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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速递

本报讯（记者 张立）国庆假期是环保
“冬防”攻坚第一周，新郑市大气污染防治
实现冬防战役开门红。这得益于新郑市
科技开路、精细管理、措施配套的智慧治
污新举措。

“新建路街道商业街 PM2.5浓度较高
……”在新郑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督导组
的一间办公室，十几名工作人员正盯着电
脑显示屏上的数据图表，图表上显示的是
新郑主城区空气质量数据。“商业街农夫
大盘鸡油烟直排……”几分钟后，食药部
门执法人员赶到违规排放的饭店，饭店当

即停止排放。在新郑，这套从北京引进的
高科技空气污染监控系统已经运行了半
年多，覆盖了整个新郑城区，24小时不间
断运转。此外，该市还投入 260万元购置
大型气颗粒物走航观测车，投入 150万元
购置箱式移动监测站，监控污染物形成原
因并及时研究对策。目前，新郑市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累计投入资金1.15亿元。

在科技开路的同时，精细化管理机
制是新郑智慧治污另一创新。为形成精
细化治污管理机制，新郑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市政协“一把手”亲临一线，带队

开展环保执法夜间巡查。市委办、政府
办、环保局、住建局、交运局等部门联动，
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共建设一级网格
15 个，二级网格 199 个，三级网格 610
个，网格长共计 4891 人。同时建立督查
制度，采取“挂牌督办与下发通报相结
合、白天督查与夜晚督查相结合、重点督
查与普遍督查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共督
查发现各类问题 1239 件，挂牌督办 282
件，下发督查通报 42期。

为实现措施配套，该市还加大问责力
度，市纪委和相关职能部门先后对 7个单

位进行通报批评，对 5名责任落实不到位
的责任人实施通报，对 2名责任落实不到
位的负责人实施约谈，对10名企业负责人
实施约谈，对3家企业实施立案查处。

今年以来，新郑先后开展了“散乱
污”企业取缔整治、工地扬尘、工业企业
污 染 治 理、渣 土 车 集 中 整 治 等 专 项 行
动，突出重点，分类整治，空气质量持续
好转。截止到 10 月 12 日，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 183 天，达标率 64.5%；PM2.5 年
平均浓度为 63 微克每立方米；PM10 年
平均浓度为 123 微克每立方米。

科技开路 精细管理 措施配套

新郑市智慧治污力保蓝天

1982年出生的张长江，是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一名管
理干部，2015 年 9 月，被选派
到惠济区师家河村任驻村第
一书记。

初见张长江，这个教师出
身的“80 后”第一书记阳光朝
气，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工作
起来有种与年龄不太相仿的
沉稳。

师家河村下辖 11 个村民
组 7700 余人，村经济基础薄
弱，党组织涣散，村民矛盾纠纷
多，上访告状不断，连续多年被
市委组织部认定为党组织软弱
涣散村。

张 长 江 初 到 师 家 河 村 ，
村民、村干部对他也没有抱
太大希望。“老百姓不信任很
正常，我要用行动说话，用成
绩赢得百姓信任！”张长江充
满信心地说。他扑下身子，
访 民 意 、察 民 情 ，召 开 座 谈
会，听取意见建议，分析村情
民 意 。 在 掌 握 第 一 手 资 料
后，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工作谋
划在他脑海中浮现……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张长
江加强党员学习。为了提升班
子素质，他 5 次组织村干部外
出观摩学习，派 8 名村干部到
大别山干部学院和愚公移山干
部学院学习培训，带领全体党
员赴焦裕禄纪念园重温入党誓
词，学习焦裕禄精神。

