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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观摩培训会在新郑召开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高凯）11月13日，郑州市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观摩培训会在新郑召开。郑州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裴保顺，新郑市领导王保军参加
会议。

与会人员先后到新郑市新华路小学、郭店镇鄢陵府
完全小学、龙湖镇实验小学等地参观学校的少年宫项目
建设，了解少年宫的设备配置及相关活动开展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裴保顺要求，郑州各县（市、
区）、学校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进一步提高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管理水平；要根据未成年人需求，丰富活
动形式，真正发挥少年宫立德树人功能；要着力加强
少年宫辅导员队伍建设，推进乡村少年宫活动的有效
开展,真正使少年宫成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阵
地、文体活动开展的基地。

黄标车治理淘汰
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11 月 13 日，新郑市召
开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推进会，传达了郑州市黄标车
淘汰工作现场会精神，通报了新郑市黄标车治理淘汰
工作进展情况，对该市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进行再强
调、再安排、再部署。该市领导刘建武、李占龙、赵建武
等参加会议。

据了解，新郑市全面开展黄标车淘汰工作以来，各乡镇
（街道、管委会）以及相关单位全力推进，截至11月12日，
累计淘汰黄标车1711辆，距离目标任务还有一定距离。

会上，新郑市市长刘建武要求，全市上下要进一步
统一思想、提升认识，全力推进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确
保11月底圆满完成工作任务；要进一步强化措施、密切
配合，全市各乡镇（街道、管委会）以及相关单位要牢固
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严格按照淘汰治理工作要求，分
工上各负其责，配合上紧密高效；要进一步加强监督、严
格奖惩，坚持日通报、周讲评、定期排名奖惩的激励机
制，确保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不走过场、不留死角。

算好“六本账”
——让群众生活无后顾之忧

整洁靓丽的居住环境，便利贴心的公共服
务，井井有条的社区管理——这一切已不再是
城市居民的专利，在新郑市，那些搬进新社区
的农民群众也享受到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近日，在孟庄镇潮河新城社区鸡王片区，
居民王宝莉带领记者参观了她家的新房子。

“你看现在房子通透明亮，三室两厅，自来水、
天然气、有线电视、光纤啥都有。”王宝莉向记
者说道，住在这么舒适的房子里，心里天天都
是美滋滋的。

而最让群众心里敞亮的是新郑市委、市
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实施的算
好“六本账”。

“给群众算明白了土地指标账、农民利益
账、资金运作账、就业岗位账、粮食生态账、社
会保障账这六本账，他们心里才会更加踏
实。”鸡王片区的文书王德才给记者算起了
账：以前，村民人均住房面积不足 30平方米，
安置新型社区以后，免费为每户提供2套以上
住房，人均面积 60平方米，其中，居住用房 50
平方米，商业用房 10平方米。同时，预留 10%
的商业房共9000多平方米作为集体资产进行
统一出租。

突出“六对比”
——让农民利益最大化

龙湖镇林锦店村，以前集体资产为零。安
置新型社区以后，自家住不完的房子还可以对
外出租。同时，村里还有4万多平方米的商品
房作为集体资产，增加集体固定资产4亿元。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新郑通过比资产、

比收入、比配套、比就业、比保障、比管理，真正
实现农民资产大增、收入更高、生活质量更好、
社会保障面更宽，让农民利益最大化。

像这样以“住宅+商铺”“住宅+出租房”
的模式增加资产、提高收入的新型社区不止
林锦店一个。为了适应新型社区建设后农
民生活成本和社会保障费用增加的现实需
要，该市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和增减挂钩腾退
结余的建设用地用于标准化厂房、出租门面
房、专业市场和工业项目建设，由集体统一
经营，使集体财产从无到有，让群众拥有长
期稳定收入。

不仅如此，新郑市在社区建设中按照“六
通、十一有、两集中”的标准进行配套建设，集
中建设了老年公寓、超市、诊所及供暖供气等
设施，开展了医疗卫生、治安巡逻、文化体育
和环卫保洁等“一揽子”服务。

强化“六大工程”
——让农民向市民转变

住进新型社区后，如何实现农民向市民角
色的转变？新郑推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
合作创业、文化惠民、现代农业示范、城乡居民

社会保障和行政效能提升“六大工程”。
在辛店镇桃源社区，举办的免费家政服

务培训班让当地群众津津乐道。此次为期15
天的培训，除了安排有家政服务基础知识、家
政礼仪、相关法律知识等内容外，更多教授的
是实际操作方面的知识，如家庭清洁、婴幼儿
护理、家庭养老护理技能等，得到了当地群众
的热烈欢迎。

