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2 2019年11月27日 星期三 责编 谭文国 许艳霞 校对 司建伟 电话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要闻·综合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关注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记者昨日
获悉，市纪委监委机关会同市公安
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水利局、市城管局、市交通局、市供电
公司等部门公布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专项整治漠视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工作第二批成果。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我市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

合行动，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违

法违规行为，坚决取缔“黑工厂”“黑
作坊”“黑窝点”。专项整治以来，全
市共立案侦办食品类刑事案件 61
起，打掉食品类违法犯罪团伙11个，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62人，捣毁生
产、销售、仓储窝点 16个，涉案物品
价值475万元。

整治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重点
解决蔬菜、禽蛋、猪肉、水产品质量安
全和农药、兽药添加禁用成分问题。

专项整治以来，全市共监督检查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 50061 家次，查处食
品生产经营行政处罚案件 1782起，
罚没款 2366.37万元，公开无害化销
毁伪劣食品货值金额21万余元。

实施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
治，严肃查处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违
规销售问题。专项整治以来，全市共
监督检查保健食品销售者 3679 家
次，发现有违规行为的保健食品销售
者 94家，已全部整改到位。针对保
健食品广告问题，排查生产经营主体
1623家次，立案查处虚假违法食品、
保健食品广告案件 35 件，罚没款
11.987万元。

解决生态破坏
和环境污染突出问题
解决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破

坏和环境污染不闻不问、敷衍整改问
题，坚决纠正生态环境保护平时不作
为、急时“一刀切”问题，坚决纠正河

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突出问题。
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受理群众举

报 1480 件，已办结 1346 件，处罚金
额 224.75 万元。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交办我
市群众举报 1746 件，已办结 1651
件，95件已完成阶段性整改，按照时
间节点持续推进。对省委省政府环
保督察移交的5个追责问题，依纪依
法问责党员干部 14人。制定《郑州
市 2019—2020 年秋冬季重污染天
气应急减排清单》，对于涉及民生、绩
效评级优、完成深度治理、采用环保
原辅料的 7774家企业分类施策，严
格落实“绿色调度”和差别化管控，不
搞“一刀切”。摸排梳理“河湖四乱”
问题4个，已全部整改销号。

解决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管护和使用问题
解决水电气网路等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正常使用和日常维修养护中

存在的问题。
对发现的6县(市)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运行管理政府主体责任、水行政
部门监管责任、运行单位管理责任

“三个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进行了
整改。办理了12处千吨万人规模水
厂取水许可证，新建7处千吨万人水
厂水质化验室，规范9处农村集中供
水厂管理问题。全市共改造电网薄
弱行政村164个，完成“煤改电”小区
及行政村电力配套 36个，治理线路
通道隐患 2200余处，加强线路巡视
1.1万条次，开展各类带电检测4.2万
次，综合治理低电压台区 865个，配
电线路故障率同比下降 30%。强化
对乡镇供气管网的巡检，安装警示桩
500 个、防撞柱 95 个、警示牌 180
个、地面警示帖 1000个。新改建农
村公路 138.96 公里，大中修农村公
路 189.849公里，完成农村公路生命
防 护 工 程 150.518 公 里 ，总 投 资
4.3358亿元。

市纪委监委公布第二批专项整治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成果

乡村振兴的应急奏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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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准备送一束虫玫瑰，有想要的，
点关注，马上送！”视频中，胡自平手持一把豆
枝，叶子几乎被蚕食殆尽，上面爬满了肥硕的
青虫。这条快手短视频，不仅带给胡自平1.2
万的点击量，视频的主角豆虫更是带给了他
一亩地1万余元的收入。

市场上，豆虫有个让人垂涎的名字——
豆丹，胡自平是村里第一户“种虫”的人，而他
种虫的想法源于罗英勇——郑州市应急管理
局驻村第一书记，10多年前，罗英勇去山东探
望战友，见识过“全虫宴”，具体的情景已经模
糊，唯一清晰的有两个细节——食材是大青
虫，一顿饭价格不菲。多年后，当罗英勇被派
为驻村第一书记，这段记忆重新被唤醒。

2017 年 11 月，罗英勇接棒驻村第一书
记，和姚启金、范贵宾一起来到中牟县大孟镇
枣林朱村，开始了他们的“扶贫+乡村振兴”
探索。

·初 遇

罗英勇和村庄的第一次接触“并不美
好”，那时已是初冬时节，田野里枯草泛黄，冷
风裹挟着尘土扑面而来，当他们三人驱车抵
达村里的办公室，刚拿起遥控器时，就听到一
句严厉的斥责。

