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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故里·出彩新郑”摄影大赛获奖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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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五年，弹指一挥，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即将在今年年底画上句号，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提上日程。对每
一个新郑人来说，即将过去的

“十二五”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
词汇，或是安居、升学，或是工
作、创业；相同的是，每一个人都
在为心底的那个小小梦想而奋
斗、执着，正是这小小的、不同的
梦想，汇聚成我们每一个人的中
国梦。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在
“十三五”规划渐行渐近之时，对
过去五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轨
迹进行回顾和梳理，无疑是下一
步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重要参
考。本报自今日起，将刊发系列
报 道《回 眸 十 二 五 精 彩 看 新
郑》，敬请关注。

眼下，正值农田深松整地的最佳时期，
10 月 19 日，在新郑市郭店镇大杨庄村的田
间，人头攒动。

“这种小麦深松整地施肥播种机，能一
次完成深松整地、化肥深施、播种、镇压等作
业，过去几天的工作量20分钟就干完了。不
仅不破坏土壤结构，还抗旱、保苗。”经新郑
市农委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全能的“大家伙”
立刻引来农民们的“围观”。据了解，这款机
器是该市首次引进推广，目前已在新郑作业
1200亩，逐渐成为农民们的香饽饽，预计作
业面积将达3500亩。

对于先进的机械化农机，新郑的农民
一直不陌生。在之前的夏收工作中，该市
农机推广中心推广的新式玉米收割机、花
生收割机等，就备受农民好评。大量新农
机的“入编”，成为新郑现代农业前行的“大
马力推进器”。目前，该市农机总动力达
99.14万千瓦，农业机械达 3.7 万台（套），农
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2%，高于
国家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标准 7 个百分
点，去年该市荣获“省级平安农机示范县”
称号。

为什么新郑对农业机械装备有这样的
内在需求？这得益于该市不断强化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让
机械化农机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去年以来，
该市先后在梨河、城关、辛店、郭店等乡镇实
施高标准农田建设15万亩，目前新郑高标准
农田达 39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 78%以上，高
于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标准3个百分点。

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的同时，新郑又潜
心钻研如何强化农业产业化经营。近几年，
该市大力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
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达
480多家，农户入社率达到 62%；不断发展农
业产业化集群，现拥有各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68家，好想你枣制品、雏鹰生猪、白象食
品更是被省政府认定为省农业产业化集
群。而在农业产业化推进的过程中，最终收
益的还是当地群众，龙头企业年销售达 182
亿元，带动农户 10.6 万户，吸纳安置农村劳
动力2万多人。

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
新郑有效构建了“优质粮油、现代畜牧、特色
果蔬和农产品加工”四大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实现了“特色种植、标准化养殖、农产品
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化，已初步形
成了以区域特色农业为主导、涉农企业为龙
头、城乡互动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今年

1月，新郑被农业部确定为第三批“国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

现代农业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新
郑根据自身农业现状，量身定制了“北部都
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南部高标准粮田优
种示范区”和“红枣产业示范区”三大都市型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目标。目前，三大示范
区已经入驻农民企业 48家，流转土地 9.4万
亩，完成投资 23.8 亿元，建成蔬菜、林果、花
卉苗木、休闲观光等特色农业园区 30多个，
初步形成了“一园一特色”“一园一景观”的
现代都市生态农业发展新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为实现农村土地的连片
流转、规模经营，新郑市坚持“依法、自愿、有
偿、有序”的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在挖掘土地潜力的同时，带动农民劳动力就
业和增收，实现多方共赢。截至目前，该市
农村土地流转达 15.8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31%，涉及农户3.4万户。

如今的新郑，正朝着“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目标，用生态化、
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理念引导农业，用现代产
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科技信息装备农
业，逐步闯出了一条“山水田、产城园、健养
闲”的现代农业精品之路。

新郑开拓现代农业精品之路
本报记者 刘佳美

中国发展研究院领导到新郑考察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高凯）10月 20日上午，中国发展研究院

执行院长章琦一行到新郑市考察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郑市领导
王广国、刘建武、王效光等陪同。

章琦一行先后到具茨山扶贫搬迁项目、轩辕湖公园、行政审
批服务中心、孟庄镇潮河新城社区实地参观考察，详细了解该市
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新郑市委书记王广国详细介绍了
该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做法。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
试点，新郑市着眼于“四个全面”战略，在解决好“三个1亿人”的问
题上找定点，按照“四集一转”和“四个城市化”的要求，结合实际，
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破解城市、城乡两个二元结构的新型城镇
化为主要目标，以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农民就近城镇化为主要
任务，通过产业驱动、产城互动、城乡一体的路径，提高土地资源
配置和使用效率，努力探索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郑模式”。

听取介绍后，章琦对该市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区位优势和
产业集聚发展表示出极大兴趣，希望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寻
找合作机遇，共同发展。

