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级关注

省助残济困总会
领导到新郑调研

本报讯（记者 赵地）12月10日，省“助残济困”总会主席张世军
带领省、郑州市残联相关负责人，到新郑市调研“轮椅助行工程”
实施情况。该市领导王效光陪同。

张世军一行先后到该市新华路街道、新村镇等地，将轮椅发
放至几名贫困重度残疾人手中。通过进村入户走访，张世军对新
郑市在“轮椅助行工程”中的成功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今
后省助残济困总会将和地方更好地开展慈善项目，使更多的困难
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据了解，“轮椅助行工程”为省助残济困总会于2010年提出的
一项惠民工程，从 2011年开始，计划用 5年时间在河南省免费发
放轮椅不少于18万辆。今年，新郑市有400名贫困肢残和无法独
立行走的群众获得了省助残济困总会免费提供的轮椅。

郑州市督导组督导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高凯）12月 10日，郑州市委办公厅正

县级干部、郑州市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第一督导组组长黄忠田
带领督导组到新郑，就村级换届工作进行检查指导。新郑市领导
赵建武陪同。

在城关乡敬楼村，黄忠田一行详细了解该村换届选举工作开
展情况，并听取了该村党员、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在随后召开
的村级组织换届工作专题会议上，督导组听取了关于该市村级组
织换届选举工作的情况汇报。

通过实地走访和听取汇报，黄忠田对该市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
作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在下一步工作中，继续把好资格检查关、程
序操作关、选举纪律关、责任落实关，确保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公平、公
正、公开、合法，选出组织放心、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村干部。

新郑市全面完成30条
背街小巷改造任务

本报记者 吉祥 高凯 通讯员 泽华 王松超

背街小巷改造一直是市民比较关心的民生工程，也是市民反映最
突出的问题之一。近年来，新郑市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建设进
度，通过对老旧背街小巷的改造，有效地改善了居民的出行环境。

以前的和平一巷路面坑坑洼洼，下雨天积水横流，并且由于没
有路灯，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自今年9月份对这里进行改造后，
道路平整，排水畅通，给这里的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和平一巷的巨大变化，是新郑市今年对30条背街小巷改造工
程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新郑市一直将背街小巷改造工程列入为民办理的“十
件实事”之一，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和重点工作来抓。自今年4月中
旬以来，该市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统筹安排，严把质量，按照“水
通、路平、灯明”的改造标准，对府后街、206糖库环道等 30条路面
进行综合改造暨安装路灯工程。截至目前，路灯安装工程处于扫
尾阶段，背街小巷的改造工程已在11月底全部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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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壮大，激发新型城镇化硬实力

专家们普遍认为，在推动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路线图
中，产业和城镇的融合发展模式是完善城
镇化发展机制的重要突破口，而这个突破
口，将是城市居民幸福感来源的“硬条件”。

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新郑
市把强化产业支撑与促进转移就业有机结
合起来，围绕商贸物流、食品烟草、生物医
药、富士康配套产业为主的主导产业发展，
规划建设面积25平方公里的龙湖商贸会展
城，积极承接郑州市专业批发市场外迁，先
后引进了中储粮、达利食品、雪花啤酒等知
名企业，又签约了飞宇电气装备创新创业
综合体项目和神州国际鞋业产业园区等超
10亿元项目。

主导产业日渐明晰，工业体系日趋完善，
集聚效应初步展现……产业的发展壮大已经
成为新郑新型城镇化建设最坚实的支撑。

此外，该市还坚持“四临”（临城、临镇、
临干线道路、临产业集聚区）布局新型社区，
并按照“一个社区一家企业、一个家庭两人
就业”的模式，两公里内至少有一家规模企
业作为产业支撑，由乡镇牵头，以社区为单
位与企业签订就业协议，提供就业岗位。

冬日的早晨，在通往新郑市新港产业集
聚区的主次干道上，川流不息的人流中，你
总能看到从附近村庄出来的村民，或夫妻结
伴或父子同行，纷纷前往自己打工的工厂、
超市、酒店上班，构成了一道村民“在家门口
打工、在自己地盘上挣钱”的靓丽风景。

