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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文化惠民工程综述

本报记者 刘冬刘栓阳 文/图

“长寿村的神奇秘密——莫斯利安”。不
久，这款“洋名”的酸牛奶将在新郑的生产基
地投产。光明山盟乳业迁建项目负责人告诉
记者，该项目12月底进行生产调试，明年便能
实现产品上市。

无独有偶，华润雪花啤酒在经历了9个月
的“助跑”后，也将于 12月底正式“跨栏”——
产品下线，预计年销售收入达10亿多元，年上
缴税金2亿多元。

项目建设分秒必争，工业经济加速冲刺。
据统计，1至8月份，新郑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
增加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11.9%，走在郑州
各县（市）前列。全市31个工业行业类别中有
26个行业保持增长态势，增长面达81.2%。其

中，生物医药、现代食品制造等20个行业增加
值增速超全市平均水平。生物医药、现代食品
制造两大主导产业完成增加值36.8亿元，占全
市工业比重为20.4%。而这样的成绩，是华润
雪花啤酒、光明乳业等“高大上”项目未曾发力
的情况下取得的。

无工不富。工业项目给新郑县域经济发展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今年以来，新郑市共谋划实
施各类工业项目71个，总投资380.2亿元。截至
目前，瑞泰二期、港都标示标牌、远大食品红枣加
工以及天利食品糕点加工等一批优质项目正加
紧建设，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据介绍，新郑市突出工业招商，积蓄了强
大的发展后劲。1至 8月份，该市共签约工业

项目13个，总投资92.6亿元。“目前，我们正积
极谋划电气装备产业园、中原智谷电子信息
产业园、智慧产业芯城、鞋业产业园等项目，
为新郑工业今后的发展夯基础，蓄后劲。”新
郑市相关负责人说。

值得一提的是，新郑市结合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先后召开多次重点工业企
业座谈会及意见建议反馈会，听取企业对市
委、市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的意见建议，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共归纳梳理
72条。同时，建立服务企业台账，抓好整改落
实，有效提升了服务企业质量和效率。

工业项目上马提速，很大程度解决了新
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据

了解，项目所在地附近不少农民实现就地就
近就业，身份立马改变，吃上了“工”字饭，生
活无后顾之忧。

尽管，新郑市工业经济目前表现出“稳中
向好、调中有升”的态势。但同时，工业经济
发展也面临着增量不足、存量增长慢、企业资
金紧张等困难和挑战。

百日大干，攻坚破难。新郑市已拿出了专
注、专心、专一的决心和勇气，亮出了“大招”。
在抓好招商引资和跟踪服务的同时，新郑将着
力建设一批以孵化器、加速器和科技产业园为
重点的创新创业综合体，提升核心竞争力。围
绕土地、资金等难题，年底前将召开银企对接
洽谈会，搭建政银企三方平台。

10月17日，记者在位于新郑市郭店镇的河南吉祥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
16条铝塑复合板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据该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三季度
该企业已实现销售收入 8000 余万元，第二期4条大型涂铝生产线将于明年年底建成
并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杨沛 摄

西藏察雅县14名干部
到 新 郑 挂 职 锻 炼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通讯员 王丹）10月14日，西藏察雅县
第三批 14名干部到新郑市挂职锻炼，新郑市举行欢迎会，该
市领导王广国、刘德金、汤晓义、王海民参加。

该市领导对 14名挂职人员表示欢迎，并指出，此次察雅
县选派年轻干部到新郑挂职，对于加强两地的友好往来，促
进两地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同时要求各挂职单位对挂职干部工作上要支持、生活上
要关心，使他们尽快适应环境进入角色。

市领导调研扶贫搬迁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在我国第一个扶贫日（10月 17

日）来临之际，新郑市领导刘建武、王效光、付桂荣、王建民带
领有关部门调研具茨山扶贫搬迁工作。

该市领导一行来到具茨山社区项目施工现场，了解项目
建设进展情况及存在的困难，并现场办公，协调相关部门解
决问题。该市领导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做好扶贫搬迁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统一规划，公共服务设施同步进行；要在
保证进度和安全的基础上，抓好建设质量，确保群众早日入
住新社区。

