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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任学
军 蒋士勋）荥阳豫龙镇，郑州中联收获
有限公司院内，120台崭新的自走式全喂
入谷物联合收割机排成数排，即将发送
全国各地。

这批新研制的收割机，刚刚通过省
级科技成果鉴定，产品技术性能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将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作
为企业制胜法宝，郑州中联收获有限公
司2014年企业生产总值达到3.2亿元，创
历史最高水平。目前，像郑州中联一样，
荥阳建筑机械、阀门、汽车制造等传统产
业也都纷纷加入技术创新的大军，力图

通过技术转型谋求更大发展。在日前荥
阳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还专门邀请了
企业老板，谋求技术转型、创新创业大
计。

面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此消彼长
的结构变化，荥阳提出工业强市、三产兴
市、农业稳市，坚持一镇一业、一村一品
的主攻方向，以先进装备制造、超硬材
料、现代服务三大主导产业为核心，以荥
阳产业集聚区、郑州新材料产业园区、五
龙产业集聚区、健康园区、特色商业区五
个园区为载体，紧紧扭住转型升级这一
战略任务，扩大优质增量，调整优化存

量，使新芽长成大树，让老树开出新花，
着力构建创新开放、融合集聚、支撑有力
的现代产业体系。

去年以来，荥阳市新建省、郑州市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家，组织申报郑州市
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26项，获上级资金
支持 600万元，完成国家、郑州市两级技
术交易合同成交额5.6亿元，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达到11.45亿元。今年，荥阳提
出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
源，加快建立集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创
业园为一体的创新创业综合体，谋划建
设集科技研发、企业孵化、检测服务、电

子商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增强
要素吸附能力、产业支撑能力和辐射带
动能力。

同时，瞄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方向，积极发展电子信息、环
保节能、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
引进一批智能化制造项目，引导企业推
进生产设备数字化，培育一批数字化厂
房、机器人车间，带动制造业集群化、信
息化、智能化和品牌化发展，推动荥阳产
业集聚区“晋星晋位”，实现新材料产业
园区“晋级晋升”，促进五龙产业集聚区

“重现活力”。

正月初十，年味尚浓。
登封市唐庄乡的中心社区

里，人来人往，煞是热闹。
唐庄乡是郑州市新型城镇化

建设“十快”乡镇，入住中心社区
的居民都是从山区搬来的。

范家门村任战西三室一厅的
家中，屋里还摆放着一组老式描
金衣柜，但冰箱彩电等城镇居民
的必备电器一样不少，家里没有
想象中堆积的各种年货。老任笑
笑说：“以前山沟儿里不通车，腊
月 二 十 就 得 赶 到 唐 庄 街 办 年
货。现在出门就是市场，随吃随
买，肉啊菜啊省得放坏。”

山区面积占唐庄乡总面积
的 70%左右，范家门村海拔 1100
米，是全市全乡海拔最高的村，
几年前，村里引进“中国唐庄·世

界禅庄”项目发展休闲观光旅游
业，村民已全部搬到新型社区居
住。范家门村委委员范银州介
绍，现在群众的耕地由公司租
种，住进社区后可以在附近的农
民创业园打工，也可以回村参与
公司经营。新范家门村建成后，
用老宅基地入股，还能享受公司
分红。任战西插话：“唐庄街挣
钱门路宽，我虽然 63 岁了，现在
倒腾点山里药材一年也赚一万
多，手头不缺钱。”

乡扶贫办副主任王少波告诉
记者，乡政府先后投资 260 万元，
建设了2000多平方米的中心社区
医疗服务站；投资 398 万元，建设
了 5900 平方米的标准社区幼儿
园；投资1000万元，建设了4300平
方米的标准化老年公寓，可满足

整个社区的需求。
在老年人活动中心，一群老

人或打牌或下棋或看书，范海亮
老人说：“以前深山里各自然村相
隔几里十几里，凑在一起不容易，
现在大家住在一起，热热闹闹很
乐活。”中心还组建了“夕阳红”艺
术团，自编、自排文艺节目，每周
六在中心社区举办文艺演出。沉
寂多年的舞狮、旱船等传统社火
在春节期间亮相，把新年的气氛
渲染得热烈红火。

