显赫的名门望族，墓地规
模也达 214亩。宰相后人因要给先祖守墓，便
临墓而居，世代在此栖息，久而久之，形成村
落，人称宰相陈村。

说话间一座高大雄伟的石牌坊映入眼
帘。二龙戏珠、苍松、祥云等各种图案雕刻精
美。自右至左两侧石柱分别刻有“一门三相两
状元”、“四世六公八进士”，横批为“天下无
双”。 新郑市陈氏文化研究会会长，78岁的陈
氏后人陈留库告诉记者：“这副楹联是对祖上
鼎盛时期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穿过牌坊便
步入8米宽224米长的神道。两侧依次站立着
栩栩如生的石人、石羊、石猴、石马、石虎等 20
多个，间种松柏，颇为壮观。石像虽历经上千
年的风雨剥蚀，但见到如此场景，还是让人对
放眼在望的宰相陈村肃然起敬。走过神道中
部的小桥，高 10 米的神道碑便矗立在众人面
前。三阶高的碑台由青石砌就，碑座是一只千
年石龟，龟头已遭毁坏缺失，碑面的字迹有些

已磨损难辨，但宋朝政治
家、文学家，又是唐宋八
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书写
的碑文书法，依然能让人
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
学大家的风范。

陈留库老人指着神
道碑北 100 余米处的一
座寺院说：“这就是受过
皇封的崇孝寺。”放眼望
去，两层楼高的寺院门楼
已是饱经沧桑。在两棵碗口粗的合欢树的掩
映下，门窗枣红的漆面显得有些暗淡发白，早
没了往日的光鲜，屋基和屋身上的青砖也几经
修缮，但是门头上嵌刻的“崇孝寺”三个烫金大
字却让这座门楼风光无限，世代为人称颂。陈
留库老人还告诉记者，该寺建于宋代，本名“报
恩寺”，是陈氏家族供奉和祭祀先祖用的祠
堂。相传在陈尧佐为父守丧期间，黄河决堤于

滑县。宋仁宗皇帝权衡再三，陈尧佐是完成堵
堤重任的最佳人选。陈尧佐戴孝奉旨成功堵
堤。至今滑县境内的一道黄河故堤仍叫“陈公
堤”，以示纪念。皇帝为彰显陈尧佐“忠孝”两
全之举，御赐在其父陈省华墓区敕建崇孝寺，
并亲笔题写寺名。 这也让世代簪缨的陈氏家
族锦上添花，倍受世人敬仰。

作者 王保建 文 沈磊 图

让作风建设落地生根

跨越千年的宰相陈村
文明生态文明生态··留住乡愁之新郑传统村落留住乡愁之新郑传统村落

宰相陈村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