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92018年12月14日 星期五 责编 王一博 校对 王玉萍 电话 56568175 E－mail:kdykdy666＠sina.com 县区新闻

新密发放创业贷款5912万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董明）今年以来，新密市以创业带动

就业，把创业担保贷款作为重要抓手，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截
至目前，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912万元。

新密市就业局发挥基层劳动保障机构作用，利用“春风行动”、精
准扶贫、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进行宣传，有效扩大了创业担保贷款的知
晓度和社会影响力。及时与经办银行进行沟通协调，对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及时协商解决，形成各部门之间“无缝隙”对接的良性运行
机制，共同携手推进创业担保贷款快速有序开展。在已发放的创业担
保贷款中，其中小微企业贷款 600万元、下岗失业人员贷款 2215万
元、高校毕业生贷款208万元、返乡创业农民工贷款2889万元，带动
就业1015人，完成年度创业担保贷款5800万元目标任务的101.9％。

新郑入户调查两千多家污染源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目前紧张开

展。记者昨日从新郑普查办公室获悉，新郑已组织完成 2000多家
污染源的入户调查工作。其中，工业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生活
源、移动源的入户调查完成率均达到100%。

此次普查的对象主要包括：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
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生、排放污染物的设施。
普查内容主要包括：污染源普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污染物种类和来
源，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

为了做好此次普查工作，助力美丽新郑建设，新郑市从2017年以
来，共组织 193名普查员走家串户，分门别类开展污染源普查工作。
为防止一些没有在相关部门登记信息的“黑户”企业成为漏网之鱼，新
郑市普查办派专人进行查缺补漏，确保真实反映全市污染源状况。

二七集中清理占道僵尸车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刘武军）为加强社区周边环境综合

整治，清除消防安全隐患，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近日，二七区城市
综合执法局对辖区长期占压城市道路的违法行为予以查处。

家住淮河路路砦社区附近的居民反映，小区停车场周边有僵尸
车长期占压人行横道、消防通道等公共区域。接到举报后，二七区执
法局应急中队的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一台白色东风牌
照的中型客车沿街逆向停放，车体不仅破旧不堪、锈迹斑斑，车辆周
围也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杂物。原来，该车辆是小区停车场的管理员
在引导车辆停放的同时，利用该车辆作为仓库放置物品来经营。核
实情况后，执法人员并未立即对其作出处罚，而是耐心地向当事人讲
解目前城市精细化管理、路长制等工作要求，以及擅自占压城市道路
等相关法律法规，告知其占用公共区域停放的车辆要进行拖离、杂物
要进行清理。最终，经过执法人员耐心的宣传与劝导，当事人对清理
工作表示理解，路砦社区周边的市容市貌又恢复了原貌。

东区规范治理道路停车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盼）昨日，记者从郑东新区管委会

了解到，为规范停车场管理，从本月初至月底，郑东新区停管中心联合
交警、执法大队、办事处等部门对辖区内所有道路停车泊位管理进行
规范治理。市民如发现有违规行为，可以打电话67179311举报。

连日来，郑东新区对本辖区内所有道路停车泊位进行规范管理，
重点打击停车位违规收费、无证人员收费、不按标准收费、收费不提
供发票、私设停车泊位等违规行为。郑东新区停管中心整合了辖区
内所有道路停车泊位信息，建立停车场建设台账，收费人员名录、停
车泊位台账。对投诉的问题路段会进行重点排查，做到一查到底、坚
决清除，高效遏制违规行为的多发趋势。截至目前，郑东新区共检查
辖区内 24处路内停车场，共计 630个停车泊位。24名收费人员中，
查处 7名无证上岗人员、9名替岗人员、6名未按规定收费人员、4名
仍在取缔停车泊位收费人员。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唐向伟 赵建峰
文/图）近日，由荥阳市住建局协调、郑州海特新材料
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运营的荥阳首个污泥无害化处
理项目顺利完工，投入试运行。

近年来，随着城市框架的不断拉大和城市人口
的持续增加，荥阳市污水处理规模日益增长，污水
处理末端的污泥产生量也越来越高，污泥本地化、
无害化处置迫在眉睫。为此，经过充分调研论证，
今年8月，在荥阳市住建局的大力协调下，该市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向社会公开招标污水处理厂
污泥无害化处理项目，郑州海特新材料有限公司经
公开竞标成功中标。