“开什么空调！”
“为什么不让开空调？”三人面面相觑，互

相望了一眼，心底暗自思忖着同一个问题。
经过几天的摸排走访，枣林朱村的形象轮廓
初显。

枣林朱村是个传统的农业村庄，由枣林
朱、李寺庄、冯庄三个自然村组成。传说很久
以前，村庄枣林成片，逃荒至此的朱姓人家在
此落户扎根繁衍生息。如今的枣林朱村鲜见
枣树，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大蒜等传统农作
物，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种地和打工。

“村里主要的经济作物是大蒜，但是大蒜
行情忽高忽低，和过山车一样。”胡自平说，而
且种植过程费时费力，“很多人宁愿打工，也
不愿意种地！”

罗英勇的调查数据显示，村民打工主要
集中在建筑工地。据不完全统计，全村在外
进行劳务分包的建筑工程队 18支，“留守在
村里的就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除了逢年过节
以外，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几个年轻人。”

在不断的调查走访中，枣林朱村的形象
愈加清晰，罗英勇和他的队员梳理出制约村
庄发展的三个主要问题——村集体经济羸
弱，村民种植产业单一，青壮年流失严重。

面对如此典型的平原“空心村”，如何破
题？罗英勇和他的队员一直在思考。

·破题

枣林朱村是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对口帮扶
村，全村 615户 2132 人，最初建档立卡贫困
户 11户，郑州市应急管理局工作队因户因人
因地制订帮扶政策，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截
至目前，登记在档的贫困户仅余 3户，都是孤
寡病残，一个患羊癫疯、一个患哮喘、一个患
牛皮癣，丧失劳动能力，属于政府兜底保障。

应急局工作队入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深入群众，摸清情况”，在他们的民情笔记本
上，详细地记录了贫困户和脱贫待巩固户的
基本情况：耕地面积、住房面积、年收入和需
要解决的问题等一目了然。

樊晓庆是登记在档的 3户贫困户中的一
个，他身患疾病，妻子残疾。工作队协调各方
关系给他们办了残疾补贴和低保，并协调资
金对他的房屋进行了室内外翻修。有村民开
玩笑说，“工作队给他们几户配备的比我结婚
时都排场。”

工作队利用第一书记 30万元专项资金，
在每个贫困户的责任田里建设了一座蔬菜大
棚，每个大棚预计年产生效益 3万元以上，为
3户贫困户按期脱贫提供了“造血”功能。

2017年 12月，协调爱心企业为4户贫困
户购置床、床上用品、脸盆架、香皂、毛巾、台

灯、被褥、衣柜等，对房屋进行加固、粉刷，共
花费资金2万余元。

2017年 12月，参加村拆除小钢架、清洁
美丽家园活动，历时一个月，镇政府投资80万
元，清运垃圾500多车，拆除小钢架102家。

2018年 8月，贫困户户容户貌专项改造
开始动工，共计花费13万余元。

2018年 12月，村小学危房重建开工，总
投资280余万元。

…………
这个时间轴勾勒出来的就是应急局工作

队的扶贫图景。

·寻 路

俯瞰枣林朱村，村庄地理优势突出——北
临黄河，西接郑东新区，距离大孟镇不到 8公
里，距离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大约20公里。

在罗英勇看来，村民是捧着金饭碗四处
要饭，如何能够打破村民根深蒂固的思维窠
臼，引导他们回归土地，做到守土致富？罗英
勇和他的工作队给村庄的第一个定位是果蔬
基地——郑东新区的菜篮子。

