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责编 赵 彤 校对 邢廷惠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zt＠163.com
2015年6月4日 星期四

市县新闻
ZHENGZHOU DAILY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心泽 亚鹏）记者昨日从登封市产业
集聚区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市家居
产业园建设快速推进，已有19家知
名家居企业的项目落地开工。其
中，投资 3 亿元的 TATA 木门郑州
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2.8万平方米厂
房已建成，7月初有望正式生产，投
资 14 亿元的亚力山卓家具生产基

地项目一期7万平方米厂房也将在
年底前全部建成。

2013 年底，登封抢抓家居产
业加速向中部地区转移的重大机
遇，提出打造郑州市千亿级家居
产业基地的宏伟目标。为此，登
封市产业集聚区谋划了依托郑州
金马凯旋家居 CBD 形成“前店后
厂”模式，打造中高端传统家居和

现代智能家居生产基地的发展思
路，家居产业园“五规合一”发展
规划、《郑州市家居产业园总体发
展规划》、《郑州市家居产业总体
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已通过
专家评审。记者在该产业集聚区
家居产业园看到，园区正加快推
进道路修建、水电管网等配套设
施的铺设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已

完成投资 1亿元。
登封按照“招大引强”、“培内

引外”的招商思路，围绕龙头企业，
依托本地铝资源优势，以不同形式
开展招商推介。登封市产业集聚
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2014年 1 月
份，该市就与中国家居品牌联盟、
香港康升集团、深圳亚力山卓家私
等知名品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快

速开启了登封市家居产业发展的
序幕，目前，共签约企业 45 家，签
约金额 320 亿元。同时，本土传统
产业向家居产业拓展业务已见成
效，涌现出跃博电器智能家居、鹂
鸣居木屋别墅、登电海达幕墙、吉
祥龙家居服饰、神武演出服装、功
夫床垫等一批中小家居企业，中高
端产品已行销省内外。

招大引强 培内引外 19个知名企业项目落地开工

登封快速推进家居产业园建设

中牟24.1万亩小麦开收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

员 王进朋 韩利娟 文/图）机器
轰鸣，麦浪翻滚，又到一年麦收
时。昨日上午，在中牟县刁家乡
刁家村的麦田里，十几台联合收
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一颗颗
金黄饱满的麦粒被农户收接入
袋。中牟全县 24.1万亩小麦已
进入全面收割状态。

为及时帮助农民抢收小麦，
中牟县农机部门根据县南县北小
麦成熟时间差，合理调度收割机
抢收小麦，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
块，避免了机械扎堆和机械荒的
现象，提高了机械工作效率，为夏
粮抢收赢得了时间。

“今年雨水足，小麦穗大粒
饱，每亩地能产 1100 斤左右。”
村民张老栓正忙着晾晒刚刚收

下来的小麦，收获的喜悦溢于言
表。“每年都是农机局这几个大
兄弟，来到家水都没顾上喝一
口，直接下地帮忙收麦子，要不
是他们，我家这6亩麦不知都愁
到啥时候啦！”村里留守妇女王
春霞激动地说。

三夏期间，农机局成立 6个
帮扶队，通过与各乡（镇、街道）
二级网格长对接摸底、了解情
况，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为烈军
属、残疾人和缺少劳力的困难群
众进行帮扶，确保颗粒归仓。

截至目前，全县农机部门累
计组织帮扶 530 户，4000 余亩，
全县24.1万亩小麦已收割2.1万
亩。

图为农民正在给收获的麦
子装袋。

保电服务队
深入田间地头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柴进峰 文/图）日前，巩义市供电公
司北山口供电所三夏保电服务队
员，深入北官庄村麦田，向收割机手
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知识。

三夏来临，巩义市供电公司组建
18支保电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加
大对线路巡视、检查、维护力度，同
时，向麦收农民和收割机手发放安全
用电和电力设施保护宣传资料。

目前已安装更换拉线反光护套
400套，消除安全隐患12处，发放安
全用电宣传单 4000余份，服务联系
卡3000余张。

抢收 防旱涝 禁燃烧

新郑动员全市力量护航三夏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明星 李宏松）“不用担心收割
机出问题，打个电话农机部门的
人就过来修了……”昨日，新郑
辖区小麦抢收全面开始，在该市
辛店镇忙收割的农机手张志勇
直夸当地农机服务到位，挣钱的
同时不担心机器出毛病。

和张志勇一样感受到高效
三夏收割服务的还有家住城关
乡的农户赵志国，他说，签过机
收协议后，就没怎么再操心收麦
子，现在是坐等麦子进袋子。

据介绍，今年，新郑市种植
小麦共40.3万亩。为确保丰收，
该市 1140余台本地农机及外来
200余台农机全面投入“小麦抢
收会战”，预计 7~10 天内，当地
小麦将全部收割完毕。