2017 年 4月，师家河村党
支部作为试点，在惠济区率先
开展“三定三评”工作。两个多
月以来，通过支部定岗、党员认

岗、制定制度等，125名师家河
无职农村党员走上了服务群
众、义务奉献的工作岗位。

2017年 5月 28日，郑州市
首个村级微信公众号“美丽师
家河”开通上线。这项由张长
江主导开发的信息工程，使村
民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在第一时
间了解村务动态和相关政策，
师家河村的各项重大决策、紧
急通知也都通过微信公众号及
时向村民发布，做到了党务、村
务公开透明，拓展了农村党建
工作阵地，也意味着村民了解、
管理、监督村务工作又多了一
条渠道。

该村排水沟年久失修，污
水直排路上，严重影响出行。
张长江争取上级资金，修缮道
路 约 3000 米 ，新 挖 排 水 沟
2000米，安装路灯50盏。

教师出身的张长江了解到
村小学师资力量缺乏，图书室
藏书无法满足孩子阅读，他立
即发挥单位后盾优势，组建支
教服务队，派专业老师和学生，
开展支教活动 30余次，帮助学
校建立广播站，捐赠图书 2000
余册。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张
长江的带领下，师家河村党支
部工作作风、工作能力、服务能
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村党支部
因此摘掉了“软弱涣散党组织”
的帽子，还被评为“党建工作先
进单位”，他本人也先后获得

“优秀共产党员”“能干事、敢担
当优秀干部”“‘三有三带’优秀
农村党组织书记”等荣誉称号。

挥洒青春在乡村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张梦洁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
讯员 刘永超 单慧芳）“ 以 前
在 电 视 上 看 晚 会 ，完 全 没
有 在 现 场 看 到 的 震 撼 ！”
建 筑 工 人 张 建 设 兴 奋 地
说。 10 月 13 日晚，中建一
局 河 南 分 公 司 携 手 中 牟 县
在 建 安 置 房 —— 绿 博 安 置
区 项 目 工 地 进 行 慰 问 演
出 ，为 1500 名 农 民 工 兄 弟
送 文 化 ，这 是 中 牟 县“ 双
优 ”“ 双 带 ”文 化 惠 民 活 动
第 209 站。

据了解，由中建一局河
南分公司建设的中牟绿博文
化产业园安置区项目，是同
时在建的民生安居工程，是

河南省重点民生工程，工程
规划总占地约 1209.6 亩，建
筑面积 348万平方米，合同额
82.6亿元，包括住宅、商业、学
校、礼堂等配套设施，建成后
可安置3.4万余人。

通过送文化进工地，中牟
县政府、受惠群众和奋战在一
线的建设者一起放歌，进一步
汇喜气，鼓士气，扬正气。

中牟县人民文化馆、中建
一局员工和农民工代表共同
表演了《我们工程人》《祖国
颂》《社区新唱》等 12个节目，
涵盖舞蹈、歌曲、小品、情景
剧、诗朗诵等节目形式，具有
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

中牟文化惠民走进工地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
讯员 娄璞）近日，管城区举行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我们怎
么办”主题演讲竞赛活动，经
过激烈角逐，二里岗街道办
事处铁路新村社区书记李倩
获得一等奖。

管城区紧紧围绕以“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我们怎么
办”为主题，开展了各种主
题鲜明、意义深远的活动。
通过组织开展演讲比赛，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将个人理
想和追求融入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中去，树立建设国家
中 心 城 市 的 责 任 和 担 当 。
本次演讲竞赛活动，由管城
区委宣传部和共青团管城
区 委 共 同 举 办 ，从 26 名 参
赛选手中遴选出 12 名优秀
选手参加演讲竞赛。12 名
选手结合自己实际工作和
岗位特点，以激情飒爽的姿
态、声情并茂的演绎、真挚
生动的情感，畅谈基层工作
者如何结合自己的工作为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贡献青
春力量。

管城区主题竞赛激发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
讯员 孙淑霞）前日，在嵩山
脚下登封市西郊，一声令下，
郑州市森林防火竞赛比赛演
练在登封市拉开帷幕，全市 4
支队伍、80 名专业森林消防
队员同台竞技。