该项目位于科学大道与庙王路向东 50 米路
南，生产线采用好氧发酵——有机肥处理利用工
艺，经试运行，将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成功转化
为符合《NY525-2012》标准的有机肥，日处理污泥
能力达到 70~100吨，产出的有机肥可直接应用于
农田、果园等农业生产，也可作为农业商品进入市
场销售。

该项目的投入运行，不仅填补了荥阳市专业化
污泥处置的空白，使我市日产60余吨的污水处理污
泥废料得到无害化处理，还开辟出一条污泥资源化
循环利用的路子，使污泥变废为宝，为促进绿色循
环发展贡献力量。

廉政约谈“四杯茶”
防微杜渐扬清风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姚琪）“作为村党支部书
记，在微信工作群经常上传与工作无关的内容，中心工作
却推动不力，现对你进行约谈。”记者昨日获悉，刚建成一
个多月的荥阳豫龙镇监察清风茶室，已有 7名村组干部在
这里“喝茶”，接受豫龙镇纪委约谈。

荥阳市监委派出豫龙镇监察专员办公室挂牌成立后，
除办公室、谈话室等配套设施外，清风茶室也是充分运用

“四种形态”，经常对基层党员干部“红脸出汗”的“标配”。
清风茶室的茶共有四种：绿茶、黄茶、红茶和黑茶。一杯绿
茶律己，清白做人，干净做事；一杯黄茶提醒，重点岗位，拒
腐防变；一杯红茶明纪，吸取教训，知耻后勇；一杯黑茶亮
剑，以案促改，警钟长鸣。“四杯茶”分别适用廉政谈话、教
育预防、轻处问责、重处震慑，让谈话更具针对性、实效性，
实现“精准约谈”。

“12319”服务热线
亲情服务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牛利红）“小区里的水压
不够，到了用水高峰期，根本就没有水。”工作人员了解情
况后，立即派出抢修人员赶赴现场维修。昨日上午，管城
区二里岗街道办事处开展城市管理“12319”服务热线宣传
活动，把服务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

二里岗街道办事处联合管城区数字化指挥中心围绕
“占道经营、扬尘治理、环保”为主题，开展 12319公共服务
热线“亲情服务，贴心服务”进社区专题系列活动。发放宣
传手册、现场接受咨询、受理案件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宣传方式，使广大市民进一步了解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中
心、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的性质、功能、办事流程及
作用。通过“数字城管”、12319热线加强与相关部门协同
作战的能力，方便市民咨询和投诉。据了解，系列活动还
分别在凤凰路社区、燕归园社区和铁路新村社区进行，受
理广大市民投诉、及时解决城市管理问题，搭建市民与政
府之间的“连心桥”，真正做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让文明城市创建
成居民自觉行动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国军）不搞突击行动，通
过日常动态管理，持续让创建文明城市理念深入人心，转化
成居民自觉行动。中原区林山寨街道伊河路社区党委自我
加压，自找差距，补短板，促提升，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为了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10日中原区林山寨
街道伊河路社区党委开展了对辖区楼院、街道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宣传和督导，通过宣传发动做到家喻户晓，让居民成
为创文的主体，通过创文的过程感受环境改善、感受到文明
城市创建成果。伊河路社区发挥路长制优势，夯实责任主
体，明确工作职责。在各路段长带领下对照《深化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标准认真整改提升。社区负责人带领党员志愿者、
工作人员对车辆乱停乱放、群租扰民、生活垃圾乱扔、楼道杂
物乱放等突出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并深入楼层、沿街店铺
发放《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手册》倡导市民做文明城市建设参
与者，共建文明和谐家园。

基层健康扶贫赢民心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李海晟 孔凡彪）“医生护士们对俺就

像亲人一样，感谢你们治好了我的手。”昨日，航空港区冯堂办事处大
辛庄村贫困户张遂枝在家人陪同下顺利出院，并把锦旗送到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医护人员手中。

张遂枝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丈夫因脊髓损伤而瘫痪，常年与病床
相伴; 儿子股骨头坏死，身体有残疾，家庭的生活主要靠她一个人来
支撑。前段时间她手部又患上类风湿性关节炎，行动不便，给整个
家庭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当她感到无助的时候，航空港区党群工
作部驻大辛庄村工作队联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伸出援
助之手，及时将她送往医院救治，张遂枝昨日康复出院，并向医生、
护士及驻村工作队表达了感激之情。据了解，今年以来，该驻村工
作队格外重视健康和医疗扶贫，主动与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
医院对接，在大辛庄村举办多起健康知识讲座、为患病村民义诊等
活动，还为他们医疗就诊开辟绿色通道。