产业方向明晰了，但是村民种植的积极
性并不高，响应者寥寥。罗英勇决定从村里
20多亩的集体土地上做文章，他们争取资金

修建了 6个日光温室，租赁给村民，刘建卫就

是其中第一个尝试的人，半年时间，蔬菜种植

就赚到了1.8万元——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

撬动村民习惯的杠杆，改变了本村农民传统

的种植模式。

村民纷纷效仿，为了推动全村开展蔬菜

大棚种植，工作队多次与镇里进行沟通，为种

植户争取到了每亩5000元的补贴，短短一个

月，70多座蔬菜大棚拔地而起，现在一进入

枣林朱村，道路两旁大棚林立，蔬菜基地雏形

已现。

罗英勇说，蔬菜大棚的推进可谓“一箭三

雕”：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贫困户每年可以获

得1000元的“分红”；为推进蔬菜基地建设树

立了榜样。

在罗英勇的远景规划图上，未来的枣林

朱村清晰可见：是个集蔬菜基地、特色种植、

农家乐和养老为一体的多元产业村庄。

现在，刘建卫除了蔬菜大棚以外，还有一

个火龙果大棚，去年 7月开始，仅在快手上，

已经卖出去了 3万元的火龙果苗和 1万元的

火龙果。

快手上，胡自平更新了视频，他要将他的

“种虫”基地扩大八亩地。

…………

王战龙 贾辉 申绍辉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如何管理？怎样发展？记者昨日获悉，《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条例（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条例（草案）》从管理体制、规划建设、创新激励、开放合作、人才建
设、金融支持等方面对自创区建设和管理作出规定。

高校科研机构可自主处置科技成果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是首要因素。《条例（草案）》

规定，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
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对符合培育条件的企业可以按

照规定给予奖补支持。赋予科研单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使用自主
权，自创区内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研项目，可以按照国家和省
规定的比例在项目经费中列支间接费用；经费绩效支出可以突破
核定的单位绩效工资总额，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额基数，计入当年单
位工资总额。

《条例（草案）》提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在不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情况下，可以自主处置科技成果；一年内未实施转化的科技成
果，可以由成果完成人或团队通过与单位协商自行转化。

支持自创区建人才专家公寓
自创区发展，离不开人才。《条例（草案）》明确，自创区内的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可以自主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对急需紧缺的高
层次人才，可以采取协议工资、项目工资或者年薪制等方式引进，
所需报酬不计入绩效工资总额基数。

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新型研发机构在自创区合
作建立人才培养机构。在自创区累计工作时间达到一定年限的
本地专业技术人才，经过评定，可以享受引进高层次人才相关优
惠政策。

《条例（草案）》还对人才流动作出规定。国有企事业单位、高
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按照规定离岗创业，在自
创区内创办科技型企业或者到企业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五年内保
留人事关系和基本工资，并享有参加职称评审、岗位等级晋升、社
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其离岗期间工作业绩作为职称评审的依据。

支持自创区采取建设人才公寓、专家公寓或者给予住房补贴、
租房补贴等方式，改善高层次人才居住环境。

建立自创区创新容错机制
如何做好自创区服务保障工作？《条例（草案）》明确，自创区加

快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建立健全一门受理、联
审联批、多证联办和高效运转的综合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政务服
务。建立政务服务事项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公布行
政权力清单，公开管理事项、收费项目和标准、办事程序、服务承
诺、优惠政策等信息。建立健全自创区与省直部门直通车制度，在
规划建设、项目申报、财政资金拨付等方面，简化行政层级、优化行
政流程、提高行政效能。

支持自创区建立创新容错机制。对因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出
现失误错误，但符合程序规定、勤勉尽责、未谋取私利的，可以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免除责任或者从轻、减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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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听取“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报告

近两年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省级投入9.7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
竹）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推动老龄事
业发展，我省做了哪些工作？成效如
何？记者昨日获悉，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关于检查《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河南
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一法一条
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据介绍，我省积极宣传实施“一法
一条例”，推进养老保障体系、养老服务
体系和老龄工作体系建设，落实老年人
优待政策，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取得明显成效。

全省建立了多层次、广覆盖的社会
保障体系，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医疗保
险制度进一步完善，全省已建立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医疗救助

等四重医疗保障制度，并向老年人政策
倾斜。

报告显示，我省推进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
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8 年以
来，省级投入 9.7亿元支持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推进智慧养老，打造“15分钟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截至今年
7月底，全省建成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2300多个。医养融合发展方面，
截至 2018年底，全省建成医养结合机
构296家，与养老机构建立协作服务关
系的医疗机构 1621 家。建成老年医
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等
专业机构 131家，287家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开设了老年病科。农村养老服务
方面，全省先后投入13亿元。

（上接一版）同时，提升核心景区的生
态和景区品质，少林街道党工委实施
了“三心”工作法——

“诚心”接纳意见。一户一户走、
一人一人问，积极寻找群众诉求与上
级政策的最佳结合点，让群众的合法
利益最大化。

“恒心”克难攻坚。班子成员逐
一包户，分头找“钥匙”、到处寻“良
方”，与老党员、老干部逐一交流谈
心，让群众带动群众，使 126 户全部
签订了协议。

“尽心”解决难题。完成搬迁不等
于完成了任务，对搬迁户上门回访，尽
力解决实际问题，赢得群众信任，实现
了拆迁“零上访”的历史性突破。

“凭着‘诚心、恒心、尽心’工作
方法，我们办事处工作人员走进群
众，了民情、解民意，吃住在搬迁现
场，帮助行动不便的群众找房子、搬
家具，最后用 22天时间完成 19年前
的遗留问题，让群众满意地搬出了
景区。同时，也有力地治理了少林
景区周边乱象，使景区的生态得到有
效保护。”少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纪
工委书记王辉介绍说。