此次竞赛分队列训练、
高 压 脉 冲 水 枪 演 示 、负 重
越 野 、火 场 指 挥 与 扑 救 四
个 环 节 。 演 练 中 ，登 封 市
指挥中心接到林区群众报
警西坡山附近发生森林火
情 ，火 势 凶 猛 。 各 森 林 消

防队接到灭火命令后紧急
出发，集中优势兵力，使用
水 枪 、灭 火 弹 等 多 种 手 段
压制火势。经过近 30 分钟
的 紧 急 救 援 ，成 功 扑 灭 此
处森林大火。

此次全市专业队伍森林
防火竞赛及演练，有效检验
了全市各级指挥员和专业森
林消防队伍应对森林火灾的
应急响应、指挥调度、协同配
合和综合扑救能力，为郑州
市秋冬季节森林防火工作顺
利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郑州市森林防火
实兵演练在登封举行

花园路街道通信花园社区联合第二实验中学开办的每周五家政课堂开课了。
在老师的指导下，一朵朵色彩艳丽、造型丰富的丝网花从学生们手中诞生了。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退休女工刘景兰，10年间用毛
线手工编织出上万件作品，由于绝
大多数艺术品都是各种各样的动
物，个个憨态可掬，惟妙惟肖，家中
俨然成了“动物世界”，让参观的市
民啧啧称奇。

昨日上午，记者慕名参观了杜
岭中街 158号院刘景兰的“动物王
国”。一进入家中，就被眼前的情景
惊呆了：只见桌面上、衣架上、纸箱
里全是毛线编织的手工品，绝大部
分都是动物，或立，或卧，或挂。纸
盒上，6只毛茸茸的鸵鸟格外引人
瞩目，它们个头不一，神情各异；桌
面上，12生肖整齐排列，还有袋鼠、
蜻蜓、熊猫……个个憨态可掬，神情
自若。

“刘大姐巧手编织的‘动物世
界’，很多市民都知道，在我们这一
片小有名气。”金水区巡防队员李先

生说，在他这个热心人牵桥搭线下，
不少市民来参观过，都纷纷点赞。

“这些手工作品原材料都是五
颜六色的毛线，它们都是我一针一
线钩织出来的。”刘景兰告诉记者，
10年前她从单位退休，退休后的她
一度无所事事，于是试着用废弃的
毛线下脚料编织小动物，而这一编
就是整整十年，编织出的工艺品已
经有上万件。

“今年的园博会盛会我也应邀
参加，带去的 4只鸵鸟造型编织品，
刚一展出就被一位游客花400元买
走了。”刘景兰告诉记者，她目前最
大心愿就是建一个“动物园”，把编
织的动物摆放进去，“这需要不小的
地方，还需要木工帮忙，有流水、桥
梁、树木和假山，我一个人办不了。”
刘景兰说，如果有市民感兴趣，想学
习这门手艺，她很乐意免费教。

巧手织出“动物世界”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李四信 文/图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文/图）小相野菊
花、侯地小米、四合冬枣……昨日上午，为
期三天的巩义市鲁庄镇第一届特色农产品
展示会开幕，一款款原生态农产品，一幅幅
精彩的农民书画作品搬到了巩义市体育馆
的展架上。

本次农产品展示会为期三天，围绕鲁
庄镇特色农产品、工艺美术品展示主题，共
设置 30个农副产品展棚和 10个文化产品
展棚，意在充分展示鲁庄镇生态、绿色农副
产品独特风味和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成果，
为鲁庄生态农业、文化产业发展搭建新平

台，创造新发展。
记者了解到，作为巩义农业大镇和强

镇，近年来，鲁庄镇各村因地制宜打造本村
特色产业，形成以念子庄特型花木苗圃，桑
家沟、四合、李家沟优质葡萄，侯地片区优
质小米，后林、曹河、侯地的核桃种植，小
相、赵城的野菊花种植及四合冬枣等几个
特色农业产业基地，每年产品产销两旺，群
众的收入逐年提高。文化方面，通过政府
免费开办农民书画培训班，聘请知名画家
为导师，培养既会田间耕种又会操笔绘画
的农民画师200余名。