人大代表视察
水利工程建设情况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通讯员 刘莹 司浩杰）10月 14日，新
郑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李书良、王军生、孙阔、彭德成、郭明熙、
王金灿、左建新、王海亮等带领部分人大代表视察该市水利
工程建设情况，该市领导康红阳陪同视察。

人大代表一行先后到双洎河胡垌至贾梁段河道治理工
程及五宅庄至付庄段河道治理工程、沂水寨小流域治理工程
项目施工现场实地察看，详细了解工程的进展情况及目前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

针对下一步的工作，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指出，相关部
门要提高认识，把水资源的利用、规划建设放到最高位置，做
到合理分配、正确使用；要抓好南水北调通水的机遇，使水资
源发挥最大效益；要加强管理，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水利工程
建设进度，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水利建设任务。

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十三次主任会议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10月17日，新郑市四届人大常

委会召开第十三次主任会议。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李书良、
王军生、孙阔、彭德成、郭明熙、王金灿、左建新、杨流、王海亮
出席会议，该市领导关民安列席会议。

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新郑市卫生项目资金使用
绩效情况的报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和招商引资
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该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关于卫
生局项目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的调查报告、该市人大常委会代
表工委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和该市人大
常委会老干部科关于招商引资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政协召开四届
十二次常委会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10月15日，新郑市政协召开四
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委会。该市政协领导陈莉、戴宇林、
苏铁林、李中俊、王海民、李建国、张全民参加会议，该市领
导王保军应邀列席会议。

此次会议专题议政新郑市城区交通拥堵问题。会上，与
会人员观看了《新郑市城区交通乱象实录》专题片；该市公安、
住建、规管、交通等相关部门分别就该市城区交通拥堵问题对
策作专题发言；会议听取了该市政协经济委对城区交通拥堵
问题的专题调研报告；政协常委作了专题发言。

该市政协领导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和执法力
度，规范交通秩序，严厉打击占道经营、非法营运等不良行
为；广大政协委员要进一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扎扎实实履行职责，通过这次专题议政为改善城区交通拥堵
问题提供好的建议。

新郑：工业经济快步奔跑
本报记者 刘 冬

1010月月 1515日，郑州市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日，郑州市第二届群众文化艺
术节广场舞大赛落下帷幕。这场“大考”术节广场舞大赛落下帷幕。这场“大考”
中，新郑市“不出所料”地一举拿下了四个中，新郑市“不出所料”地一举拿下了四个
一等奖，成为最大赢家。出乎意料的是，来一等奖，成为最大赢家。出乎意料的是，来
自和庄镇的农民代表队以一曲《最美黄帝自和庄镇的农民代表队以一曲《最美黄帝
故里人》技压群雄，荣获自选曲目、自编动故里人》技压群雄，荣获自选曲目、自编动
作组一等奖。作组一等奖。

意料出自于新郑市推出的“百支队伍、意料出自于新郑市推出的“百支队伍、
千名骨干、万家欢乐”的文化惠民工程，像千名骨干、万家欢乐”的文化惠民工程，像
一场清新的文艺风正漫过树林、村庄，吹遍一场清新的文艺风正漫过树林、村庄，吹遍
新郑大地的角角落落。新郑大地的角角落落。

“景在城中，城在景中”是新郑市新型城“景在城中，城在景中”是新郑市新型城
镇化建设的真实写照，当地农民“摇身”过上镇化建设的真实写照，当地农民“摇身”过上
了“高富帅”的生活。然而，在农民变市民的了“高富帅”的生活。然而，在农民变市民的
复杂过程中，“内外兼修”才符合现代人追求复杂过程中，“内外兼修”才符合现代人追求

“高大上”的生活目标。如何写好以人为本“高大上”的生活目标。如何写好以人为本
这篇“大文章”，让文化跟上城镇化，新郑市这篇“大文章”，让文化跟上城镇化，新郑市
在思考，也在探索中前进。在思考，也在探索中前进。

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组织研讨“新郑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组织研讨“新郑
市县域城镇化”模式，专家们探讨了文化对市县域城镇化”模式，专家们探讨了文化对
城镇化的支撑作用，决定尽快拿出“文化跟城镇化的支撑作用，决定尽快拿出“文化跟
上城镇化”的措施。“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上城镇化”的措施。“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
变“送文化下乡”为“种文化在乡”，立足让变“送文化下乡”为“种文化在乡”，立足让
群众文化遍地生根。群众文化遍地生根。