据了解，唐庄乡在政府所在
地规划了3个新型社区，计划容纳
9000 人，已顺利安置 8600 余口
人。乡党委书记高少雷表示：“三
至五年里，唐庄将全面实现群众
居住环境、公共服务、就业结构及
消费方式四个城市化。”

龙是吉祥与力量的象征。舞龙
之人，自然不凡。

47岁的郭俊杰身材健硕，粗壮
的手掌充满力量。这是来自于龙的
力量，因为他就是“龙头”——“中原
神龙”新密市超化镇黄固寺村舞龙
队龙头舞动者。

正月十四，在新密市超化镇黄
固寺村村部，郭俊杰和他的同伴讲
述他们与龙的故事。

“一条龙 9 个人，十几米长，舞
得咋样？关键看龙头。”个大心实的
郭俊杰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学习舞
龙，出众的身体素质加上刻苦钻研
的精神，很快成为村里舞龙队的“龙
头”。舞龙队的领队程福全说：“龙
头是一条龙所有动作的指挥者，手
中舞动的是整条龙中最重的部分，

需要有极强的爆发力和优秀的耐
力。”龙给人的感受是气势，这就要
求舞龙者不停地快速舞动，舞龙表
演一场演出时间虽说只有十几分
钟，但动作强度大，即使在冬天，身
着单衣的舞龙者也总是汗流浃背。

黄固寺村自古就有舞龙的传
统。上世纪90年代，村里聘请全国
知名舞龙高手、国家级舞龙教练王
恒印对该村的原有舞龙充实编排，
增加了一部分高难度动作，包括舞
龙比赛中使用的竞技舞龙动作。此
后，该村的舞龙多次参加国家、省、
市会演和比赛，成绩突出，被誉为

“中华神龙”。一直以来，郭俊杰都
作为“龙头”参与演出。

今年 52 岁的张万钦是黄固寺
村的另一位“龙头”，他原本是在“龙

二”的位置，就是紧挨龙头的第二名
舞动者。“第二与龙头的配合很重
要，在龙头力量跟不上时，第二名能
帮助他借力缓冲。”张万钦身材相对
瘦小，对于一些强度大的动作已经
力不从心。他原来就是“龙二”，后
来由于“龙头”患病，他顶替成为龙
头。张万钦说：“在龙头和龙二之

外，龙尾也很重要，一些花样的动作
全靠他与龙头配合舞动。”

在郭俊杰记忆中，印象最深的
一次演出是 2000 年参加的中华世
纪坛千禧龙年大型文艺晚会，“当时
我们在场外整整舞了两个小时，中
间除了摆固定的造型以外，几乎没
有停止的时间。”

每年元宵节，超化镇都举行文
艺会演，而黄固寺的舞龙历来是主
要节目。超化镇分管文化的副镇长
冯景龙说，为了保护和传承舞龙项
目，镇上正在为舞龙申报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并在中心小学开
办舞龙课程，培养后备力量。“舞龙
是民族传统，决不能失传”。

岗位送到贫困村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海琴 李光宇

听“龙头”话舞龙听“龙头”话舞龙
本报记者 张 立 文/图

山区农民的“转型”生活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心 泽俊 超

浓浓的年味未尽，荥阳市就率
先把一场针对性强的就业专场招聘
会送到了省级贫困乡村刘河镇分水
岭。村里村外青壮年一大早就骑着
摩托车来到现场，不少五六十岁的
中老年人也来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
岗位。3月2日短短一个上午，就有
170多名务工人员与20家企业达成
就业意向。

分水岭村是省级贫困村，现有
居民 776户 2890人，贫困人口 1890
人。荥阳市人社局输血、造血双管
齐下，为孤寡老人李天西、李占业各
修建一座40平方米的彩钢瓦房屋，
修建了一条宽3米、长1.7公里的道
路，为贫困户发送棉衣棉被 400 余
件，为 50户特困家庭送去价值 3万
余元的春节慰问品。

为方便村民在家门口找到适合
自己的就业岗位，特别是为满足一
些大龄劳动者的就业需求，荥阳市

人社局春节前就专门抽调工作人员
深入村里农户家中，详细了解村民
的就业意向，举办群众热衷的免费
技能培训。同时，结合企业用工需
求，遴选出厂址在荥阳的20多家企
业，电焊工、普工、业务人员、技术人
员等 550 个就业岗位，帮助群众就
近就地就业。

