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10 2020年5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 张学臣 校对 宋利 电话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县区新闻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崔雅
男 常程）记者从昨日闭幕的金水区十三
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获悉：该区敲定了 10
项民生实事，而今年的民生十件实事是
由区人大代表票决产生。

据了解，金水区是全市首批“民生实
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试点之一。为
切实做好民生实事项目的征集工作，真
正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不断提高居民群众的生活品
质，区里成立专项领导小组，面向社会各
界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通过广泛征

集、认真梳理、充分酝酿和反复论证，并
经过相关程序讨论确认后，形成了 12件
民生实事候选项目。涵盖了群众安居、
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生态建设、就业创
业等多个方面。

昨日下午，票决结果即将发布的那
一刻，全场屏息凝神。工作人员庄重宣
读：根据《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 2020
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区人大代表票决办
法》和计票结果，金水区人民政府 2020
年度民生实事项目是——

完成 340 个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新

建中小学 2所，建成投用 5所，新增公办
幼儿园 9 所；新建公共停车泊位 7000
个，划定夜间限时免费停车泊位 21000
个；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个、社区卫
生服务站 20个，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养结合机构 2个；推动全区一类公厕
达到 178座、二类公厕达到 266座；建成
公园、游园和微景观 80处，新增绿地面
积 50 万平方米；新建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站共 22个；免费为金水区户籍的适龄
人群、孕妇、新生儿等进行相关健康筛

查；建成安置房 2650套，面积 35万平方
米，回迁安置群众 7200 人；新增城镇就
业 24000 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3 亿
元。

听到票决结果，会场内响起热烈的
掌声。在会场就座的 276名人大代表亲
眼见证了民生十件实事的诞生。

回应民生关切、办好民生实事，是区
政府的重要职责和庄严承诺。对区人大
代表票决确定的 10件民生实事，金水区
政府承诺，将强化分解落实、精心组织实
施，确保实事办好、好事办实。

金水区人大代表票选十件民生实事
丰产难丰收

中牟大蒜如何“突围”
本报记者 卢文军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
讯员 王晓宁 吴经纬）近日，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斫
制技艺及衍生品、郑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统髤漆技艺文
化产业项目在上街区签约。
据 悉 ，这 是 上 街 区 首 个“ 非
遗＋文创”产学研基地项目。

据介绍，上街区首个“非
遗＋文创”产学研基地项目
由河南畅古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与 峡 窝 镇 观 沟 村 联 合 实
施，将引入国家艺术基金项
目中州派古琴制作技艺传承
人才培养项目主持人、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斫制
技艺传承人、郑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髤漆技艺传承人王
栋设立产学研工作室。该项
目将以“中州派古琴与漆器”

技艺为核心，综合实施传统
古琴漆器技艺教学、文创研
发和生产，预计带动 200 人
本地就业，培训扶持 30 个都
市工厂，年产值 5000 万元。
同时，项目的签约落地将对
打造城市礼物、提升城市文
化底蕴、促进区域文旅融合
等产生积极影响。

近年来，上街区高度重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引入、培育
及资源整合，工笔荷花、麦秸
秆画、黄河泥埙等非遗技艺在
上街落地生根，对繁荣社会文
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次“非遗+文创”产学研项
目的签约落地，将极大推动上
街区非遗技艺产业化发展，成
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强劲
动力。

上街首个“非遗＋文创”
产学研基地项目签约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
讯员 武晶）5 月 23日上午，二
七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第一次
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
100 多家会员单位参加了大
会。

大会审议通过了《郑州市
二 七 区 社 会 组 织 联 合 会 章
程》、选举产生了联合会第一
届理事会、监事会及联合会负
责人。二七区社会组织联合
会，是一个以民政部门为业务
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部门的
社会团体，是为二七区 350多
家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尤其是
为 100 多家会员单位直接服