郑州市考核新郑前三季度综合工作
目标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完成情况

本报讯（记者 赵丹 刘冬 吉祥）10月23日，郑州市绩效考核
办副主任黄莹带领考核组到新郑市考核前三季度综合工作目标
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完成情况。新郑市领导刘建武、刘德金、
关民安等陪同。

考核组先后到华南城、龙湖镇东苑社区、郭店镇华阳寨社
区、好想你红枣工业园、具茨山社区、解放北路社区等地实地察
看。在召开的座谈会上，考核组听取工作汇报、查看核实相关材
料，对新郑市前三季度综合工作目标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完
成情况给予高度评价。

2015年，新郑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为新开工棚户区
改造安置住房 6427套，基本建成 3030套。截至目前，已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新开工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 6675 套，完成率
104%；基本建成3438套，完成率113%。

新郑申报“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
和成人教育示范县”进行省级考核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10月 20日，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到新

郑，对该市申报第三批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
进行省级评估和考核。该市领导缑云峰、王海民陪同。

座谈会上，专家们听取了该市在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工作方面的工作情况，并查阅了相关文字材料。随后，专家们实
地到新郑市中等专业学校、和庄镇成人教育学校走访了解情
况。通过实地察看和走访，专家们对该市积极构建现代职教体
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从“我是一个兵”到“人民调解工作
者”，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而王文戌
却在两者之间成功完成跨越。

2006年10月，王文戌从部队专业到
新郑市司法局，多年来，他用自己的努力
工作生动地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
行、精一行”这句话。

初见王文戌，你能清晰感受到他办事
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他分析问题，总是
切中要害，而总结问题，也是思路清晰，言
简意赅，毫不拖泥带水。

他负责的基层科，担负着人民调解、
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等任务，是司法局最
忙碌的科室之一。尤其是人民调解工
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范
围广，任务重。

2008年是新郑市开始实行专职人民
调解员制度的第一年。既没有基础，也
没有经验，一切从零开始，王文戌带领科
室人员深入基层，认真做好调查研究，摸
清全市人民调解工作底数，制定了专职

人民调解员选聘的方案和一系列程序，
最终在全市349个行政村（居委会）选聘
出1047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同时，他又
用两个半月时间走遍了全市300多个行
政村调查研究，写出《浅谈新时期如何做
好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在国
家级杂志上发表，为下步的人民调解工
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王文戌负责的所有工作都是跟基层
打交道，所以一周里他几乎天天下乡。“每
天早上7点多到单位，常常屁股还没挨着
椅子，就需要下到村里去！”王文戌笑着告
诉记者。

不管是调解纠纷，还是安置帮教对象，
王文戌面对的都是一些“不好打交道的
人”，所以每次下乡之前，他总是提前做好

“功课”，详细了解对象的具体情况，相关的
方针政策，然后制定具体的针对办法。

因为常年调解纠纷、帮教刑满人员，
王文戌现在几乎成了半个“心理专家”，他
特别能理解调解对象和帮教人员的心理，

在和他们的谈话中，王文戌总是尊情循
礼，有理有据，获得对方的肯定。在和帮
教人员接触中，还有不少成了王文戌的朋
友，思想上有什么想不开的，都习惯来找
他聊聊。

在工作中，王文戌总结出“三勤一耐
心”工作法：“三勤”就是勤动脑，就是通过
观察当事人的形态表情来了解当事人的
心态和思维倾向，从而明晰调解思路；勤
动口，针对纠纷的疑点进行询问当事人，
勘定是非，进行调解；勤动脚，对纠纷有疑
点的不轻信陈述，要亲临现场掌握具体
情况，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一
耐心”是耐心倾听纠纷双方的意见，让他
们把心里话讲完后，他们才不会产生偏
见，调解才容易成功。

多年来，王文戌正是靠着对人民调
解工作的高度热情和责任感，任劳任怨，
心系群众，长年拼搏奋斗在基层，为新郑
的社会治安稳定、经济繁荣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

乙未年重阳节系列
文化活动精彩呈现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高凯）九九重阳节，浓浓敬

老情。10月 21日，在新郑市黄帝故里，乙未年重阳
节系列文化活动——黄帝故里拜祖仪式、老年人文
艺展演、志愿者服务活动等隆重举行。该市领导王
效光、李书良、陈莉、董建山、李志强、赵建武，原四个
班子老领导范金离、张石磙、靳瑞生，五老模范代表、
敬老爱亲模范代表、十佳老龄工作先进单位代表等
参加系列文化活动。

在百家姓广场，老年模特队、太极拳方阵、空竹
协会、老年秧歌队的表演，吸引了广大市民驻足观赏
和阵阵掌声。上午 9：50，乙未年重阳节拜祖仪式在
拜祖广场举行。拜祖仪式上，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优秀青年代表宣读了《敬老爱亲倡议书》，
并在倡议书长卷上郑重地签下名字，呼吁全社会传
承尊老敬老、爱老孝老的美德。

