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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乡村魅力发现乡村魅力

大孟镇地处郑汴之间，连霍高
速、郑开大道、省道 223 线、郑开轻
轨、郑徐高客等交通道路贯穿全
境。全镇 32 个行政村，5.6 万人。
大孟镇群众习武历史源远流长，大
吕、草场、大庙李、王林庄等村群众
普遍习武已有 200 多年历史，清末
该镇草场村出现了岳松三等3个武
秀才和 1 个武举人。近年来，随着

经济快速发展，大孟镇党委政府加
大扶持力度，以大吕村为基础，通过
政府推动、骨干带动，推动了武术事
业繁荣发展，形成了全民习武健身
热潮。2011年，大孟镇被命名为河
南省武术之乡。

“作为一名老武术教练，我一
定要把我们大孟镇大吕村已经传
承 200 多 年 的 武 术 继 承 发 扬 开

来。”中牟县大孟镇大吕村第六代
武术传承人穆进兴满怀信心地说，

“我和儿子穆云乾多年在大吕村教
授大吕武术，培训学生 300 多人；
我的女儿穆庆敏在王林庄村传授
武术；我的学生在大庙李常年举办
武术培训班。”

大孟镇以穆进兴、穆文山、王国
军、李珂、李凯等示范户，影响带动

各村群众练拳习武，传承了优秀传
统拳械套路 100 多套。目前，该镇
建成了大吕、大庙李、王林庄等武术
示范村，在王林庄、草场等学校设立
武术课，培养武术骨干100名，设立
8 处培训场，累计培训青少年 5000
多人次，其中考入郑州大学体院等
高等体育院校 20 多人。同时大孟
镇武术骨干还在美国及国内任教
20 多人，多次到俄罗斯、新加坡等
国家演出。这里的武术队员还参加
了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武术表
演。随着大孟镇武术骨干的带动，
形成了以武养武，产业推动的武术
产业链条，提高了大孟镇知名度和
社会影响力。

“被评为‘中国武术之乡’是我
们大孟镇武术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
全新起点和强大动力，下一步我们
将推动大孟武术‘走出中原、走进全

国、走向世界’。”大孟镇文化站站长
尚中山告诉记者，今后，大孟镇将努
力建成 10 所武馆、20 个武术教学
点、1所文武双修院校，培养武精英
100名、骨干人员1000名；重点发展
教学培训、演艺娱乐、健身养生、技
击保安及文化会展、影视制作产业；
组建大孟武术表演团队，推广太极
拳、气功、少林童子功、易筋经等健
身养生术，为实现百岁寿命奠定基
础；推广武术技击防身术，为从事保
安职业培养人才；以武术人才为演
员，拍摄武打影视片，并为武打影视
公司推荐武术演员。

大孟镇副镇长董二伟介绍说,镇
政府每年投入几十万元，组织开展
武术培训、比赛交流等10多次，推动
了群众习武强身活动，传承了大孟
镇优秀拳械套路100多套，推动了大
孟镇武术事业的繁荣承发展。

今年 80 岁的程玉（化名）老人
一直以来身体都算硬朗，可就在上
月底，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登封市
人民医院心内科。经过抢救，目前
老人病情已经稳定。老人的儿子
说：“当时没想到老人的病情会这么
严重，交费的时候，才知道身上带的

钱不够，心里很着急呢，没想到听医
生说，现在医院可先治病救人后交
费，解了燃眉之急。”

先治疗后收费，只是登封县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的试点做法之一。
不仅如此，登封市各大医院的硬件设
施也在大幅改善。在以前，如果得了
急性心梗，要想治疗只能转到郑州，
耽误救治的时间。因为，县级医院的
医疗设备和人才技术难以保障，而现
在，在登封就能有效救治。