这项活动提出，在全市社区（村组）打这项活动提出，在全市社区（村组）打
造百支文艺队伍，培养千名文艺骨干，将下造百支文艺队伍，培养千名文艺骨干，将下

乡送文化变为下乡种文化，将观众变为演乡送文化变为下乡种文化，将观众变为演
员，让群众成为文化的主角，实现全民参员，让群众成为文化的主角，实现全民参
与、万家欢乐。与、万家欢乐。

举一子而全盘活，解一卷而众篇明。举一子而全盘活，解一卷而众篇明。
新郑市通过市、乡、村三级培训，有针对性新郑市通过市、乡、村三级培训，有针对性
地列出切合群众文化需求的培训计划，使地列出切合群众文化需求的培训计划，使
每个社区每个社区((村组村组))居民都能自主选择自己喜居民都能自主选择自己喜
欢的动态、静态文化活动，吸引广大人民群欢的动态、静态文化活动，吸引广大人民群
众的自觉参与。众的自觉参与。

上至上至8080岁的老人，下到三四岁的小朋友岁的老人，下到三四岁的小朋友
都积极参加到各类文化活动中。基层文化阵都积极参加到各类文化活动中。基层文化阵
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不管是偏远的山村还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不管是偏远的山村还
是城市社区，广场舞、盘鼓、戏曲等百姓喜闻是城市社区，广场舞、盘鼓、戏曲等百姓喜闻
乐见的文化活动遍地开花。乐见的文化活动遍地开花。

除此之外，该文化惠民工程今后还将除此之外，该文化惠民工程今后还将
涵盖厨艺、插花、剪纸甚至是法律援助等更涵盖厨艺、插花、剪纸甚至是法律援助等更
加贴近生活和实用的多个方面。加贴近生活和实用的多个方面。

“‘百千万’“‘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把以往‘送文文化惠民工程把以往‘送文
化下乡’化下乡’转变为‘种文化在乡’，真正让群众转变为‘种文化在乡’，真正让群众
成为文化的主角。”新郑市相关负责人在接成为文化的主角。”新郑市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说。截至目前，新郑市、乡、村三受采访时说。截至目前，新郑市、乡、村三
级共培训各类文艺骨干级共培训各类文艺骨干50005000多名，选拔、聘多名，选拔、聘
用文化志愿者用文化志愿者16001600多名，扶持、组建各类群多名，扶持、组建各类群
众文艺团队众文艺团队 10001000余支，全市已有近余支，全市已有近 1010万名万名
群众参与到了各级各类文艺活动中。（群众参与到了各级各类文艺活动中。（下转下转
T3T3版版））

全国中小城市综合
实力百强县排名
新郑升至第48位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10月17日，《2014中国中小

城市绿皮书》发布会暨第十届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
高峰论坛在京举行，“2014年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
百强县市”出炉，新郑再次入围百强榜单，位列第 48
位，较上年前移 1个位次。与新郑同时入围的我省其
他县市为义马、禹州和荥阳，分别位列第 46位、第 52
位、第61位。

据了解，此次发布会暨论坛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
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承办，根据完整的中小城市
科学发展评价体系，分别构建了综合实力、“两型”城
市、投资潜力等指标体系，对全国县级市、县以及空间
相对独立的市辖区以及发展基础较好、具备“建市”条
件的镇进行了综合和类别评价。该组织每年都通过

《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发布年度全国中小城市科学
发展评价体系研究成果。

近年来，新郑市抢抓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和
航空港实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深入实施“融入大郑
州、融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承接沿海地区
产业转移、承接郑州产业辐射”的“双融入、双承接”发
展战略，积极探索“两不三新”“三化”协调发展之路，
全力推进“三大主体”工作，着力构筑“两城、两市镇”
的城镇体系和“三主三辅”的现代产业体系，经济社会
发展呈现出好的态势、好的趋势、好的气势。

10月20日，新郑市“百千万”文化惠民
工程盘鼓大赛隆重举行，来自该市各乡镇、
街道共15支盘鼓队参加了此次比赛。节奏
鲜明，铿锵有力的鼓声表达了百姓对美好生
活的炽热之情。

本报记者 沈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