小麦抢收工作全面拉开的同

时，当地防汛抗旱、秸秆燃烧等工
作也围绕三夏生产启动。在防汛
抗旱方面，该市及时完善调度运
行和应急抢险等预案，并要求严
格落实水库防洪安全责任。

当地还突出抓好城镇、交
通、河道、工矿企业和山区灾害
防汛等工作，确保三夏期间和整
个汛期全市安全生产；在秸秆禁
烧方面，新郑市严密布控，并将
责任精确到相关责任人，同时结
合当前城市空气质量治理工作，
全面防控秸秆燃烧。对处理秸
秆燃烧不力的单位或责任人，当
地还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
处理。

新郑市相关领导介绍说，按
照预定计划，6月 10日左右，新
郑小麦收割“大头”落地，并有望
实现夏粮生产“十二连增”。 保电服务队向农民群众提醒注意电力线路安全，保护电力设施。

荥阳一个 11岁的小女孩因患骨
质疏松症，腿部和胳膊极易发生骨
折，从出生起至今，她生命中的大半
时间是在奶奶怀里度过，是奶奶抱大
的孩子。这位奶奶叫赵景芝，是荥阳
市索河街道惠厂村二组人，今年 59
岁。她 11年来精心呵护小孙女的事
迹为众乡亲所感动，她对孩子的爱被
传为佳话。

2004 年 6 月，农历五月十三，赵
景芝的儿媳张雅锋产下一个女婴。
孩子的出生，为这个和睦的家庭增添
了无限的欢乐。孩子出生不久，夫妇
就为女儿取了个非常动听的名字：小
帆。就在小帆 3个多月的时候，被发
现患有骨质疏松症，医院尽了最大努

力，但无法治愈。
看到和小帆一样大的孩子快乐

健康地成长，而小帆却病恹恹的，奶
奶赵景芝心里如猫抓般难受。为了
治好孙女的病，赵景芝到处打听，只
要听说哪里有医生能治这种病，赵景
芝就陪同儿子、儿媳带孙女前去诊
治。先后辗转荥阳、上街、郑州 5 家
医院，但奇迹没有发生。

小帆长到两三岁时，不会坐，不会
说话，也不会自主饮食。小帆的父母都
要上班，照料孩子的担子便落在了奶奶
赵景芝身上。小帆不会走路，缺乏运
动，经常大便干结，需要打开塞露，每月
至少两次灌肠。孩子不会说话，无法沟
通，一切都需要赵景芝凭经验处理，每

月仅尿不湿就要消费1000元。
小帆的病常常造成大腿和胳膊

骨折，腿部每年都要骨折三四次。每
次骨折，小帆都会发出痛苦的哭声。
为了慰藉孩子，也为了防止断骨错
位，赵景芝经常抱着孩子，抱着抱着，
一直到困乏了，才把孩子放到特制的
床上，稍事休息。就这样，小帆从出
生到现在的 11 年里，几乎每一个漫
漫长夜，都在奶奶温暖的怀抱中安然
熟睡。

有爱就有希望。11年来，赵景芝
从没放弃给小帆治病。她说她有个
梦，在梦中，她看到孙女的病治好了，
在草地上跑着、笑着，跑过来搂着自己
的脖子，亲着她，叫她一声“奶奶”……

新密市平陌镇平陌村与香山村，
一个地处香山脚下，一个地处山上。
近年来，在平陌村党委书记韩长有带
领下，相互帮助，共同发展，演绎了富
村带穷村的美好篇章，而韩长有被百
姓称为有“真本事”的人。

平陌村下辖 11个居民组，3789
口人。2006年，韩长有带领村民发
展集体经济，如今村里的耐材厂在
全行业不景气的背景下，依然正常
经营并正在扩建，同时与郑州大学

合作开发优质莫来石原料制备项
目，产业化郑州大学专利技术，窑体
已经建成，即将投产。

“集体经济如果把握好，经营
好，有利于全体村民的共同富裕。”
韩长有对集体经济十分看重。在平
陌村，采取股份制公司运作村集体
经济，把股份制企业利润 20%由村
委提留，用于全村的基础设施投资，
其余用作企业积累和股东分红。

为了解除群众顾虑，韩长有发

动党员干部带头投资入股，通过风
险由干部、党员先来承担，群众后续
入股、成果共同分享的方式，带动全
村群众共同走上富裕道路。目前已
经成立两家股份制公司，2014年全
村人均收入 8918元，多年位居新密
市村级经济实力三十强。

平陌村富了，临近的香山村由
于地处高山，仍然是贫困村。2010
年，新密市委开始实施“三联两创”
党建固本工程后，平陌村和香山村

开展支部联建，两村党组织合署办
公，先富带后富。

要想富，先修路。平陌村先后
投资 300 余万元，帮助香山村改善
道路，实现“组组通”。投资 400 万
元，修建了政通路、政通桥，打通了
香山与外界的交通瓶颈。

道路通了，随后是产业。香山
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和秀丽
的自然景观，适宜开发种植、旅游等
项目。为此，香山村成立了凯翔种