让农民有事干、有岗位，才能有盼头。新
郑按照“一个社区一家企业，一个家庭两人就
业”的要求，社区布局按照“四临”（临城、临
镇、临干线道路、临产业集聚区）的理念，两公
里内至少有一家规模企业作为产业支撑，由
乡镇牵头，以社区为单位为企业签订就业协
议，以免费技能培训、免费推荐就业的“双免
工程”为载体，利用新郑丰富的职业教育资
源，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技能
培训，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不高、就业渠
道不畅的问题。

有了新房子、有了补偿金、有了稳定的收
入，然而农民群众还缺什么？还需要什么？
那就是精神寄托。

针对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问题，

新郑变“文化下乡”为“文化在乡”，积极开展以
“百支队伍、千名骨干、万家欢乐”为内容的“百
千万”文化惠民工程，通过招募志愿者进社区，
培训文艺骨干，为每个新型社区组建2支文艺
队伍，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目前，该市共
组织广场舞、戏曲、盘鼓等文艺集中培训12期，
培训文艺骨干和文化志愿者5000余人，组建各
类文艺队伍 1000余支，在农村营造了积极向
上、健康多姿的文化生活氛围。

如今，通过这“六大工程”，新郑市还建成
了新型农民协会总会和 13个乡镇分会，促进
农民增收400余万元；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
入驻农业企业12家，流转土地3万余亩。

带动“三集中”
——为发展鼓足后劲儿

新型城镇化给新郑带来了巨大变化，特
别是产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镇区集中、土地
向规模经营集中的“三集中”效应更加明显。

拿孟庄镇潮河新城社区鸡王片区来说，
原来该村总面积 3150亩，1700多人。按照人
均60平方米进行安置，该村共节约出190亩地
用于产业发展，承接从郑州市区外迁出来的
钢材五金市场，如今农民在六盛钢材、东鑫钢
构就业 379人，自主创业 36人，实现了群众安
置、资金运作及产业发展的总体平衡。

如今，通过产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镇区
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新郑淘汰了高污
染企业近500家，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企业由
2008 年的 4 家增加到 31 家，拉动了商贸服务
等第三产业，实现了干道经济向园区经济转
变、产业“小而全”向主导产业突出转变，在空
间上腾笼换鸟，产业上脱胎换骨。

家门口的新型城镇化
本报记者 赵聪聪

河南百强乡镇
新郑占据6席

龙湖镇位居第四
本报讯（记者 吉祥 高凯 通讯员 秦龙）近日，记者从

省政府网站获悉，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正式向社会发
布 2015年度河南省百强乡镇榜单，新郑市龙湖镇、薛店
镇、新村镇、辛店镇、城关乡、梨河镇榜上有名，其中龙湖
镇位居第四名。

近年来，新郑市抢抓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和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三区叠加”机遇，大力实施融入
大郑州、融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承接沿海地区
产业转移、承接郑州产业辐射的“双融入、双承接”发展战
略，强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引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和依靠
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建设“三大主体”工作，经济
社会保持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前三季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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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湖镇牢牢把握“抓改革创新、强投资开放、促结构转型、求
民生改善”总要求，深入实施“双融入、双承接”发展战略，
围绕省会卫星城的建设目标，以新型城镇化等“三大主
体”工作为抓手，统筹宜居教育、商贸物流、生态文化“三
城”建设，促成全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今年
1~10月份，该镇地区生产产值累计完成70.71亿元，占全
年任务的 88.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30.11亿元，
财政收入完成16.5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2.41
亿元，占全年任务的85%。

据了解，此次百强乡镇榜单是由省地方经济社会调
查队依据2014年全省乡镇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数据，
从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形成了25
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对全省1839个乡镇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进行综合评价，从而评出了2015年度全省百强乡镇。

新郑有200家企业
前三季销售超亿元
本报讯（记者 吉祥 通讯员 燕萍）近日，记者从相关

部门获悉，截至今年 9 月底，新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91家，其中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已经达到200家。

华南城为作为龙湖镇的龙头项目，在积极承接郑州
产业外迁的同时，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商户。
自去年8月份，小商品、五金机电、建材、汽摩配件四大市
场营业以来，吸引全国范围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和技术流高度汇聚，整合、提升各类分散的专业市场。
目前已进驻商户1万多户，从业人员达到3万多人。

而以服务郑州华南城等商贸企业为主营业务的乾龙
物流园，从开工到建设，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截至
目前，已吸引4家4A级物流公司成功入驻。

新常态下，新郑市围绕培育壮大三主三辅产业体系，
把招大引强作为战略重点，实施品牌战略，进一步提升发
展平台，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近五年来，新郑市共新招
引投资项目 224个，累计到位资金达 329.4亿元，产业平
台已经搭建，产业层次正在提升。总投资 600亿元的郑
州华南城项目建设创造了郑州速度，新郑商贸正由此流
通全国各地。薛店镇占全国市场份额 10%的方面食品、
15%的枣制品、14%的酱油均产自中原食品工业园，新郑
味道正源源不断进入全国人民的餐桌，华商汇、雪花啤
酒、首创、IBM等一批主导产业项目先后入驻，产业发展
规模和集聚效应凸显。