今年 24岁的唐小静，家住新郑市观音
寺镇。上学时，她一直梦想着能到一家知
名企业当一名文员，这可能就要离家远赴
北京、上海或者广州、深圳等地了。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2012年，她毕业
时，位于家乡的一家知名企业——河南达
利食品有限公司正面向全社会招聘大中专
毕业生。过五关斩六将，小静顺利成了该
公司的一名员工，负责人事档案、员工培训
等工作。

她告诉记者，在家门口就业让自己切
实感受到了离家近的温暖和便利。“公司待
遇不错，比我那些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拿
得还多。最关键的是，父母也没有离家远、
怕我吃亏的担心了。”

其实，像唐小静这样，在家门口工厂
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失地农民还有很
多。据统计，2009年新郑市农民人均纯收
入 8315元，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
1.39 万元。正是因为有了产业的支撑，农
民变成社区居民后，一大部分人转型为产
业工人，在家门口就能领工资，还能照顾
老人孩子。村民进入社区后，不仅居住环
境、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而且收入
增加、尽享亲情，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产业反哺，让居民尽享公共服务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给地方带来了可
观的税收，使政府有了财力和动力为群众
提供医疗、教育等更多的公共服务。

新郑市龙湖镇林锦店村党支部书记郑
保才目睹了该镇产业的发展壮大，也亲眼见
证了产业发展给村民带来的一系列好处。

他告诉记者，在他们村，村民的社会保
障水平比城镇居民还要高。医疗方面，由
村集体统一免费为群众缴纳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保险，为每一位村民建立健康档案，每
年组织60岁以上老年人和中小学生免费体
检；养老方面，每年用村集体收益代缴村民
每人每年100元的养老保险，实现养老保险
全覆盖；教育方面，投资3000万元高标准建
设的林锦店小学已投入使用，篮球场、多功
能运动场、食堂、班班通等各项软硬件设施
都可与城市相比。

为了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不让群众有后
顾之忧，新郑市对入住新型社区的群众，除继
续享受农机购置补贴、良种补贴、粮食直补、
农业综合补贴等政策性补贴外，还给予了他
们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甚至有些集体经济
发展好的社区居民待遇还远远高于城市居
民，让他们拥有了“双重身份、双重保障”。

新郑东街：一代名相高拱故居（下篇）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新郑市不少农民住进了配套齐全、生活便利、环境
优美的新型社区。

然而，伴随着城镇化的浪潮，不少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如何解决这些失
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如何让住上楼房的农民变成真正的“市民”？新郑进行了一些有
益的探索：把强化产业支撑与促进转移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产城互动。

皇恩敕造鉴忠堂，亭旨胡同生荣光。
穿过东街向北过向阳街西拐，便是亭旨胡
同。同行的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
绍说，隆庆年间，因和首辅徐阶政见不和，
高拱称病归家静养。朝中诸事，隆庆帝依
旧请高拱拿主意，就不断有圣旨送达新
郑，高阁老跪接圣旨的街面被时人唤作亭
旨胡同，一直沿用至今。新郑市博物馆现
在还珍藏有黄帝赐予高拱的圣旨。顺着
胡同西望，高阁老旧日恭敬接旨的盛大肃
穆场景，似乎就在眼前闪现。回想这条充
满神圣和荣耀的小胡同过往的繁盛，今人
生起无限敬仰之情。说话间，胡同南侧一
座拱形二层古楼房映入眼帘。杜馆长说
这就是鉴忠堂宝谟楼，民间又称接旨楼或
接旨亭。原先楼面阔三间 8米，进深 7米，

高约 10 米。墙身和穹顶均用青灰砖以白
石灰粘砌。檐下斗拱，正面辟一高 2米、宽
1.3 米的大门，门栕下设石门墩。历经半
个世纪，上层的宝谟楼已遭毁坏缺失，只
剩底层的鉴忠堂残缺不整地静立着。史
料记载，当时高阁老上书请旨：自祖父起
三代人先后多次蒙受先皇和当今圣上的
垂爱与封赏，受赐封的圣旨、金银绸缎、
珠宝玉器等物品未敢擅自享用，因积聚
日多，现无妥当地方管存，又恐损坏对上
不敬。祈请圣上恩准在高家一闲置空地
建房，储放御赐物品，供后人敬仰。皇帝
御批准建，赐银两，并亲笔提名“鉴忠
堂”。