巩义鲁庄镇举行特色农产品展示会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陈晨）近日，管城区陇海马路街道
办事处“孝老爱亲，传承美德”大讲
堂正式开班，成为提高干部职工道
德修养和文明程度的重要平台。

为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全 面 提 升 干 部 职 工 思 想 道 德 素
质，陇海马路街道办事处文化站
经过精心筹划和认真准备，专门
开设“孝老爱亲，传承美德”大讲
堂，邀请道德模范和身边典型，
进行巡回宣讲，通过“听一首歌
曲、讲一个故事、诵一段经典、学
一个模范、做一番点评”来感恩

父母，孝老爱亲。同时，用身边
人讲述身边事，大力弘扬中华民
族道德力量，营造“积小德为大
德，积小善为大善”的良好风气，
不断提升居民的文明素质。本次
道 德 讲 堂 分 为 自 我 反 省 、唱 歌
曲、学模范、诵经典和送吉祥等
八个环节，吟唱经典歌曲，观看
感动中国专题片，聆听孝老敬亲
故事，引导大家从自己做起，从
现在做起，尽自己的能力，做一
个心存感恩的人，做一个孝老爱
亲的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营
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李
绍光）昨日，记者从新密市了解到，
3进 6出、双向 9车道，投资 1.6亿元
的新密市高速公路五里堡站全面通
车。这是新密市第 8个高速公路出
入口站。

据了解，近两年来，环绕与过境
新密市的高速公路快速发展，而当
地亦是非常重视高速公路站点的合
理布局和建设投资，8个站点共投
资 12个亿。目前，新密市高速公路
站点数量居全省县市首位，成为为
数不多、高速公路网高度便捷发达
的区域。

倾力发展高速公路站点，打造
“域外畅通、域内便捷、纵横交织”的
大交通路网体系，是新密市重点惠
民工程。为此该市委、市政府成立
领导小组，书记市长任组长，推动相
关工作开展。交通部门和沿线乡镇

周密筹划，确保工程建设，其中站点
区域群众更是不计个人得失，积极
搬迁，有效保障了工程进度。

截至目前，郑少高速新密北站
等 3 个站口，商登高速 3 个站口以
及郑尧高速改扩建的 2 个站口全
部建成。这些高速和正在规划建
设的焦平高速构成“井字形”高速
公路网。另外，该市区域内 8个出
入口站从 8个方位互联互通，形成
了覆盖辖区所有乡镇、办事处的快
速网。加上，正在规划筹建的 9个
高速站口，计划两年内建成，届时
新密高速站口将达 17 个，有望成
为全国高速公路站点最多的县市
之一。

高速公路站点多，对接路网发
达，极大方便了新密市民出行，该市
居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在 15
分钟之内进入高速公路。

累计投资达到12亿元

新密市高速出入口增至8个

陇海马路街道开设
“孝老爱亲传承美德”大讲堂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胡舰
文 文/图）社区舞蹈班，舞出“精气神”。
蓉湾社区居民舞蹈班近日进入紧张排练
阶段，居民学员们准备参加社区的文艺
汇演。

《九 九 艳 阳 天》《社 员 都 是 向 阳
花》……上周六上午，一首首欢快的歌曲
在管城区蓉湾社区舞蹈排练室响起，一群

居民随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每个人都
很投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出自信阳光的
笑容。志愿者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舞者，
她要带领学员们抓紧排练好几支压轴舞
蹈，即将参加社区的文艺表演活动。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该社区舞蹈
班成立于今年 8月，成立之初才 10人左
右，如今已发展到近30人。

社区舞蹈班舞出“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