植专业合作社，依据农民自愿原则
参与，目前已流转土地 2000 多亩，
完成土地平整500亩。

此外，为解决香山村剩余劳动
力就业问题，平陌村规定，村办耐火
材料厂和电子公司必须优先安排香
山村困难群众就业。目前，已直接
安排香山村劳动力400余人。

根据上级扶贫开发规划，香山
村属于整体搬迁村。在韩长有倡议
下，平陌村无偿拿出土地建设农村
新型社区，计划把香山村 385 户群
众整体搬到平陌镇中心社区居住，
按照水、电、路相配套，功能、景观、
生态相统一的要求，抓好道路、污水
治理、环卫设施、游园绿地等配套建
设，全方位改善香山村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目前已完成楼房建筑 12
栋，完成搬迁 208 户，预计明年底，
385户村民可全部入住。

致富平陌 带富香山

村官韩长有的真本事
本报记者 张立

她，在奶奶怀里长大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郑明驼李文利 文/图

小帆在奶奶无尽
的爱中长大，等待着
治好病的那一天。

新密检察院挂牌
全国“文明单位”

本报讯（记者 张立通讯员 张胜利）6月3日，新密市
检察院举行全国“文明单位”揭牌仪式。

2012年以来，新密市检察院党组带领全院干警，围绕争
创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的工作目标，认
真落实高检院，省、市检察院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整
体工作连续三年位居郑州市13个基层院绩效考评前列。

三年多来，该院共获得国家级、省市级荣誉 100 多
个，其中国家级奖励就达12项。新密市检察院也成为郑
州市检察机关唯一一个连获全国“文明单位”、省级“文明
单位”、河南省“十佳政法单位”、全省“先进基层检察院”、
全省“卫生先进单位”的基层检察院。

新郑建立
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郭宗岭赵晓珂）记者昨日
从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获悉，为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单
位的保护与管理工作，近日，该局对新郑所辖 29处郑州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立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

据了解，此次记录档案的内容、格式严格按照要求，
同时结合郑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实际情况，遵循科学记
录原则，档案文字卷的编制包括地理位置、自然与人文环
境、历史沿革、价值评估、保护规划、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
带等多项内容，并对洪府遗址、高坡岩遗址、裴度墓等29
处郑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详细系统的记录。

巩义市委宣传部与
成功学院实现校地合作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巩义市了解到，巩
义市委宣传部与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校地合作授牌仪式于
日前举行。

据了解，此次校地合作由《巩义时讯》、市电视台、广
播电台、巩义市人民政府网站四家媒体分别与郑州成功
财经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系互建教学实训基地，通过
互相支持、产教融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培养社会
和市场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实现共赢，为双方人才
培养、教学实践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巩义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成功学院要以此
为契机，不断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快人
才培养步伐，推动校地合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中牟交警整治马路市场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胡云峰师改）根据辖区

居民反映，近日，中牟县交警大队对县城官渡大街东段的
马路市场和解放路中段乱停车问题进行综合整治，截至
目前，先后清理机动车 500多辆，劝导商贩和菜农 300多
人，处理违规车辆180余台次。

官渡大街和解放路都是中牟老县城两条主干道。近
期，官渡大街东段由于小商小贩占道经营，购物车辆乱停
乱放，使之一度成为马路市场，时常造成交通拥堵。解放
路是中牟正在升级改造的精品道路，但个别司机把该路
段当成了停车场，乱停乱放现象十分严重。

为从根本上改变这两个路段交通状况，中牟县交警
大队先后抽调警力200多人次，对占道的机动车、非机动
车进行清除，对违章停车的进行罚款处理，并对出店经
营、出摊经营的商贩进行耐心劝导。经过集中治理，两个
路段交通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赵晓敏 文/图）昨日，登
封市法院工作人员到登封市卢店镇卢北小学，开展“共享
司法阳光、助我健康成长”为主题的送法进校园活动。

卢北小学一半以上的学生因父母外出打工而成为留
守儿童。登封市法院将卢北小学作为该院的又一司法关
爱未成年人示范点，通过提供便捷的法律服务，为未成年
人的健康成长提供帮助。少审庭的法官针对小学生生活、
学习、心理、生理等特点,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发生在身边
的案例，重点围绕安全防范、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法制教育课。

图为法官正在为学生发放普法图片。

登封市法院送法进校园

新郑检查饮食卫生安全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张艺雯）当前正值夏季，

是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等食品安全事故高发季节，同
时一年一度的高考也即将到来。昨日，记者从新郑市了
解到，该市突击检查考点学校食堂、就餐酒店的工器具、
餐具使用及卫生消毒情况。

据了解，为确保检查高质量进行，该市食药监局专门
成立6个监督组，重点加强考点学校食堂、考点周边及客
县监考人员食宿宾馆的饮食卫生检查，防止群体性食物
中毒事件发生。另外，根据检查工作安排，6月5日前，当
地还将对考点学校食堂、客县监考人员食宿宾馆开展一
系列的评估检查、食谱审核等；在 6月 7日、8日，当地还
将对考点学校食堂及客县监考人员食宿宾馆实施高频次
饮食卫生监控，每天进行不少于10批次的食品安全快速
检测，并按规定做好食品留样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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