冬日的暖阳洒在登封市东华镇赵沟村牛洪涛的大棚
兔舍上。12日一大早，牛洪涛就开始忙碌起来，拌饲料，
喂兔子，清兔舍……这样的劳作牛洪涛坚持了近两年。如
今“兔司令”牛洪涛不仅自己脱了贫，而且在他的带动下，
村里及邻村的60多户村民依靠养兔走上了致富路。

今年 41岁的牛洪涛，是登封市东华镇赵沟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

“表面上看我身体可棒实，其实我也是个病秧子。两
个孩子都正在上着学。”牛洪涛一下子说出了自己贫困的
原因。“好日子不都是干出来的，虽然我是只‘弱鸟’，但我
有志气和信心来摆脱贫困。”有过养殖肉兔经历的牛洪
涛，去年在郑州市信访局驻赵沟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开始
养起肉兔来。“贷了 5万元的小额贷款，我又从亲戚朋友
那里转借了一些。”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去年 4月牛
洪涛的塑料大棚兔舍建成了，依靠 35只种兔，自繁自养
踏上脱贫之路。

一排排兔舍干净整齐，牛洪涛边给兔子添加饲料、边
清理着兔粪。“一天都打扫三四遍，清理出的兔粪直接弄到
化粪池了，既干净也没有污染，我这两个棚能养六七千只
兔子。”牛洪涛说。

牛洪涛可谓是个爱学习爱钻研的新型“兔司令”。
为养殖好肉兔，他除积极参加市里、乡里组织的各类养
殖培训班外,每天都非常仔细认真地观察着每只兔子
的状况（如图），自己进行饲料配比、日常防疫。“养殖风
险大，我们专门给他买了农业扶贫保险。”驻村第一书记
郑延说。

如今的牛洪涛不仅学会了科学养兔的方法,还摸清了

养兔致富的门道。“现在种兔只有 450只，自繁自养比较
慢，上个月，我和济源一家种兔场签订了供货合同，每周给
我提供 1500~2000只的仔兔，这样我可以满心思大规模
养殖了。”很有经济头脑的牛洪涛实施着自己的养兔计
划。“养兔收益稳定,来钱快。”牛洪涛给记者算起了“养兔
账”:济源公司一周给我提供近 2000只仔兔，我一周出栏
肉兔也快2000只了，每只净利润能达到10~15元，加上种
兔繁育的小兔，一个月能收入万把块。

看得见的实在，听得见的声音。牛洪涛养兔着实也让
村里的贫困户“眼红”了一把，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本村
及邻村有五六十户也开始养殖肉兔来。“我和四川一公司
签订有肉兔收购协议，每周都有人来收购肉兔，人家收购
量大，光我一家不够车，我就把其他家的兔子一块收购了，
这样他们养殖的兔子也不愁销路了。”牛洪涛说。

如今的牛洪涛不但规模养起了肉兔，还用兔粪种植
起梨树来。“这 5 亩梨树是去年栽种的，绝对的无公害，
全部用的是兔粪，明年就会挂果了，到时家里又多了一
份收入，俺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牛洪涛脸上流露出幸福
的笑容。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 文/图

千余件爱心衣物送给农民工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王凤生）昨日上午，在中原区绿东村

街道巡防办公室门口，50多名环卫工人心里暖暖的，他们都在“爱心
角”里领到了舒适的棉衣，以抵御寒冷的侵袭。

昨日上午9点，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巡防队员将收集的1000多套
棉衣，分成三个爱心发送点，之后悉数发放到中原区环卫工人手中，
这些爱心衣物，均由社区居民和巡防队员组织捐赠的。来自周口的
环卫工张师傅今年已 62岁，自己来郑州当环卫工三四年了，目前在
西三环租房住，由于家里负担比较重，他绝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了，
自己省吃俭用，不舍得添衣服，“如今好心人捐赠闲置衣服，我内心
非常感动。”张师傅说，自己挑选了几件外套。据了解，此次巡防室
爱心接收点一共收到热心市民捐赠的棉衣棉被等物品1000多件，目
前全部发放给中原区绿东村街道的环卫工及部分困难群众。

