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新郑市小
麦已全面进入收割
期，农民朋友抓紧晴
好 天 气 ，抢 收 抢
种，在确保颗粒归
仓的同时，加强灌
溉，为播种奠定良
好的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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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家园建设美丽家园 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记者走基层上图：收割机在城关乡沟
张村收割小麦。

中图：农民对收割后的麦
田进行灌溉。

下图：玉米播种机在新郑
市新村镇王毕庄村播种玉米。

位于新郑市薛店镇观沟村的君源生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片的蔬菜绿意盎然，
村民在田间忙碌的景象随处可见。

60 多岁的姚喜青正忙着除草。虽在自
家地里做事，但他却是为别人打工。

身份由“地主”变成了“雇工”，姚喜青
不但没有懊恼还非常高兴，因为效益增加
了。他们村里的土地都是沙土地，种小麦、
玉米效益不好。他家的土地流转给了别
人，可以收取租金；到地里干活，又有人给

工资。他说，土地流转出去了，家人都从地
里解放出来了，四个女儿都在附近的白象
集团上班，一个月工资一共 10000 多元，老
两口在地里干活，一个月工资一共 3800 元，
他们家每个月都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村支部书记李训国介绍说，观沟村土地
流转面积达 90%，每亩地年租金 1300 多元，
比原来农民单纯种地能增加几百元的收
入。流转出来的土地大部分用来发展有机
蔬菜，当地群众除了收益土地租金外，在蔬

菜基地打工每月还有 2000 元左右的工资收
入。周边的企业也多，只要勤劳，就能致富。

“我们村里 200 多户人家，光小汽车就
有 100 多辆。”60 岁的村医李应喜说起自己
的村庄满脸自豪。

土地流转让农户尝到了甜头，也让承
租方有了干事业的大舞台。君源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农资
成本的提高，种几亩田小打小闹根本不可
能有大收益，唯有规模化生产才能解放劳

动力。现在市民对有机蔬菜越来越青睐，
公司又建了几座地下联动温室，生产效益
越来越好。

据了解，近年来，新郑市把土地流转作
为盘活耕地、壮大特色种植业、发展现代农
业的重要抓手，在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将一家一户分散的
小地块集中起来，将闲置的、低产出的土地
利用起来，开拓出一条农民、企业双受益共
赢利之路。

“携手共创卫生城，齐心同育文明花”“巩
固卫生城市，建设小康新郑”……近日，走在
新郑市区的大街小巷，人们会欣喜地发现很
多商户在电子屏里播放着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的相关标语。

人们在欣慰之余，也不禁纳闷：他们是
怎么自觉地参与到环境卫生整治的行动中
呢？要解开这个疑问，还得从新郑市工商局
说起。

原来，为开辟多种宣传渠道，新郑市工

商局积极创新宣传工作思路，利用电子屏易
更换、发布快、可循环播放等特点，动员该市
有电子屏的商户拿出一定时间滚动播放健康
文明生活的相关内容，并普及健康卫生知识，
提高广大市民对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知晓
率，并自觉参与到工作中来。

这种新颖、接地气的宣传方式一经“出
炉”，立刻引起过往行人的驻足观看。很多市
民表示平时大家对电子屏的关注度就很高。

“我们会通过电子屏来看店里是否有优惠信

息。”在该市人民路附近居住的市民张静说，
“沿街走来，有很多电子屏都在播放整治环境
的标语，让我们感觉城市环境的好坏与每个
人息息相关，我也是深受感染。”而一些来新
郑的外地人，看到这样的标语，感觉新郑这个
城市的品位与文明程度都很高。很多商户们
也赞成用电子屏宣传相关信息，他们说，倡导
文明方式、保持环境卫生是每个人的事情，所
以当该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来商量此事时，
他们就爽快答应了。

目前，此项工作进展顺利。城区不少商
户积极响应号召，每天不间断轮番播放文
明标语，营造了建设美丽家园人人参与的
浓厚氛围。新郑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种宣传方式覆盖面广，内容涉及卫
生、健康、环境等方面，与居民生活密切相
关，能提高群众对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和文
明行为的形成率，用标语感染群众的心灵，
使保护环境的行动真正贯彻到居民的日常
生活中。

郑州市基层四项基础制度
建设现场观摩会在新郑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6月 3日，郑州市基层四项
基础制度建设现场观摩会在新郑市召开。郑州市领导
胡荃、高建慧、郭锝昌、黄保卫及新郑市领导王广国、
王效光、刘德金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先后到梨河镇便民服务中心、新蛮子营村
等地，详细了解该市长效机制运行情况和基层四项基础
制度建设情况。

会上，郑州市领导高建慧、郭锝昌、黄保卫分别对郑
州市基层民主科学决策机制和基层便民服务机制、基层
党风政风监督检查机制、基层矛盾调解化解机制工作进
行部署。

胡荃充分肯定了新郑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工作。针
对下一步工作，胡荃指出，要进一步坚定全面推进基层四
项基础制度建设的信心和决心；要统筹做好县级以下基
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各项工作，争取上半年郑州市社区
级服务中心基本实现全覆盖；要掀起全面推进落实基层
四项基础制度建设的新高潮，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
代化水平。

国家爱卫办专家
到新郑检查指导

本报讯（记者 陈扬 赵丹）6月 6日、7日，国家爱卫办
专家许立凡、曾晓芃先后到新郑市新农贸市场、新区轩
辕广场、玉前路等地，检查指导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新郑市领导刘建武、彭立、郭明熙、关民安、陈春环
等陪同。

在召开的座谈会上，专家就该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予点评指导，希望新郑市再接再厉，
确保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取得成功。