在缴费大厅里，46岁的肿瘤患
者郭花（化名）告诉记者：“现在不用

再为接受放射化疗而来回转院周折
了。这次治疗感觉和在郑州大医院
都是一样的，在自己家门口看病觉
得干啥都方便，不用跑腿了，生活费
和医疗费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治得了病是让百姓看病吃药更
便宜，减少负担，也是此次医改的重
点。2012年11月1日，登封市医院取
消了药品加成，全部药品（中药饮片除
外）实行零差率销售。因药品“零差
率”销售减少的收入，80%通过合理调
整住院诊查费、护理费、手术费等得以
补偿，其余20%由省、市、县财政按比

例进行补贴，破除“以药补医”的弊
端。2012年11月至2014年10月底，
登封市人民医院药品减少收入
2499.53万元，让利于民499.9万元。
门 诊 抗 菌 素 使 用 率 由 25% 降 到
19.06%。过度用药、不合理用药等不
良倾向得到初步遏制，有效破除了“以
药补医”机制，使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在登封市人民医院医改的经验
基础上，日前，登封市中医院和妇幼
保健院也正式启动了综合改革工
作，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至此，市
区的三家医院实现了同城同价，这

也标志着老百姓可以摆脱到大医院
买药太贵的顾虑了。

惠民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百姓得到了实惠，医院病人外传率
也在降低。登封市人民医院院长张
国典给算了一笔账：“省三级医院的
人均住院费用是 16000 元以上，郑
州市市级的是 8000多元，我们医院
是 5000 多元，病人留在县级医院，
一是他们的住院花费少了，同时也
减轻了农合和医保基金的压力；二
是减轻了百姓外出就诊的吃、住、交
通等次生费用。”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是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中
之重，也是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的关键环节。2012年
8月登封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
311个改革试点县（市）之一，
2012年 11月 1日，登封市人
民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全部
药品（中药饮片除外）实行零
差率销售。两年多的医改，取
得了哪些成效？登封百姓又
得到了哪些实惠？

医改“亮剑”农民“开颜”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卢松娥

“武术之乡”大孟镇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程鸿光刘明豪 文/图

近日，在国家文化部正式公布的
2014—2016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名单中，中牟县大孟镇凭借武
术这一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
榜，荣获“中国武术之乡”的称号。

大孟镇大吕村村民在进行太极剑表演。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李伟彬 文/图）痴迷花样羽毛球
的新郑市 47 岁女子李好军自创
花样羽毛球打法，不仅姿势优美，
且双手分别持拍交替抛接羽毛球
千余次不间断，令人称奇（如
图）。近日，李好军告诉记者，她
希望能玩出更多花样，并挑战吉
尼斯世界纪录。

在黄帝故里景区的广场上，
李好军表演了她的绝活。只见她
两手各拿一个羽毛球拍，然后做

出踢腿、跳蹦、左抛右接、右抛左
接等动作，羽毛球却始终不落地，
引得周围众人拍手叫好。

李好军表演完花样羽毛球，
还向记者介绍了创造花样羽毛
球打法的过程。据她讲，当初，
她练习打羽毛球是为了治病。
在一年多前，医生给她看病时，
说她有半身不遂的征兆。她听
到这个消息后，吓了一大跳，但
她不甘心，就开始学着打花样羽
毛球，来活动全身器官，以防止

发生半身不遂。不过，令李好军
没有想到的是，在防止发病的过
程中，她自己竟然疯狂地爱上了
花样羽毛球，她现在可以连续抛
接千余次羽毛球，球都不会掉
落，且速度还很快。

在李好军越来越喜欢羽毛球
的过程中，她早已忘记自己曾是
一个可能患上半身不遂的人。李
好军说对记者说：“现在，我还在
研究更多的花样，希望能够挑战
吉尼斯纪录。”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
员 王晓慧）省道 323线升级改建
工程，是省、郑州市及登封市2013
年重点建设项目。新年伊始，该
工程经过一年多的施工进展如
何？昨日记者再次来到改建工程
现场对施工情况进行了解。

据了解，省道 323 线升级改
建工程全长 85.5公里，其中新密
市26.4公里，登封市59.1公里，项

目采用双向四车道，加 2 个非机
动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沿线涉及大冶
镇、宣化镇、告成镇等8个乡镇。