务的公益性社会组织。
据了解，近年来，在二七

区民政局的指导下，全区 350
多家社会组织，在填补政府
职能短板、提供专业公益服
务、和谐基层社会关系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一直
以来，各个社会组织都是自
主运行，发展一度遇到瓶颈，
缺少一个综合性的行业组织
来统筹发展、协调问题。为
此，在二七区民政局的指导
下，筹划成立了二七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这样一个具有综
合职能的社会团体来担当这
一职能。

二七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
讯员 苏博 徐爽）昨日，在中
部两岸水产市场从事海鲜经
营的个体工商户成先生，拿到
转型成为公司经营的营业执
照。惠济区积极推行“个转
企”改革，已为 30户“个转企”
企业办理营业执照。

“个转企”是指“个体工
商户转变为公司企业组织形
式”的简称，是个体工商户降
低经营风险、做大做强的重
要途径。为加快推动辖区个
体工商户提升发展，自 5 月
18 日以来，惠济区市场监管
局开辟绿色通道，助推辖区

“个转企”改革。该局将辖区
中原四季水产物流港、中部
两岸水产市场、信基调味品
等大型市场的个体工商户集

中的市场作为“个转企”改革
的重点，联合相关镇（街道），
开展广泛宣传，提供正确引
导，多次组织专人深入市场
开展集中宣传和专场讲座，
提供政策咨询辅导，为有“个
转企”意愿的个体工商户开
辟绿色通道，并委派行政审
批科工作人员上门为企业办
理相关手续。

据了解，推进“个转企”改
革，有助于辖区个体工商户做
强做大，提升业态，增强市场
竞争力，拓展生存和发展空
间。“个转企”改革也有助于提
高资源利用率、企业增容扩张
和培育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
有利于加快补齐辖区民营经
济发展短板，助力辖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惠济区推进“个转企”改革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王一曼）眼下，小麦
已开始成熟，“三夏”农机作
业也将拉开序幕。昨日记
者从登封市获悉，今年，该
市 将 投 入 各 种 农 机 具
45241台，其中小麦联合收
割机1064台。

为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颗粒归仓，登封市农机中心
已对全市农机合作社、农机
手等进行培训，对农机具加
大检修力度，已组织检修各
种农业机械 19735台，共举
办培训班六期，培训农机人
员600余人。

“三夏”期间，登封市

农机中心还将成立两个安
全督查组，分片、分村责任
到人，深入田间地头、农机
合作社帮助农机手解决问
题。 同时，在登封各个高
速口设立了服务站，对外
来的机手提供服务，并放
置一些防暑类用品。联合
中 国 石 化 在 全 市 设 立 20
个加油供应点，对农机手
加油每升优惠一毛钱。 在
积极做好今年麦收安全作
业的同时，登封市农机中
心及时公布 24 小时接待
服务热线，协调搞好作业
联系、加油、维修、后勤等
服务。

登封4万件农机
备战“三夏”

三夏 进行时

“现在楼院干净利落，街头小景观新颖，
大家伙围坐在一起品茗畅谈，越发感觉到温
馨和惬意！”在管城区南关街街道南关街 60
号院，精美的街头微景观，吸引更多居民驻足
观赏。

南关街社区共有无主管楼院 7个，全部被
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目前南关街 60号院
改造竣工，其他 6个楼院被列为 2020年的提
升改造楼院。南关街 60号院始建于 1993年，
是一个拆迁安置小区，共 9 栋楼，27 个单元
480户。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并不宽裕的小
区空间，逐渐被私搭乱建、乱停乱放所充斥，破

旧、落后的基础设施更是让这里的居民生活备
受困扰。

为切实提升小区环境，南关街街道坚持
“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对辖区老旧小区面临
的诸多问题实施改造。完成违章拆除、地面铺
设、门灯、路灯安装、弱电入地、车棚建设、文化
广场建设、休闲设施安装、垃圾分类建设、门禁
建设等项目，并对街头游园进行绿化亮化，整
个小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据了解，南关街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共
涉及 8个社区 35个楼院，开工率达 100%，预
计6月中旬将全面完成。