综合治理提升全域环境

除了让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少林
街道还承担着维护景区周边环境打造
和提升的重要任务。为提升全域环
境，少林街道积极开展推动景区规范
提升行动，扎实推进非法开采专项整

治等系列活动。
“现在来少林寺感觉和以往不一

样了，经营秩序更好，服务更贴心、周
到，就连通往少林寺的道路也更宽敞、
更多彩、更人性化，心情也更美。”周末
和家人一起来少林寺游玩的郑州市民
顾瑞娟感叹道。

据了解，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归功于
少林街道对207国道周边的非法开采、
违法建筑等严重影响景区环境和全域
旅游品质提升的违法现象的治理。

为打造宜居、宜游、宜业的旅游环
境，切实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少林街道
办事处对辖区进行全面排查，并协调
多个部门联动，对每一处非法建设、非
法用地进行综合治理，对违法违建问
题，依法依规予以取缔；对于涉事当事
人，专人联系，上门讲利害、解难题，深
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

通过一系列措施，该街道依法拆
除违法建筑135处 7.1万平方米，取缔
辖区沙石加工企业 115家，累计关闭
非法经营门店 45 家、封闭乡道路口
51 个、拆除广告标牌 263 块、出动志
愿者服务2300余人次、开展旅游专线
拓宽征地 220余亩，对辖区内废旧沙
坑全面生态修复，使嵩山景区的生态
环境明显好转。

打造高品质旅游文化环境

在打造好“硬”环境的同时，少林
街道还注重“软”环境的提升，积极引
进文化旅游项目，全力打造国际旅游

休闲自然生态区。
雷家沟美丽乡村工程已累计投入

资金3500余万元，村落整体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培育带动太子沟
特色采摘、永泰寺梨园体验、少室写生
俱乐部、特色旅游产品开发等数十个
乡村产业快速发展，解决了近 600名
群众就业问题。

玄天庙美丽乡村起步区——杨
家门传统村落建设，按照“传承保

护、恢复记忆、留住乡愁”的理念，加

快实施推进，累计完成投资 4300 余
万元，老村历史文化面貌再度呈现，

解决了近 100 名群众的就业问题，

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美丽乡村

效果初步显现。

围绕项目落地，全面推行高效征

地拆迁、项目手续代办、难题上门化
解、项目全程跟踪“四项优质服务”，每

个项目由1名科级干部任项目首席服

务官，全程跟踪服务。目前，绿地嵩山

特色小镇、恒大嵩岳桃花源等 9个重

大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已顺利落户。

对于下一步工作，周莉坚定地说：

“我们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为契机，按照登封市‘六美’工作

总抓手，在‘西美’建设当中敢于担当，

走在前列，通过一件又一件事情的完

成，增加干群的向心力凝聚力，让群众

对我们更信任。同时，加快推进嵩山

生态保护，使嵩山风景名胜区山更美、

水更清，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

美丽登封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注重“面子”和“里子”群众过上好日子
登封少林街道“三心”融合融出幸福和谐新村居

（上接一版）大力推动把
党报党刊作为公共文化
产品，由财政分级购买
免费赠送基层，并探索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要
提高发行时效和质量，
要规范发行秩序，明确
征订范围，严格制度规
定，抓好专项治理。党
报党刊要充分发挥舆论
主导作用，扎实推进信
息生产供给侧改革，不
断强化受众意识、用户
意识，把内容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提高正面
宣传的到达率、阅读率、
点赞率。各地各单位要
杜绝党报党刊闲置，坚
持抓发行和抓阅读使用
并重，加强电子阅报栏
的宣传推介，加强阅读
使用管理，结合实际组
织开展学习活动、读报
活动，不断提高思想理
论水平，拓宽视野思路，
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落实到实
际工作中去。

市财政局、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郑州分公
司相关负责人分别就

做好发行工作、规范报刊发行秩
序作发言。

人民日报社河南分社、光
明日报河南记者站、经济日报
河南记者站、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郑州报业集团相关负责人
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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