活动当天，新郑市还组织开展了医疗服务、法律
咨询等志愿者服务活动。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十八次主任会议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 通讯员 冯伟红）10 月
22 日，新郑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八次主任
会议。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李书良、王军生、孙阔、
郭明熙、王金灿、左建新、杨流出席会议。该市副市长
乔琳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关于新郑市水务局项目资
金使用绩效情况的报告》《关于新郑市林业局项目
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的报告》《关于新郑市社区物业
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新郑市质量强
市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该市人大常委会财经
工委关于该市水务局、林业局部门预算中项目资金
使用绩效情况的调查报告、该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
委关于该市社区物业管理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和
该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科关于该市质量强市工
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书良要求，关于部门
预算项目资金使用绩效工作，要进一步强化绩效
观念，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贯穿于整个管理和监
督全过程，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跟踪问责；
针对物业管理工作，要进一步充分认识做好物业
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加大物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力
度，加强物业企业管理和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同时
要积极探索建立物业监管的新机制；关于质量强
市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把质量强市工作
摆在突出位置，要进一步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和政策支持，树立起全面、全程、全民的质量关，形
成良好的工作氛围。

政协领导到龙湖镇
调研新型城镇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 陈扬）近日，新郑市政协领导陈
莉、马国亮、李中俊、李建国等，先后到龙湖镇林溪湾
住宅区、林锦店安置社区等地，实地调研龙湖镇新型
城镇化建设工作。新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保军
陪同。

通过实地调研，政协主席陈莉指出，希望龙湖镇
继续坚持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新型社区建设为
抓手，以商贸物流、居住休闲、教育培训等多元产业
为支撑，以推进新型城镇化六个切入点工作为载体，
实现城镇规模不断扩大，承载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结
构更加合理，综合实力显著提高。

本报讯（记者 刘冬通讯员刘帅）近
日，新郑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前
三季度新郑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
展,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42.1亿元。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5.4亿元，增长4.5%；
第二产业增加值254.3亿元，增长10.0%；第
三产业增加值172.4亿元，增长12.9%。

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全市夏粮总
产量144100吨，比上年增加4999吨，同
比增长3.6%。

工业生产缓中趋稳。全市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17.43亿元，同比增
长 10.4%。多数行业保持增长势头，全

市3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有21个行业增
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占70%。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 362.8亿元，同比增长
19.3%。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4 亿元，下
降 12%；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79.1 亿元，
下降 5.9%；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279.7亿
元，增长29.7%。

商品销售稳中有增。全市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完 成 145.9 亿 元 ，增 长
19.1%。分城乡来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22.4亿元，增长19.3%，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23.5亿元，增长18.4%。分行业看，批

发业零售额8.6亿元，增长20.0%；零售业
零售额116.4亿元，增长19.3%；住宿业零
售额0.6亿元，增长16.5%；餐饮业零售额
20.3亿元，增长17.6%。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全市地方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 43.5 亿元，同比增长
26.8%；其中，税收收入 30.6 亿元，同比
增长 15.6%；税收收入占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的比重达70.3%。

金融市场稳健运行。截至 9月底，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471.5亿元，较
年初增长 22.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331.9亿元，较年初增长40.9%。

新郑市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016年为民办实事建议

本报讯（记者 吉祥 通讯员 秦龙）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和建议，办市民群众最想办的事情。日前，新郑市委、市政
府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016 年为民办实事建议，截止日期
为 12月 20日。

据介绍，近年来，新郑市委、市政府坚持走群众路线、高度
关注民生改善，并将每年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十件实事”
列为辖区发展的大事来办。通过办好这些为民实事，政府和
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些热点民生问题也得以有效解
决，而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民生活质量也得到
全面提升。今年，为继续办好群众关切的“十件实事”，当地决
定明年继续集中财力，将群众最关心、最想办的问题和事情办
好、办扎实。

本次意见和建议的征集原则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着眼
长远、着力当前，量力而行、当年完成”，同时坚持把群众呼声和
需求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并根据轻重缓急，选取群众反映最强
烈、迫切需要解决以及对辖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
事项进行办理。征集内容包括支农惠农、就业创业、科教文化、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环境治理、食品药品安全、民生
基础工程、困难群体救助等。

征集方式有以下几种：通过邮寄信件或发送电子邮件提交
建议，邮寄地址为：新郑市人民路186号新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秘书科（邮编：451100，信封左下角注明“实事征集”字样）；电子
邮箱地址为：xzmsk@163.com，电话0371- 62693142。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李伟彬 文/图）10月23日，新
郑市第二届群众文化节“百
千万”文化惠民工程盘鼓大
赛 在 百 家 姓 广 场 隆 重 举
行。该市 16 支乡镇（街道、
管委会）代表队近千名人员
参加比赛。在经过两轮的
角逐后，和庄镇、新华路街
道、新村镇代表队获得大赛
一等奖。

“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盘鼓大赛举行

上级关注

草莓熟了 二等奖 李伟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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