环境变美了生活惬意了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李瑞红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陈超 文/图）
“这些树修剪后，我们楼院更亮堂了，在小区里
住得也越来越舒服了。”日前，中原区汝河路街
道华淮社区联合城西供电部运维一班对华淮
小区北院的树木进行修剪清理，美化环境，消
除安全隐患，助力老旧小区改造，受到居民的
称赞。

“这些树木多年来无人打理，杂乱无章，有

的‘伸’进了居民家中，有的甚至还与旁边电线
‘亲密’接触，还存在安全隐患。”华淮社区居民
反映。该社区针对这一情况，立即联系城西供
电部运维一班寻求帮助。日前，城西供电部运
维一班派出员工,动用供电局带电作业车等工
具开始对小区树木进行修剪清理。同时，对修
剪下的树枝、枯枝进行及时清理，保证行人车
辆的安全通行。

乱枝修剪了楼院更亮堂

为改善居民生
活环境，管城区紫荆
山南路街道蓉湾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组
织志愿者开展“清洁
家园 志愿同行”主题
活动。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经济 观 察

每年4月底到5月初，是大蒜丰收的季节。但从目前市场的反响来看，
今年蒜市价格不尽如人意，一度低至几毛的价格让不少蒜农叫苦不迭。

享有“瓜蒜之乡”美誉的中牟县，如何在大蒜丰收、价格低廉的“怪圈”
中“突围”？如何帮助蒜农实现丰产丰收？记者日前走进中牟县进行了实
地探访。

现状 蒜农“算细账”眉头难展
在中刁路上韩寺镇界马村口，38岁的马县军满头大汗，不停地搬着

一袋袋几十斤的大蒜过筛。问及大蒜的收成和价格，他直摇头：“产量是
中，但价格不中，算算亏到本里去了……”

随后，马县军按照一亩地从种到收的大致流程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蒜种 1400元，粪 200元，化肥 300元，犁地 60元，薄膜加除草剂 100元，
雇人种蒜、掏蒜 500元，浇地一年五次 150元，冲肥料 200元，雇人出蒜
800元。

马县军解释说：“去年这个时候，鲜蒜一斤一块八九，如今干蒜才一块
一二，就这还没人收，一亩干蒜顶多2500斤，按一块二，才3000元……”

过去，收购大蒜的大卡车排起长龙，有的蒜商直接在路边就装车了；
如今却是难觅踪影的冷清景象。

数据 早熟大蒜总体价格不到上年一半
中牟县农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早熟大蒜主要分布在韩寺镇、官渡镇、

姚家镇和刁家乡，晚熟大蒜在全县均有分布。2019年全县大蒜播种面积
30.15万亩，总产量 38.99万吨。其中，早熟大蒜 10万亩左右，占比 33%，
早熟大蒜平均亩产鲜蒜1943公斤。2020年大蒜播种面积31.4万亩。其
中早熟大蒜6万亩左右，占比19.1%。

2019年，中牟县早熟大蒜价格总体稳定，约在每公斤 3.5元左右，主
要销往山东、云南、河南周边及万邦市场。

2020年早熟大蒜总体价格不到上年的50%，截至目前销售鲜蒜价格
每公斤1.6元左右，主要销往东北、河北、山东、成都、新疆等地。

蒜商 价格走势不明收购积极性不高
“蒜商受库存影响，对大蒜价格趋势判断不明，收购积极性不高，部分

蒜农由于价格较低不愿销售，收获到家晾晒干蒜再择机销售。”中牟县农
委农业生产科科长弓增志向记者提供一组数据：全县有冷库147家，总库
容48万吨，其中近一半库容存大蒜，2019年 5月大蒜库存1万吨左右，去
年入库价格每吨7000多元。今年全县同期陈蒜库存大约4万吨，出库价
格才每吨2000多元，库存量是去年同期的4倍，但价格不到去年的30%。