“工资多少我不十分介意，我愿
意先从普通的车间装配工干起，业
务熟练后争取有机会做推销员。”招
聘会上，分水岭村民43岁的孙桂萍
在一家酒业公司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岗位。

据了解，荥阳市人社局已与
100 多家企业建立联系，提供空岗
10000余个，他们利用信息网络、平
面媒体、移动通信等发布招聘岗位
信息，还将组织乡镇招聘会、“送岗
位、送信息、送政策、送培训”，多策
并举全力帮助群众就业。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文/图）3
月 4 日下午，由登封市委宣传部主
办的登封市第二届原创歌曲音乐
会，在小龙武院演播大厅举行（如
图）。由登封人作词、登封人谱曲、
登封人演唱的 15 首浓厚地域文化
风采的原创歌曲唱响“天地之中”。

音乐会现场歌手时而婉转低
吟，时而激情澎湃，加上精彩的舞蹈
表演，引起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今
天这场演唱会，许多歌曲内容，写的
是我们登封的风情面貌，每首歌都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听起
来很亲切。”观众张晓女士说。

李松伟弹唱的是《品读登封》，他
说：“我是一名吉他老师，平时也参加
许多演出，但是原创歌曲，我还是首
次参加，这首歌虽说是为朋友而唱，
但唱出的却是登封人的心声。”

音乐让听者感受正能量，使心
灵一次次地被洗涤。音乐会总导演
范奋强说：“登封市文化底蕴深厚，
登封市音乐人利用浓厚的艺术创作
氛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谱写出一
首首富有内涵的歌曲。聆听这 15
首歌曲，不仅让我们领略到天地之
中的美丽景色，也让我们感受到登
封人拼搏向上的豪气。”

荥阳：科技创新为产业转型增活力登封举行原创音乐会

本报讯（记者卢文军通讯员张
飞 丁伟）3月4日上午，中牟县人民
文化广场上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来
自全县各乡（镇、街道）的34支参赛队
和1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队
整装待发，在中牟元宵节民间文艺大
赛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这个大舞台
上使出浑身解数，展开激烈角逐。

在民间文艺大赛现场，各参赛
队伍阵容整齐、士气高昂，演员全情
投入、配合默契，盘鼓、腰鼓、舞狮、

秧歌等节目精彩不断，高潮迭起，观
众人头攒动，看得目不暇接、如痴如
醉，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台前，
人潮如织，民间手工艺品面塑、虎头
鞋、剪纸、诗竹画使观众耳目一新，
不禁驻足鉴赏，流连忘返；展演现
场，人潮如涌，民间艺人表演的河南
坠子、麒麟舞、旱船、小车、老杆、武
术令观众拍案称奇、叹为观止，叫好
声、赞叹声接连不断。

中牟民间文艺大赛拉开帷幕

百名创业农民谋划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王冰）正月十三，新密市

来集镇 21个行政村 105名创业代表齐聚一堂，观摩创业
项目，谋划羊年致富带富思路。

来集镇人口众多，经济活跃，剩余劳动力较多。为解
决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创业就业，镇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励
创业以促进就业，先后实施了“回乡农民工创业工程”、

“农民企业家带动创业工程”、“归雁创业工程”等项目。
这次的观摩创业项目，也是该镇的一项举措。

早上 8点，镇政府门前两辆大巴车准时出发。翟坡
村的王遂现夹着笔记本坐在前排，他创办的民惠种植合
作社主要种植观赏树木和行道树。但近年来由于种植户
的增加和市场饱和，利润越来越低。这次观摩他的目的
是：“看看人家咋干的，心里有底儿，年内转型。”

不一会儿，车到杨家门村药材种植基地。这里的承
包人杨春杰以前在外打拼多年，2013年他回到家乡，承
包近50亩的流转土地种植生地。一年下来，他种植的生
地获得了丰收，收入超过了10万元。今年他又承包了流
转土地80亩种植生地、白芍。

面对来参观的同乡，杨春杰说：“家门能致富，何必他
乡打工。老少爷们想种药材，尽管来问。”话匣子一打开，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种子贵不贵？销路咋打
开？土壤是否适合？……杨春杰一一详答。