记者沿省道 323线从东至西
开车走了一趟，除个别地方因桥梁
施工或路面施工绕行外，一路几乎
畅通无阻，整条道路基本成形。“我
们四标段总长15.1公里，现已完成
了11公里的水泥稳定碎石铺设。

现在主要是架设桥梁和部分道路
中间隔离水泥桩的铺设，月底前我
们四标段4座桥有可能交工，6月
底前全段竣工。”省道323四标段
项目副经理房博介绍说。

登封市交运局宣传科长李亚
东说，省道 323 线升级改建工程
计划 6月底竣工通车。1月 20日
前，西段达到半幅通行，双节期间
不影响群众出行。

新郑居民有望
“五一”前喝上丹江水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佳美）昨日，记者从新
郑市了解到，作为南水北调过境地，该市在今年五一前有
望喝上干净的丹江水。目前，该市正加快建设该市第二
水厂，为供应质量达标的丹江水做准备。

2014年 9月 21日，丹江水经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顺利
过境新郑，当地居民无不拍手称快。市民群众如此关注南
水北上，也缘于当地对该工程倾注的热情和努力。据了
解，在南水北调工作施工、居民安置等方面，新郑市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等，支持该工程建设，确保了南水顺利进京。

在高度关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新郑市民对什么
时候能够吃上丹江水也充满了期盼。对此，记者从有关
部门了解到，预计在今年“五一”前，新郑居民就能吃上丹
江水。目前，当地正在加快建设新郑市第二水厂，来确保
如期供应质量达标的丹江水。

据介绍，新郑市第二水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配
套建设项目，也是该市一项重点民生建设工程。该项目
计划总投资 3.7亿元，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包括水厂一座、
华南城专项供水工程、配套管网 109.7公里。工程完工
后，可实现日供水10万吨，这对缓解该市居民生活、生产
用水压力，促进该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郑法院社会法庭完成整合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陈杨）近日，记者从新郑

市了解到，该市社会法庭整合工作基本完成，这意味着社
会法庭的功能将进一步得到健全。

新郑法院社会法庭整合严格按照上级法院统筹安排
进行，在原有一乡（镇）一社会法庭的基础之上，该院根据
辖区面积、人口数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党委政府支
持、经费保障、人民调解、社会工作等情况，对辖区社会法
庭进行功能整合，并保留了一个示范社会法庭、一个行业
社会法庭。整合结束后，新郑社会法庭布局更趋于合理，
设置更加科学，也更有利于纠纷调解工作的开展。

据了解，社会法庭是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司法
推动、社会参与”的原则，依靠基层群众化解社会矛盾的
新型社会调解组织，是人民法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开
展诉调对接工作的重要平台。社会法庭的工作职能主要
包括调处群众自愿申请调解的矛盾纠纷，接受人民法院
委派诉前调解纠纷，接受人民法院委托参与案件的送达、
诉讼调解、执行和解、涉诉信访化解等。据统计，在整合
过渡期间，新郑市利用社会法庭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000余起，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为社会法庭功能
整合和进一步完善打下了良好基础。

新密多举措确保廉洁过节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崔远浩）日前，新密市面

向全市党员领导干部开展了廉政集中教育活动，营造文
明廉洁的节日氛围。

该市要求 1月底前，各单位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围
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结合工作实际，为本单位
党员干部上一次廉政党课。新密市还将组织市四大班子
领导、各乡镇办、市直各单位党政正职，到郑州监狱参观
监狱劳改人员的宿舍、食堂等活动场所，聆听职务犯罪劳
改人员的现身说法和心灵忏悔。春节前，邀请省豫剧三
团演出一场优秀廉政戏剧《全家福》，组织市四大班子领
导、各乡镇办、市直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集中观看。同
时，继续开展廉政戏剧《儿行千里》“进农村”、“进企业”巡
演活动。利用两个月的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由省纪
委编写的廉政教育读本《剑指“四风”》、新密市纪委编纂
的《新密廉政文化丛书》，并撰写心得体会。