惠济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录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加强安

全生产执法监察。今年以来，惠济区安监局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执法
监察“利剑-2018”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确保了全
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为持续推进“利剑-2018”专项行动，惠济区安监局成立了3个安
全执法检查小组，联合各镇（街道）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执法监察专项行
动。各小组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一步落
实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监
管，坚持依法执法、廉洁执法、文明执法，杜绝不作为、乱作为等违法违
纪行为，保持安全生产执法常态化。今年下半年以来，惠济区安监局共
检查企业132家，针对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的企业分别下达了限期整改
文书，并持续追踪督促整改，截至目前存在问题企业已全部整改到位。

喜领社区回迁房
开启幸福新生活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冰心 田慧）“住了一辈
子的老瓦房，临老了还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房子，太高兴了！”
中牟县郑庵镇前李庄村李张贵老人激动地说。12日，对于
郑庵镇的前李庄、后李庄、韩河村的 616户群众来说，是一
个大喜的日子，他们将陆续喜迁新居，开启全新生活。

虽然天气寒冷，但盛和花园交房现场却人声鼎沸，欢声
笑语。红色气球拱门喜气洋洋，遍布小区“欢迎回家”道旗
和标语让人倍感亲切。沿红色指示牌来到交房大厅，久别
重逢的老邻居们在等候区高兴地拉着家常。交房现场，陆
续前来的村民们围绕着工作人员认真地办理相关手续。群
众个个笑逐颜开。为保证盛和花园群众顺利回迁，郑庵镇
党委、政府提前部署、统筹安排，目前物业公司、幼儿园、绿
化、水电等配套设施已全部完成，后续工作将由物业公司进
行统一管理。

“兔司令”牛洪涛：

从贫困户“蝶变”扶贫户

荥阳首个污泥无害化处理项目投用荥阳首个污泥无害化处理项目投用

近日，气温骤降，上街区济源路街道淮北社区
党支部组织辖区居民和党员志愿者开展“巧手织围
巾，温暖送老人”爱心活动，将亲手编制的围巾送给
辖区老党员、孤寡老人。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摄

昨日，管城区银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居民
开展“音频上的旋律”社区音乐课堂，颇受居民欢
迎，这一活动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提升
了居民综合素质。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门口千年古藤有了“伤”
老人为其裹被保暖寻救援
本报讯（记者 谢庆）一场冰雪，

致使气温最低降至零下 10摄氏度。
在巩义市五指山景区三峪河村南沟
村民组，面对中间腐朽过半的古藤，
一位 85 岁的老奶奶从家里抱来了
棉被为其盖上保暖（如图），同时想
请林业专家诊断救治古藤。

这位老奶奶叫姜秀英，这棵古藤
位于巩义五指山中，姜秀英就住在南
沟组的村口，古藤离她家 200 多米
远。自她嫁到这里后，这棵古藤就长
在那里，古藤的中间已经腐朽，像是树
身上的一个大“伤口”。今年初，巩义
市园林部门的专家对山区树种普查
时，发现了这棵古藤，几次勘查后认定
这是一株千年古藤。巩义市园林绿化
管理中心给该古藤登记后，还发了护
树标牌，让村民们都小心保护它。

姜老奶奶和邻居们决定一起保
护它，不让别人破坏。12月 11日，

山里下雪，气温低至零下 10摄氏度
左右，老奶奶姜秀英晚上睡不着了，
担心古树冻伤，昨日一大早，老奶奶
就拿着被子，踏着冰雪，把古藤的

“伤口”给包上。姜秀英说，这几年，
这株藤明显没有以前开花多了，叶
子也没有以前多了，希望植物医生
能给它诊断并救治。

郑州市园林保护专家任志锋介
绍，这株古藤生长在这里千年了，它
已经适应当地的气候，所以并不惧怕
严寒，零下 20摄氏度也不会危及它
的生命。“老奶奶拿被子护树，精神可
嘉，但是没有必要。古藤芯空，一是年
龄太久，树芯已经部分老化，二是可
能有害虫病害所致。建议村民把空
芯处杂物清除，塞入锯末或者用土填
充，外边用水泥或者石膏封死，它的
空芯就不会蔓延，就能好好保护这棵
古藤了。”任志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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