“患者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
的肯定”，说起这十年来，自己带着全院职工
把曾经冷冷清清的卫生院办成现在周边乡镇
甚至市区居民都来就诊的口碑卫生院，新郑
市和庄镇卫生院院长、党支部书记席彬显得
很谦虚。这一改变的背后，是有着 20年党龄
的席彬带领全院党员干部队伍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来的。

和庄镇卫生院于 2005年建成，2006年席
彬开始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职。上任之初，席
彬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状：由于该镇距离市
区医院仅5公里，周边3公里之内就有其他乡
镇卫生院2家，加上当时卫生院各种基础设施
不完善，镇区群众看病就医，经常“舍近求远”
到周边乡镇卫生院，甚至去市区医院。

“共产党员面对困难，就是要有迎难而上
的决心。”上任第一天，席彬召集院班子成员
和全院党员干部座谈，“作为医生，我们有义
务守护群众的健康；作为党员，我们有责任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
都要让卫生院发挥应有的作用，重新焕发出

生机和活力。”多年后，很多参会人员还记得
席彬说这番话时的那份斩钉截铁。

经过研究，席彬决定先从基础建设和设
备引进入手，打造卫生院全新面貌。很快，院
内绿化和硬化全部到位、病房楼卫生间改造
一新、病房内全部加装空调……并多方筹措
资金，新建了 600平方米的消毒供应室、中医
康复理疗室及餐厅，还引进双排螺旋CT、四
维彩超等一批先进医疗设备。今年3月，新病
房楼建成投入使用，病房内集中供氧、医患对

讲系统、中央空调等配套设施齐全，让村民在
镇里就能享受到和市区一样的住院环境。

住院环境虽然得到了改善，但席彬心里
清楚，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农村卫生院发展不
起来的局面，这些还远远不够，改革才是发展
的关键。

为此，该院按照公平公开原则，择优录用
技术人才,并引进研究生一名。建立中层干部
能上能下、职务能高能低的任用机制，推行岗
位竞聘。通过“派出去、请进来”，组织人员到

上级医院进修，请省级专家来授课。同时通过
大刀阔斧的改革，打破原有的“大锅饭”，实行
按劳分配，全员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后，全院
上下“彻底活了”。仅业务收入一项，从席彬上
任当年的210万元开始逐年上升，去年达到1800
万元。这背后是群众对该卫生院的认可和接
受，也是对该院医护人员技术的信任和肯定。

席彬常对医护人员说：“农民生活不易，
不少农民看病的钱甚至是东借西凑的，我们
若乱开药、多收费、收红包，良心何在？咱们
卫生院绝不能让患者多花一分钱！”为了给患
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卫生院聘请社
会监督员对医务人员各项诊疗行为进行监
督，公布医疗收费标准，加强物价管理，增加
收费透明度，对收费不合理的科室处以重罚。

不仅不让患者多花钱，席彬每天还会抽
出时间到病房走走，更是在手足口、甲流等疫
情防控期间，带着工作人员到重点区域进行
疫情防控，同事们评价她“太拼了”，她回应：

“只有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才能当好农民
健康的守护者！”

当好农民健康守护者
——记新郑市和庄镇卫生院院长席彬

本报记者 刘佳美

回眸十二五 精彩看新郑

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我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

新型城镇化之路究竟怎么走？全国各地都在探索。
五年来，新郑先行先试，大胆突破，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现代化，支撑
和带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去年年底，经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新郑被列为62个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之一。作为全国综合试点，新郑市继续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按照强化产业为基、
就业为本，就学牵动、住房牵动，社会保障、农民权益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一基
本、两牵动、三保障”的要求，算好“六本账”、突出“六对比”、强化“六大工程”、带动

“三集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福利。

本报讯（记者 吉祥 李伟彬
文/图）11月15日零时起，新郑市
集中供热正式开始。为确保今
冬供暖顺利有序进行，新郑市
早早启动各项准备工作，包括
储备煤炭，对锅炉、发电机等设
备检修维护，积极组织维修人
员，做好各供热站的设备维护
检修等。

据统计，今年，新郑市供暖
用户为 7000 多户，供暖面积达
127万平方米，供热时间将持续

到明年 3 月 15 日。为有效保障
供暖，当地供热部门专门对相
关供热设备进行了检修和维
护，包括对设备改造升级、对管
网进行维护、对系统进行调试
等，以确保供热期间供热设备
正常运转。

为 及 时 解 决 市 民 供 暖 问
题 ，新郑市开通 24 小时服务
热 线 62699001，62689001，市
民 如 有 问 题 ，可 拨 打 上 述 电
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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