四门出殡身后事，阁老坟前人敬仰。
高拱在一生 3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勤政革

新，清正廉洁，任人唯贤。晚年因受诬陷被
罢官，回八卦洞故居闭门著书立说，留存有

《问辨录》、《春秋正旨》、《高文襄公集》等著
作。后来冤案得以平反昭雪，追赠太师，谥
文襄公。高阁老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故事，
辞世后也不例外。据当地老辈人说，在高
阁老死后，都想着陪葬品必定很丰厚，不少
盗墓贼就蠢蠢欲动。为提防盗墓，高家人
就抬着四口棺材从新郑的四个城门同时出
殡，迷惑众人。这就是当地传闻已久的“四
门出殡”。

据《新郑县志》记载，“阁老坟”在新郑
县城西北二里地处，约有 30亩地大。高拱
陵园内由南向北有石坊和拱形大门楼，门
前有一对石狮把门。二门内神道两侧立有
石猴、石羊、石猪、石兔、石马、石人等仪仗，

左右有厢房。神道直通“明三暗五”的大殿，
殿后 60 米有墓冢，围冢种有意为“五龙捧
寿”的 5棵柏树。整个陵园，肃穆庄严。遗
憾的是，陵园建筑早年就已遭破坏，如今空
留庞大的黄土墓冢静立在瑟瑟秋风之中，
似乎在低诉着高阁老生前的辉煌过往。据
当地人说，高家族人为了便于给高阁老看
守陵园，便在就近的村子居住，久而久之，
该村也被改称阁老坟村，直至现在。

岁月变迁，高拱似乎已渐渐淡出人们
的视线，但是“高阁老的秤没星”、“雄才高
拱调侃严嵩”、“歪核枣儿皇封贡品”等关于
高拱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说，依然在新郑
大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常说常新，经久
不衰。

□王保建

近日，建设
者顶着寒风在郑
州地铁2号线延
长线（新郑龙湖
段）建设工地上
施工。届时，市
民乘坐郑州地铁
2号线可直通新
郑机场和郑州高
铁南站。

刘栓阳 摄

本报讯（记者 孙瑞 文/图）近日，记者获悉，今年新郑市新增13
个“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截至目前新郑市已建立20多个“文明使
者志愿服务站”。各志愿服务公共场所有“流动的小红帽”、窗口有

“温暖的微笑”、社区有“可以信赖的依靠”，实现了学雷锋活动常态
长效。

为服务基层群众，新郑市按照“六有一落实”的标准（即有
统一标识、有办公场所、有志愿者队伍、有管理制度、有工作台
账、有服务项目，落实志愿服务活动）建设高标准的“文明使者
志愿服务站”。先后在新郑市汽车站、故里景区广场等 2个公共
场所，新郑市妇幼保健院、新郑市供电公司、新郑市法院、新郑
市公安局、新郑市工商局等 15 个窗口单位，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张玉庄社区、薛店常刘社区、辛店镇阳光花园社区等 6个社区建
立“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截至目前全市已建立 20 多个“文明
使者志愿服务站”。

郑州地铁2号线加紧施工

这一年这一年··新风郑来新风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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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汽车站志愿者帮助旅客提行李。

民生实事暖人心

近日，工人在位于薛店镇的郑州瑞孚（国际）医疗电子产业园
建设工地施工。该项目有利于发挥行业主导作用，促进产品流通
和产业结构调整。

本报记者 刘栓阳 摄

郑州市委考核组
测评新郑年度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高凯）12月 12日，郑州市委考核组组
长、郑州市委组织部党员电化教育中心副主任郜立勇带领考核组一
行到新郑，对该市2014年度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中心组理论
学习等方面工作进行考核测评。新郑市四个班子主要领导、县处级
领导干部、各单位党政负责人等出席会议。新郑市委书记王广国代
表领导班子作述职报告，新郑市委副书记王效光主持会议。

会上考核组发放了民主测评表，与会人员本着客观公正的态
度认真填写测评表，考核组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查看、个别谈话的
形式对新郑市2014年度各项工作进行了考核测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