中牟县冷藏协会会长刘绍臣告诉记者，中牟的冷库并不是仅供中牟
蒜商所用，还承接周边开封县、杞县、尉氏县、原阳市甚至焦作一些地方的
大蒜库存。现在基本没有空余的冷库了。

原因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价格暴跌
大蒜价格狂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此，中牟县农委主任乔松伟进

行了分析，给出“三大原因”。
疫情影响。由于每年大蒜的价格高峰期主要集中在春节过后新蒜未

上市前，常年出口外销量占总产量的 20%~30%，但今年受疫情影响，出
口基本停滞，加上交通停滞、餐饮业停业、学校停学，导致内销萎缩，本地
库存大蒜销量大减。

库存增加。由于今年陈蒜库存较大（是去年同期的 4倍以上），陈蒜
还没全部出库，加上新蒜上市，陈蒜对新蒜价格冲击加大，价格下跌，蒜商
收购积极性不高。

产量增加。由于今年没有长时间的低温、连续阴雨雪天气，适宜大蒜
生长，全国大蒜面积比去年增长近20%，产量比去年预计增长20%左右。

对于下一步的价格走势，中牟县农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晚熟大蒜
即将成熟上市。今年晚熟大蒜比去年亩产量有所增产，种植面积有所扩
大，大蒜总产量会比往年相应增加近 20%，预计未来大蒜销售价格上涨
空间不大，可能会出现继续下跌趋势。

对策 全方位保障销售顺畅
根据今年种植面积、收获产量、库存情况、当前市场行情，中牟县正在

实施一系列举措进行应对。
根据省扶贫基金会牵线搭桥，电商平台“拼多多”为中牟县设立了

100万元大蒜补贴专项资金，制定了 2020年大蒜补贴方案，对全县建档
立卡户中有种植大蒜的贫困户每亩补贴440元。全县种植大蒜的贫困户
528户，约 2154亩，补贴资金 94.7万元。县扶贫办还制定了消费扶贫实
施方案，按照“四进”对接承销、帮扶企业带销、电子商务营销、帮扶单位助
销等多渠道的销售模式，打开贫困村贫困户农产品流通的渠道。5月 1日
至 5月 15日，县直部门和带贫企业采购贫困村贫困户农产品9.4万元，其
中采购贫困村农产品5666元、采购贫困户大蒜8.9万元，目前该活动仍在
进行。

“我们通过商务部门和供销社扩大销售渠道，进行贸易洽谈，力争大
蒜外贸出口订单，确保大蒜正常流通销售。开展农超对接和购买‘爱心
蒜’等公益活动，减少流通环节，从地头到餐桌一站式采购。利用万邦批
发市场对外销售平台，发布销售信息，广结大蒜经销商，促进大蒜销售。
充分利用抖音、淘宝、拼多多等自媒体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线上渠道，将
大蒜等农产品搬进网络，带入直播间，为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同时教会
村民直播卖货的技术，连接起城市和乡村、线上和线下。”乔松伟告诉记
者，从几次直播县、镇领导带货的销售数据来看，效果显著，下一步将鼓励
大蒜经纪人广泛联系新老客商，促进大蒜销售。

建议 提高附加值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长期以来，中牟县大蒜生产方式较为粗放，精深加工企业不多，附加

值不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足。中牟县要根据自身实际，针对大蒜深加
工出台优惠配套政策，引进高质量的深加工企业，消化过剩大蒜产能，拉
伸产业链条，增加大蒜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河南农业大学教授、河南
省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李胜利给出“药方”。他建议，中牟县
应建立健全产业发展预警机制，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绿色标准化生
产；加大农业保险推行力度，提高农户抗风险能力；完善专业市场规划与
建设，为省会郑州“菜篮子”安全提供坚强保障。

中牟县要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制订扶持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
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优惠政策，每年对带动能力强、示范效应好的持续进
行扶持，帮助解决营销环境，改善生产条件。引导群众进行农业结构调
整，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作用，种植适应供给侧改革要求的特色
绿色品种，走降低产量、提高品质、统一品牌、生态友好、可持续发展的都
市型生态农业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