接着代表们观摩了苏寨村红石岩瓜果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和郭岗村的太空草莓种植基地。每到一处观摩的
代表们都对合作社欣欣向荣的发展啧啧称赞，大家普遍
反映开阔了眼界，扩展了思路，增加了创业的信心，回去
后要行动起来将此次观摩转化为成果。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建娜 文/图）日前，巩义市举行
2015 年城乡就业春季招聘会，来
自该市的 210家用人单位和企业
提供各类就业招聘岗位 9000 多
个，吸引了上万名就业创业者前
来咨询洽谈（如图）。

记者看到，招聘会现场设置
城镇人员就业、农村劳动力就
业、人力人才就业、劳动保障政
策四个服务专区及就失业登记
证办理咨询处、就业困难对象认
定咨询处、社保补贴咨询处、公
益性岗位报名处等 22 个咨询台

（处）。“之前在外地当导游，如今
想在家门口找些适合自己的岗
位。”某旅游学院毕业的大学生
小李高兴地对记者说。据不完
全统计，招聘会当天参会群众达
1.2 万人，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 3500人。

巩义举办城乡就业春季招聘会
3500人初步达成意向

打好基础 及时治“病”

小麦春管技术意见发布
本报讯（记者 朱华）记者从市农委获悉，针对当前小

麦苗情特点，我市近日发布《郑州市 2015年小麦春季管
理技术意见》。

目前，郑州市小麦已进入返青起身期，很快进入旺盛
生长发育阶段，春季麦田管理关键阶段即将到来。根据
对全市 241.3万亩小麦的苗情调查，全市小麦一、二类苗
面积大幅增加，三类苗面积较往年减少，整体长势好于去
年。调查同时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部分麦田杂草较多；
小麦蚜虫等病虫害越冬基数高；一些地块播量偏大，个体
发育差；麦田土壤墒情差。

针对上述情况，市农委进一步明确了春季麦田管理的
主要任务是，即因地制宜，分类管理，加强肥水调控，促弱
控旺，打造合理的群体结构，为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通知要求，各级农业部门的干部和农技人员，结合“万
名科技人员包万村”活动，深入乡村农户和田间地头，指导
农民实行分类、看苗管理。积极开展好麦田管理技术培
训、宣传和指导服务工作，确保各项关键技术措施落实。

巩义今年拟增绿
近150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杨迎利）昨日，记者从
巩义市了解到，今年巩义将围绕建设山水宜居城、现代工
业城、历史文化城等目标，积极打造生态巩义，全年新增
绿地有望接近150万平方米。

记者从该市 2015年度全民义务植树暨林业生态建
设、园林绿化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巩义今年林业生态
建设将紧紧围绕建设山水宜居城、现代工业城、历史文化
城的目标定位，重点实施好林业生态建设，并通过开展义
务植树造林，推进依法治林等措施，进一步扩大城乡绿
化，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在园林绿化方面，巩义市将继续
巩固国家园林城市成果，并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
2个国家园林城镇，全年计划新增绿地147.14万平方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43.4%、39.1%、15.9平方米。

【新春走基层】行进中国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精彩故事

新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去年为政府节支4.94亿元
本报讯（记者高凯通讯员赵地）近日，记者从新郑市

了解到，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去年受理政府采购业务达
356宗，办结296宗，成交金额13.97亿元，其中，成功为政府
节支4.94亿元。今年，该市还将进一步强化公共资源交易
中在政府采购中的作用，以有效控制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

据了解，去年，为提升政府采购交易水平，新郑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在落实相关政策规定的同时，积极创新政
府采购、交易的办法、措施，有效保障了预算执行。同时，
根据《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对竞争性谈
判、单一来源采购和询价采购程序进行修订、完善，使操
作规程更加科学、快捷。另外，该市还不断推动公共资源
交易改革，在更加公平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投标单位的投
标积极性，确保政府采购的相关项目顺利实施。

为推动公共资源交易透明化、公平化，该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还借力纪检、监察、审计部门等监督机构，依托
社会监督员及新闻媒体对政府采购工作实施监督，使政
府采购工作的透明度进一步提高，并有效避免了不必要
的政府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