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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起磨来赛牛马，拉起水车哗
啦啦，庄稼人有了它，这日子可是真
得发——”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一
曲豫剧唱段从中牟县官渡镇金源社
区“丹江口野生大鱼头”农家乐饭馆
传出。9月 9日下午，这家饭馆的老
板——来自丹江口库区的南阳淅川
移民吕彦红，手拿一叠百元大钞眉
开眼笑。“彻底在这儿扎根了。”吕彦
红认真地说。

2010年8月，为了服务南水北调
工程，位于丹江口库区的南阳淅川
金河镇的7200人被安置到了中牟县
5个乡镇定居。从淅川整体搬迁到
中牟的12个移民村，通过政策引导、
资金扶持、移民局多渠道帮助和全
方位服务全都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
福生活，人均纯收入由原来的 4000
元提高到了如今1万多元。

金源社区居民吕德伟承包了40

亩养殖水面，去年仅养鱼一项就获
纯利40万元。他站在鱼塘边对记者
说：“在老家没有接触过水产养殖这
个行业，移民局领着专家来讲课，选
派当地多年养殖户来传经送宝，我
心动了。于是大胆承包三个鱼塘，
况且政府还给予资金扶持，去年行
情好，也掌握了技术，一下子就赚了
40多万。”

金源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海波说，
社区居民住的都是统一的两层楼独
家小院，学校、卫生所、超市应有尽
有。120名剩余劳动力都被安置在周
边的华英包装厂、机器人厂、食品厂
打工，骑上电动车几分钟就到了。县
移民局牵线搭桥引进了河南果蔬研
究所的优质葡萄新品种，研究所保证
盛果期每亩收入在7000元以上。他
本人就种植的有雨露葡萄，还承包了
80多亩养殖水面，收入比在老家多得

多。儿子和儿媳在外打工每年也收
入十五六万，两个孙女都已经上学，
家庭生活过得非常温馨和谐。

北沟石井移民村共有 272 户，
1111 口人。2011 年 10 月在官渡镇
政府和中牟县移民局的大力支持和
积极帮助下，与河南瑞亚牧业有限
公司合作，流转土地1066亩，主要用
于奶牛养殖、生态木草、种植及无公
害莲藕种植，截至目前，该公司已投
入资金 3.6亿元，建成现代化高标准
奶牛棚 5座 4.3万平方米，散养牛棚
一座 7000 平方米，已有奶牛 3500
头，日产鲜牛奶 50吨。仅此一项村
集体收入 80余万元，初步解决了自
来水费、无线电视收视费、合作医疗
等待遇。村民人均收入由原来的
3500元增加到8600元。村民们无不
高兴地说，这里发展就是快，和老家
相比，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这五年 我们收获了幸福
——淅川移民在中牟的真实生活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周世正 文/图

已在中牟开了
饭馆的移民吕彦红
在为食客挑选来自
老家丹江口水库的
野生鱼

在新郑市耿氏发旺香坊，耿发
旺展示了其作坊中的各类香品。
据他讲，耿氏香制作技艺系新郑耿
坡村耿氏家族世传技艺，已有 1000
多年的传承历史，而根据该村现存
的古香坊、老香印和耿氏族谱等遗
址遗物鉴定推算，明末清初时期，
耿氏香的产业最兴盛。90 多岁的
老艺人耿清月对此也有记忆：他记
事时，耿坡村 100余户人家有 98家
香坊，生意兴隆，当时新郑市周边
地区流传有“地有千顷，不如姓耿”
的民间俗语。

耿氏香远近闻名、畅销各地得
益于配料考究，制作精湛。据介绍，
该香以该村天然的含硝盐碱量较高
的地下水为制香用水，并在沙乡干
燥的自然环境下生产，使香品具有
独到的内在品质；再以高配比的榆

