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3月2日 星期五
编辑：李怡青 美编：王姿 校对：彩华 X05新郑 报 城事时

本报讯 2月28日下午，
新郑市召开教育项目建设、
午托部专项治理、非法幼儿
园整治汇报会议。新郑市
副市长周建超参加会议并
讲话。新郑市社管办副主任
朱迎春主持会议。

新郑市教育体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刘学敏做汇报工
作，与会人员对2018年涉及
教育建设项目进度及问题进
行梳理、商讨、解决，以便更
快推进项目进度；对全市范
围内午托部进行专项治理，
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坚决取
缔人员住宿密集、安全隐患
大的午托部；对无证、非法幼
儿园，按照各自职责，加强日
常监管，排查摸底，分析原
因，研究对策，有效解决非法
办园问题。

会上，记者了解到，2018
年新郑市涉及的教育建设项
目，5个建设项目已完成立
项手续和设计，初步具备开
工条件；6个教师周转宿舍
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
告，准备办理可研报告批复
手续。其他 17个项目正在
办理立项手续。

午托部方面，据悉，新
郑市共有午托部 256家，主
要分布在龙湖镇和市区，其
中龙湖 106 家、市区 100
家。入住学生数8290名，夜
间住宿学生 504名，有住宿

生的午托部 51家。大多午
托部存在问题比较突出，一
是午托部数量多，学生人数
庞大；二是相对集中，管理
混乱；三是存在严重消防安
全隐患，尤其是有住宿的午
托部，住宿人员密集，消防
不达标，极易发生群体性安
全事故。新郑市共有 120家
无证幼儿园，在园幼儿 8786
人。针对以上情况，新郑市
组织成立专项治理工作小
组，分组排查，对不合格的
单位取缔关停。

会上，周建超讲道，教育
项目建设缓慢不容忽视，要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
强使命感和紧迫感；要明确
节点、抓住关键，确保既定目
标落实到位，教育项目建设、
午托部专项治理、非法幼儿
园整治三项工作是关乎民
生、稳定的大事，牵扯到千家
万户，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各级各部门一定要统一思
想，高度重视，按照这次会议
要求，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韧劲和恒心，迅速部署、抓
紧行动，强化沟通、形成合
力，确保三项工作顺利完成，
为推进教育发展、民生改善、
社会稳定贡献力量，为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建设提
供坚强保障。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2月27日，新郑
市组织召开全市各生产经营
单位两会期间及节后复工复
产安全教育培训会。邀请郑
州市安监局副局长时富宗、
河南理工大学安全生产专家
申霞博士为负责安全生产的
相关负责同志讲授安全生
产知识。

会上，时富宗从企业安
全生产，落实生产经营主体
责任，“五落实、五到位”等 6
个问题18个方面进行详细的
讲解，让基层安全管理人员
认识到重视安全生产的重要
性。生产经营单位是生产经
营活动的主体，在生产经营
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保障
安全生产，生产经营单位是
关键，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的落实，除了靠政府
强有力的监管和行业有效的
指导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外，更需要企业充分认识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
重要意义。从保障企业安全
生产实际出发，充分建立健

全各项安全体系，采取多种
安全措施，切实担起安全生
产的主体责任。因此，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实
现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是安全生产的
客观要求。

随后，来自河南理工大
学应急管理学院公共安全管
理系的申霞博士为参会人员
讲解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
基本思路和方式方法。向参
会人员讲解了 2018年国家
安委会的工作重点，即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
安全生产法治建设，深化安
全监管体制机制改革，推进
城市安全发展，加强农业农
村安全监管等五个方面。

会议表示，全体参训人
员要集中精力，认真学习，
真正掌握这次培训会的学
习内容，确保企业复工复产
顺利进行，严防安全生产事
故发生。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翟海滨

本报讯 3月1日上午，新郑市
组织召开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工作
推进会，对环境污染防治重点工作
研究安排和部署。市委常委、市政
府党组成员苗瑞光，市督考办、环
保局、公安局、城管执法局、住建规
划局、水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和各
乡镇、街道、管委会分管领导，以及
市攻坚办、督导组相关负责人参加
会议。

新郑市环保局对全市水污染
防治攻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
报，通报了十七里河、十八里河、潮
河等河段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针对水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的
问题，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责任单
位、整改标准和整改时限，并要求
市督考办要进一步加强督查和通
报，确保各责任单位按照标准和时
限要求进行推进。

会议同时对省控点周边环境
管控工作安排部署。会议决定，
由市公安局负责制定并落实风苑
路—子产路路段机动车单向通行
措施，并尽快启动实施，确保有效

降低机动车尾气污染。会议要
求，市住建部门要加强对基站周边
建筑工地的管控，从源头上进一步
创新管控的方法手段，对违规施工
问题要严查严打，绝不姑息迁就。

苗瑞光说，要坚持水污染防治
与大气污染防治并重，加压推进、
科学推进、全面推进。一是要强化
大局意识。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
上主动作为，以勇于担当、攻坚克
难的良好作风打好水污染防治攻