郑州市考核组考核验收
农田水利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通讯员 姚艳萍 司浩然）6月 7

日，郑州市水务局副局长孙书河带领考核组到新郑，就该
市 2014—2015年度农田水利建设工作进行考核。该市
领导李志强、乔琳等陪同。

考核组一行先后到该市第二水厂、黄水河生态水系
建设项目等地察看，听取该市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情况，详
细了解工程进展和质量情况，对该市城市生态水系规划、
全力打造生态宜居城市的做法给予了肯定。

科学推进扶贫搬迁
切实改善群众生活

本报讯（记者 沈磊）近日，新郑市领导王广国带领相关
部门负责人，实地调研具茨山扶贫搬迁及秸秆禁烧工作。
该市领导王效光、彭立、乔琳等参加调研。

该市领导首先到具茨山新型社区、后高庄村等地，实
地察看扶贫搬迁工程施工进度与小麦收割、秸秆禁烧工作
进展情况。随后，到具茨山景区管委会大槐树村，向当地
干部群众了解扶贫搬迁工作情况，并深入村民家中就扶贫
搬迁政策，搬迁后群众在生活、就业等方面的担忧及对未
来生活的愿望和期盼进行深入交流。

随后召开座谈会，会议指出，要重点研究和解决好群
众下山后就业、社保、生活成本提高、乡愁、困难家庭搬迁、
景区开发利用等方面工作，确保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
山区群众过上小康生活的发展目标。

全面做好“三夏”生产
及防汛抗旱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赵聪聪高凯通讯员刘莹）当前正值“三夏”
生产的关键时期。6月 5日，新郑市领导刘建武、李志强、
乔琳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到望京楼水库、城关乡东
郭寺小麦高产创建示范区、梨河镇小麦收割点等地，调研

“三夏”生产、秸秆禁烧及防汛抗旱工作。
在望京楼水库，该市领导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提高认

识、加强领导、完善措施，做好防汛抗旱物资、人员、机械等
准备工作，做好工程检查、整修，全面提高防汛抗旱减灾综
合能力。

在城关乡东郭寺小麦高产创建示范区和梨河镇小麦
收割点，该市领导详细询问今年新郑市“三夏”生产、合作
社农资供应、农机服务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该市领导表
示，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要多鼓励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积极
引进先进农机设备和更优质的粮食品种，实现灵活经营，
带动农民创造更多的利益。同时要抢抓有利时机，抢时
间、抓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要狠抓秸秆禁烧工作，加
大宣传和监督力度，从源头上防止秸秆焚烧现象发生。

市领导调研郭店镇
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佳美高凯）6月3日，新郑市领导刘建武、
彭德成、关民安、康红阳、乔琳，带领国土、规划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到郭店镇，调研该镇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开展
情况。

该市领导一行先后到海寨社区、华阳寨社区、南北街
社区施工现场，详细了解社区建设进度、水电管网铺设情
况，以及在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施工单位保质保量加
紧施工，确保群众早日入住。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郭店镇负责人就社区建设情况
进行汇报。围绕该镇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会议
进行逐一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据了解，郭店镇新型社区
共建设8个，其中中心社区、海寨社区、铜佛赵社区、华阳寨
社区均已开工，截至目前，已建成89栋3542套房。

会议指出，要肯定成绩，正视问题，突出重点，统筹谋
划，进一步增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协力配合，促使该镇新型城镇化建设
工作再上新台阶。

土地流转：农村经济发展新“引擎”
本报记者 孙瑞 通讯员 李浩

农机合作社担当
生产“主力军”

本报记者 孙瑞 通讯员 赵真

6月5日，新郑市城关乡沟张村的麦田里一派丰收的
景象，几台大型的联合收割机穿梭于金黄的麦田间。

70 多岁的村民张树民坐在自家院子里，看着丰
收的麦子满脸喜悦。张树民老两口没有儿子，几个
女儿都在外地，不能回来帮他们收麦，但是他们一点
也不担心。大女儿一个电话，把五亩田全托给乡里
的为民农机专业合作社，从“三夏”到“三秋”都有了
着落。

“农业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发展
现代农业的重要推手。经过这几年稳步发展，新郑走出
了一条以合作社的发展带动农机推广、装备提升、作业
化程度提高的新路子，加速了全市农业现代化进程。”新
郑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近年来，新郑市农机专业合作社在数量上
由少到多，组织化、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目
前，该市农机专业合作社共有 39家，实现了粮食种植全
程机械化。

种粮户按需“点菜”，合作社照单“烹饪”。翻开新郑
市农机合作社的“菜单”类型，“几大拼盘”赏心悦目：有
利用高、大、新农机装备开展土地流转的土地流转集约
型；有采取菜单式和订单作业的土地托管型；有利用农
作物成熟时间差，组队跨区、跨省作业服务的跨区作业
型；有为农户提供化肥深施、深松、播种、收获等一条龙
农机作业服务的一条龙服务型。

作为一条龙服务型的合作社代表，新郑市为民农机
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志浩说：“我们合作社有收割机28台，
主要服务郭店、城关、梨河等乡镇的‘三夏’工作。现在
跟着合作社，大伙儿流转土地能达到‘失地不失权、失地
不失业、失地不失钱’，种粮热情越来越高，自己腰包越
来越鼓。”

新郑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通过购置补
贴优先、财政资金扶持、惠农项目倾斜、培训育才等
措施大力发展农机合作社，根本目的就是在激发农
民种粮热情的同时，加快实现粮食生产的集约化、
机械化、产业化、市场化，为新型农业现代化提供坚
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