木粉为天然黏合原料，并配上色香
俱佳的柏木、檀木等木粉、中药粉，
使生产出来的香品具有柔而不脆、
质地密实等特点。

不幸的是，上世纪 60 年代“文
革破四旧”时，耿坡村的制香业被拦
腰斩断，但制香手艺还在制香人手
中，耿发旺就是其中之一。他坚持
要做复兴耿氏制香的带头人。

上世纪 90年代，耿发旺走上耿
氏香的复兴之路。期间，他放弃在
供销社稳定的工作，查找相关制香
文献，遍览名刹古寺，研究香火的性
能功效；回家后，把自己关在屋里，
全身心研制香品。尽管如此努力，
但冷嘲热讽总是不断，村民们认为
他是“神经病”。

“那时，我天天钻研香品，不
管家，老伴对我又恨又怜。农闲

时，她还去挖树根，准备制香原
料，没有她的支持，我坚持不到现
在。”回忆当年的艰辛，耿发旺对
老伴满是感激。就这样，耿氏香
在耿发旺的带领下实现新生，并
频频现身全国各地的祭拜活动
中。2003 年，他的“耿氏发旺香”
外观设计被申请专利。

2003年10月，在世界客属第18
届恳亲大会期间，耿发旺制作的被
寓意一脉传承、同根同源的九尺九
寸长的高香和他发明制作的高5米、
重 10余斤、共计 98圈的塔形“中华
盘龙香”一炮而红，赢得一片赞叹。

2004 年 4 月，在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上，“耿氏发旺香”名扬各界。

2008 年 9 月 9 日，在中原大佛
建成时，耿发旺亲手制成的一根两
丈零八尺的长香，被誉为“世界和平

第一香”。
…………
耿发旺不仅带着耿氏香复活,还

让耿氏香扬名各地。耿发旺对记者
说：“经过大胆创新，目前，耿氏香不
再只是祭祀用品，还具有驱虫保健等
功效，且香产品也多达20多个品种。”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耿氏香

虽然发展了诸多种类，但制香技艺
却面临传承的尴尬。“现在很多年
轻人不愿学做香。”耿发旺有些难
过地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 67 岁，
但村里没有年轻人愿意学这门手
艺，他担心再过二三十年，这门老
手艺可能面临失传，盼望着有人来
学习和传承。

“千年香村”传奇
本报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明星 文/图

新郑市龙王乡耿坡村是远近闻
名的制香村，据传该村有上千年的制
香历史。村民耿发旺是村中耿氏制
香技艺的传承者、实践者、推广者，他
所继承研制的耿氏香被广泛使用在
各大祭祀仪式和众多寺庙中，因此耿
氏制香技艺入选郑州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昨日，记者前往耿坡村，了
解千年制香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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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好的耿氏香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张效
强丁伟）启动“名校长工程”；县财政每
年安排不低于 2000万元的专项资金，
设立“奖教资金”；三年内完成城乡标准
学校建设，实现县域内教育均衡发展，
彻底消除大班额现象……这是中牟县9
日召开庆祝第三十一个教师节暨表彰
大会传出令人振奋的消息。

此次中牟县出台的一系列举措，
目标就是全力塑造中牟教育品牌，打
造中牟教育强县——

科学调整学校布局。撤并单个年
级不足 50人的小学教学点，实施义务
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力争3年内
全部实现规模化办学。

减少非教学人员的数量。今年

起，教体局机关、体校、活动中心、教
研室、进修学校、各中心校等机构人
员只出不进，中小学内设机构、领导
职务人数只减不增；凡是教师人数在
100 人以下的学校，校长必须带头担
任教学任务。

调动教师队伍积极性。在稳定农
村教师队伍基础上，鼓励更多的优秀
教师到农村薄弱学校任教；建立健全
完善中小学校长聘任制、任期目标责
任制、交流制和末位淘汰制，启动“名
校长工程”，选拔优秀校长到高等院校
进修学习。

明确办学目标。到 2018年，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在 95%以上，公办幼儿
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覆盖率在 85%