坚战。二是要强化目标意识。对
照目标任务，提高整治效率，确保
断面水质稳定持续达标，确保黑
臭河道整治任务按时完成。三是
要强化责任落实。对责任不落
实、工作不作为的要严肃问责追
究，以刚性要求确保各项目标任
务圆满完成。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唐春 文/图

新郑市组织召开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新郑市投资 2.6亿元
的龙湖城市湿地公园，是中部地区
首个污水资源化、自然生态化、低
碳节能化的都市河流生态示范区，
最终打造为功能多样、空间丰富、
休闲娱乐、文化品赏、生态科普等
为一体的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

龙湖城市湿地公园项目位于
新郑市龙湖镇，南至双湖大道、北
至西南绕城高速、东临经二路、西
临经三路（规划道路），占地 1050
亩，总长3公里，总投资2.6亿元。

近日，记者走进该园，两台大
型水质净化器正在高速运转，净化
过的水质已经清澈见底，水面种植
的水草也有了生机。通过综合应
急措施的实施，基本可以遏制水质

恶化的现状，并能快速提高水体的
感官性状，具体指标正在监控中。
龙湖镇至华南城污水处理厂主管
道建设完成后，可实现龙湖全域污
水的收集、处理，一劳永逸地解决
十七里河污染问题。

据了解，龙湖城市湿地公园是
由中国美术学院风景设计研究院
设计规划，严格按照国家级湿地公
园的标准要求，由北向南依次分为
湿地保育区、湿地体验区、服务管
理区、湿地生态功能展示区。以生
态为基底，以七里河为生态廊道，
与周边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同
时利用原生地形、地貌，形成深水、
浅水、沼泽、陆地景观为一体的湿
地生态系统。水质水量保障以河

海大学中国工程院王超院士的郑
州市企业院士工作站为基础，通过
尾水平直流净化技术，对新郑市第
三污水处理厂的尾水净化处理，达
地表 4类水标准，修复水生态，提
升水环境，这将是一处距离龙湖最
近的集生态、水域、景观于一体的
休闲湿地公园。

截至目前，龙湖城市湿地公园
整体工程已完成 80%，生态驳岸、
祥和路以南的彩虹桥、拦河坝、强
弱电、音乐喷泉等已基本完工，绿
化已完成大部分，其他附属物及湿
地公园综合服务中心、湿地管理中
心、厕所等配套设施正在积极筹
备，预计5月对外开放。
记者 杨宜锦

龙湖城市湿地公园已完工80%
预计5月开园

本报讯 2月 28日，新郑市教
育体育局在新郑一中艺术中心召
开教育工作会议，回顾总结 2017
年全市教育工作情况，就 2018年
全市教育工作安排部署。新郑市
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学敏
出席会议并讲话。教体局班子领
导、各科室成员和系统各基层单位
党政主要领导、校级副职参加会
议。会议由新郑市教体局党组副
书记张宏亮主持。

会上，新郑市教育体育局工会
主席秦培源就资助、安全等方面工
作进行安排；纪检书记郭海峰传达
市纪委全会精神；副局长王俊丽就
体育、卫生、艺术、督导等方面工作
进行部署；副局长冯煜宣读《教师
梯级培养方案》，并就 2018年教育

教学工作进行安排；党组副书记
张宏亮讲述了师德师风建设面对
的问题。

会上，刘学敏在会上讲道，近
年来，新郑市高度重视教育事业，
在人力、物力、财力、机制上给予充
分保障，在新郑市全面加快郑州国
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建设的新形势
下，市委、市政府对新郑市教育的发
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要以
“优质均衡、共享创新、人民满意”
为新郑教育的发展思路，以“一流
的办学理念、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
的办学条件、一流的教育质量”为新
郑教育的发展目标，按照郑州市“做
有未来的教育”和新郑市“做适合学
生的教育”的办学理念，继续坚持
“遵循教育规律，促进内涵发展”的

工作要求，力争早日实现新郑市教
育的现代化，努力打造全省乃至全
国的“一流”教育。

在安全工作方面，刘学敏希望
各中小学校要抓实、抓细，稳定作
为阶段性工作，在特殊时期、敏感
时期确保稳定。近期，市委、市政府
将进行专题研究，随后将建立联席
会议制度，落实乡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和管委会属地管理责任，开展专
项治理行动。希望全体教育工作
者，一要坚守师德和安全这两条红
线，坚决不触不碰。二要进一步拉
高标杆，守住质量这条生命线，奋力
拼搏、奋发有为，努力争创“一流”
教育，谱写新郑教育新篇章。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陈龙飞

新郑市教育体育局召开工作会议

绘就2018年教育发展蓝图

新郑市召开教育专项治理会议
整治非法幼儿园、午托部

新郑市召开
节后复工复产安全教育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