登封粮食系统获“国字号”荣誉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垚炜 建伟）记者昨日

从登封获悉，在日前国家粮食局发布的“第四批全国粮食
流通监督检查示范单位”名单中，登封市榜上有名。

自去年4月份全国粮食流通监督检查示范单位创建
活动开展以来，登封市粮食部门以“落实宏观调控政策，
服务流通产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着力健
全工作体系，全面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强
化宣传督导，规范各项档案管理，实现粮食监管电子化，
严格落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履行粮食监管职责，全力
做好粮食行政执法专项检查、日常监管等工作。2013年
以来，共检查各类涉粮企业、个体工商户 42家，立案 14
起，依法移交工商部门取缔无证收购门店3起，取消粮食
收购资格一家，依法行政处罚 3起。有效维护了正常的
粮食市场秩序，保护了粮食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保障了粮食的有序流通，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

据了解，全国粮食流通监督检查示范单位创建活动
于2010年启动以来，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粮食流通监督检
查制度建设、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有效地促进了粮食流
通监督检查各项工作的开展。

新郑女子花样羽毛球欲挑战吉尼斯

巩义成省级义务教育先进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王海良）昨日，记者从

巩义市了解到，日前，省教育厅下发通知，授予巩义市等
19 个县（市）区“河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市）
区”称号。

据了解，巩义市通过加大投入，推进了全市中小学校
办学规模和办学基本条件均衡发展，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
5.3亿元，先后实施了义务教育资源整合工程、中小学校校
舍安全改造工程、班班通工程、生活设施配套工程、课桌椅
更新工程、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促进了中小学硬件升级，
缩小了城乡、区域和校际差距，改善了有寄宿生学校的寄
宿生生活条件，有效解决了市区学生就近入学难和大班额
的问题，使所有学校教育教学装备达到或超过省定二类标
准。同时，在义务教育学校招生上实行了免试划片就近入
学，特别是在市区义务教育学校的招生中，采取了由教体
局统一划片、统一报名、统一发放录取通知书的“三统一”
政策，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择校现象的发生。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张
鹏）昨日，省政府对2014年全省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予以表彰，新密荣
获先进县称号。

这次省政府表彰了 30个先进县
（市）区，30个进步县（市）区，并给予
不同的以奖代补，新密获奖 430 万
元。新密市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进程
中，始终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放在重
要位置。 去年来，该市以环境整治，
规范垃圾处理，建立长效机制为抓
手，三管齐下改善人居环境。

从净化环境入手，日投入人力
10万余人，机械6000余台，实现村庄
无垃圾堆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

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道
路两侧干净整洁。规范垃圾处理，投
资 6.4亿元，新建压缩式垃圾中转站
92座，购置垃圾收集清运车 346台、
转运车 57 台、洒水车 16 台、垃圾桶
1.6万个。形成了户投放、村收集、镇
转运、市处理的垃圾处理体系。投资
2800 万元建成餐厨垃圾处理厂，投
资3.5亿元建成生活垃圾处理厂。建
立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成立
7600 人的市、乡、村、组四级环卫队
伍；城区、镇区、景区、集市和省道、县
道实行一日两扫，背街小巷、居民楼
院和乡道、村道实行一日一扫。推行
绩效挂钩、工资浮动等管理措施。

新密获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先进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省
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省地质博物
馆、河南省聚宝楼玉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联合研制的密玉地方标准正式发
布实施。

密玉地方标准规定了密玉的定
义、特征、鉴定、命名与分类、分级、工
艺要求、检验规则及标识等，具有鲜
明的特色和很强的适用性与可操作
性，对密玉分类、技术鉴定、商业加

工、市场监督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将
积极促进密玉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和
玉文化的推广。

密玉质地致密、细腻、温润，色彩
丰富、鲜艳，在国际上被誉为“河南
翠”。密玉地方标准是省地质博物馆
联合有关单位继 2006年独山玉地方
标准之后研制的又一个宝玉石类地
方标准，填补了珠宝玉石行业长久以
来密玉产品标准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