以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率巩固
在 100%；初中毕业生 95%以上升入高
中阶段学习，普及高中教育；职业学
校学生就业率 98%以上；骨干教师、学
科带头人达到教师人数总量的 30%；
三年内完成城乡标准学校建设，实现
县域内教育均衡发展，彻底消除大班
额现象。

明确激励机制。在严格落实教师
绩效工资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
教师奖励比例和奖金额度，中牟县设
立奖教助学基金，县财政每年安排不
低于 2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奖励
在教育、教学、教研工作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重点奖励学
科带头人、教学能手及一线优秀教师。

中牟每年拿两千万元重奖优秀教师

本报讯（记者 史治
国 通讯员 蒋士勋 闫智
勇 文/图）近日，荥阳市汜
水镇虎牢关村黄河滩地
谷子喜获丰收，大型收割
机来来回回穿梭其间，昔
日的古战场，今天再次热
闹起来。望着金灿灿、沉
甸甸的谷穗，农民脸上乐
开了花。

“今年，我们种植谷子
500 余亩，亩产在 600~700
斤，每亩能挣 1000 多元，
比 种 玉 米 每 亩 增 收 300

元，而且绿色生态、无公
害，已与收购厂家签订了
合同，不愁销售问题。”荥
阳三英农机合作社社长高
根庆告诉记者，合作社利
用黄河滩地的地理优势和
谷子的喜高温、耐旱稳产
的特性，采用免间苗谷子
精播技术，提高了出苗率，
降低了劳动力。

“我们的谷子从选地
轮 作 、精 细 整 地 、精 播 、
田 间 管 理 到 收 割 ，全 程
实施机械化耕种收。”高

社 长 说 ，通 过 对 联 合 收
割 机 进 行 改 装 ，既 可 收
小 麦 、大 豆 ，也 可 收 谷
子 ，进 一 步 提 高 了 收 割
机的使用效率。随着土
地流转和承包土地的增
加 ，今 年 准 备 新 购 置
1404 型号的大型拖拉机
及 搂 草 机 、打 捆 机 和 自
动 灌 溉 等 农 机 设 备 ，扩
大谷子种植面积。

图为大型收割机正在
虎牢关村的谷子地里忙
碌。

虎牢关下谷收忙

9月7日至8日，新郑市第二届群众文化节“百千万”文化
惠民工程戏迷擂台赛开赛。15名戏迷选手、9支小品小戏队
伍展开角逐，为市民群众献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

本报记者 高 凯 摄

荥阳治理干部因私出国（境）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潘婷 李琼）近日，荥阳

市集中开展了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专项
治理工作，对全市 98 个市直单位和乡镇（街道）进行了

“地毯式”清查,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的
监督管理。

荥阳市委组织部联合公安局出入境管理中心、人社
局召开干部监督联席会议研究相关事宜，通过向各单
位下发清查通知，安排各单位查询时间，查询前一日电
话提醒，查询当日专人协助，查询完毕及时催报信息，
有效地落实和推进了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目前，该市
各单位都已完成对本单位公职人员持有因私出国（境）
证件情况及 2013年 1月 1日以来出入境情况的查询。

巩义向科技示范户发放肥料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米永刚）昨日，记者从

巩义市农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推进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
目的实施，切实提高农业科技示范户的积极性，充分发挥
其示范、辐射带动作用，该市 2015年度基层农技推广补
助项目物化补贴开始发放。

记者了解到，示范户物化补贴是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
目实施的重要环节，本次物化补贴发放自8月15日开始，
要求9月25日前全部发放到位。为确保物化补贴及时、准
确发放到每位示范户手中，巩义市农委制定了统一的物资
发放台账，技术指导员在物资发放中，向示范户耐心讲解
了发放的肥料施用技术知识，并由农户签字确认。按照相
关安排，巩义市农委此次将组织47名技术指导员进村入
户，为全市475家科技示范户发放价值18万元、共计77吨
的氮磷钾三元素复合肥，截至目前，已发放肥料38吨。

新郑“三抓”优化城区环境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边艳）昨日记者从新郑市

了解到，当地积极推行“三抓”加强城区环境治理，目前城
区机动车辆初步实现有序停放，占道摊贩明显减少，市民
群众普遍反响较好。

据了解，该市“三抓”包括——
“抓宣传，营造氛围”：及时发布取消人民路、中华路、

玉前路部分临时停车位通告，并规定主次干道机动车辆
停放标准和禁停区域；制作便民疏导点、夜市摊群布局地
图，通过微信、微博等媒介广泛宣传，提醒市民群众文明
出行，摊贩自觉规范经营。

“抓建设，夯实基础”：建成投用人民西路公共停车
场，满足附近市民群众停车需求，有效减少乱停乱放现
象；设置19个瓜果蔬菜疏导点、2个便民服务点、1个夜市
摊群，引导流动摊贩进疏导点经营，腾出道路通行空间。

“抓重点，强力管控”：以人民路、中华路、玉前路、炎
黄广场、百家姓广场等为重点，发挥6辆道路清障车等作
用，采取拖移、贴单处罚相结合措施，严管重罚乱停乱放
现象，有效维护了道路交通秩序；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工
作机制，加强巡查，及时劝离即将违章停放的车辆，有效
缓解了交通拥堵压力，并提高了道路通行率。

新郑专项审计慈善资金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沈朴）为加强慈善资金使

用管理，近日，新郑围绕“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
这一主题，对本地慈善资金筹集、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
首次专项审计。

据了解，本次审计工作从绩效审计角度入手，将慈善
资金总体规模、收支结构、物资、资金运作、资金使用社会
效益作为重点审计内容，同时还对善款使用进行了审计。

经审计表明，2012至2014年度，新郑市慈善总会接受
慈善资金1580.65万元，支出资金1549.07万元。其中，开
展“爱心成就梦想”和“牵手工程”两项助学资助活动，共发
放助学善款108万元，帮助373名贫困新生圆了大学梦；开
展“慈善SOS”紧急救助项目，实施大病救助229人，支出
善款94.16万元，实施临时救助1642人，支出善款67.72万
元；开展“爱在夕阳”助老项目，解决辖区14个敬老机构生
活设施问题，支出善款119.82万元。其他支出项目也进行
了审计，并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了公开和总结。

巩义近五千万元
计划投资义务教育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巩义市委宣传部
了解到，省教育厅日前对河南省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进行通报，巩义市项目
开工情况名列直管县第二名，受到充分肯定。

据了解，巩义市“全面改薄”工程按照“缺什么、补什
么”“补短板、保基本”的基本原则，计划总投入4876万元，
使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尤其是农村薄弱学校逐步实现校舍
安全达标，教学辅助用房、运动场、课桌椅、图书等学习、生
活设施满足基本需要，到2018年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
办学条件达到国家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提出的“底线要
求”。目前，巩义2014至2015年规划的39个校舍建设项
目中，已完工项目4个，在建项目23个，进入招投标程序项
目2个，完成招投标准备开工项目4个，正在设计和预算的
项目4个，正在征地的项目2个。此外，设备及图书购置类
项目分为生活设备、课桌椅、图书等八大类13个标段，计
划投入1090万元，目前已完成招投标11个标段。

新密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蔡栋丽）为进一步保障新

密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日前，新密市政府再次提高
城乡低保标准。

根据新密市政府发布的公告，从第三季度起，新密城
市低保标准从每人每月470元提高到520元，增加10.6%；
农村低保标准从每人每月 260 元提高到 290 元，增加
11.5%。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标准从每人每年6240元提高
到6960元，增加11.5 %，分散供养标准从每人每年3744元
提高到4176元，增加11.5%。此次提标，将惠及新密10234
户低保家庭，2560名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更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