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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失主拿
回丢失的手机后，紧紧握着新郑数字城管
信息采集员邱学红的手连连表示感谢。

2月 15日下午，邱学红在巡查至小高
庄街菜鸟驿站对面时，捡到一部华为手
机。因手机设有密码无法联系失主家属，
她便在原地等待失主返回，其间还制止了
一位身份不明人的冒领，10分钟后失主
打来电话寻找手机，接听后邱学红便告知
她所在位置，20分钟后一位大姐匆忙跑
过来，握着邱学红的手说：“太感谢了妹
子，我以为手机都找不回来了，你真是个好
人……”邱学红与她核对后将手机交还给
大姐。

默默无闻坚守平凡岗位，帮助、服务更
多的市民，邱学红感到由衷的幸福充实。
在新郑数字城管信息采集员中，像邱学红
这样拾金不昧的事迹屡见不鲜，她们恪尽
职守，用辛勤劳动，为城市的干净整洁默默
付出，更用实际行动彰显着平凡岗位上的
高尚品德。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慧军 文/图

本报讯 在新郑市，让每一个家庭都找
到奔向小康生活的道路，是全市上下为之
奋斗的目标。新郑市坚持以人为本，创新
方式，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
推动脱贫地区发展，让脱贫群众过上更加
美好的生活。

一栋栋楼房有序排列，一条条水泥路
宽阔整洁，小公园、文化广场、停车场等基
础设施一应俱全。这是具茨山社区的真实
写照，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难与昔日的
“贫困村”联系在一起。

为了让群众“搬得出、可发展、能致
富”，新郑市转变发展思路，积极壮大集体
经济。大槐树村利用村内空闲土地和废
弃村委会建起银耳种植基地。眼下正是
银耳采摘期，走进智能化大棚，干净整洁

的菌床分层排列，一排排银耳长势喜人，
香味扑鼻。

因品种好、营养价值高，基地的银耳非
常畅销，这对于无论是承包大棚的群众还
是前来就业的村民来说，都是一个不错的
致富门路。

具茨山社区居民郭成全表示：“自从搬
进新社区，学生上学出行都很方便，生活水
平也提高了，村里还有集体经济，我包个大
棚，这一年也能弄万把块钱。”

易地搬迁政策的实施不仅改善了群众
的生活条件，更让脱贫群众发展有基础、增
收有保障、致富有路子。集体经济的迅速
壮大，让曾经的贫困村摆脱了贫困，走上了
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走进史庄村的大棚种植基地，整齐的

蔬菜大棚依次排列，满棚水果黄瓜、小番
茄、草莓等果蔬长势喜人，除此之外，村里
的杂粮种植、精加工产业已经步入正轨，
2021年加工销售达 60吨。发展态势良好
的标准化养猪场，2021的年租金提高到了
45万元，村集体经济增加的同时，也让农
民的腰包鼓起来了，让村庄焕发出了勃勃
生机。

为了让村民得到更多的产业实惠，钱
袋子鼓得更大，史庄村又瞄准了标准化厂
房建设。2021年底，史庄村3000平方标准
化厂房和某集团旗下液压支架组装公司签
约成功，年租金30万元。这标志着2021年
史庄村集体经济成功突破百万大关。

为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新郑市
建立巩固脱贫成果工作提醒制度，构建防

返贫“三排查一督查一追查一提醒”监测帮
扶工作机制。坚持党建引领，以“亮、赛、
比”活动为抓手，着力建强村党组织，全力
推进强村富民。依托搬迁社区周围产业发
展优势，着力招引劳动密集型企业，每人每
月增加工资性收益 2000~3000元，并利用
后续政策扶持资金，配建商业用房作为集
体资产，12个村集体资产从零增长到3000
多万元。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在层层制度保障和有力措施
下，一个个脱贫户走上致富之路。他们在
蔬菜大棚里忙着栽种新苗，在村集体企业
的车间里勤劳工作……在通往幸福生活的
小康路上，乘长风破万浪，奋勇向前。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苗圃 李萌 文/图

本报讯 2月16日上午，因元宵节当天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推进不力，梨河镇、
新郑新区管委会、龙湖镇东徐村被约谈。

2月 15日 20时 7分，新郑新区管委
会城管办巡查队员在巡查时发现，有人
在建设中未移交的暖泉河公园燃放烟
花；20时 45分，1男 2女并带 4个小朋友
往垃圾桶投掷火种引起冒烟，被巡查队
员发现后立即开车沿中华路离开现场。

据悉，为进一步做好2022年元宵节
期间全市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和秸秆禁燃
禁烧督查工作，2月15日，新郑市在全市
范围内打响元宵节“禁燃禁放”保卫战，
经督查，梨河镇辖区、新郑新区管委会辖
区、龙湖镇东徐村燃放鞭炮、烟花现象较
为突出，存在大局意识不强、宣传力度不
够、管控措施不力等情况。

约谈会上，新郑市委市政府大气污

染防治督导组、环保、公安等部门相关负
责人提出具体要求，明确要认清形势、正
视问题，强化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
全，切实改善新郑市春节、元宵节期间的
环境质量。被约谈对象纷纷表态，表示
加快落实整改措施，迅速扭转被动形势，
持续抓好元宵节期间禁燃禁放工作。
记者 杨宜锦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禁燃禁放工作推进不力
新郑这些单位被约谈

拾金不昧受称赞
平凡岗位彰显美德

2月 15日元宵节，参加“平安守护”
行动的新郑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并没
有休息，而是分别在漯河和周口两地抓
捕一线，随着犯罪嫌疑人朱某和阿紫（化
名）归案，这起受疫情影响跨年度办理的
网络诈骗团伙案接近尾声。以蔡某、张
某为首的“薅羊毛”团伙7名主要成员全
部落网。

推广反诈APP偶遇“同行”

2021年 9月 25日上午，新郑市公
安局刑侦中队长路展与龙湖派出所社区
民警马玉璞一起来到双湖大道锦艺城商
住公寓走访反电诈宣传活动情况。

在民警敲开一家没有挂牌的公司
后，发现几个年轻人正在各自的电脑面
前聊天打游戏，面对民警的询问，其中一
个年轻人还“自豪”地向民警炫耀说，“我

们是同行，我们也在进行网络推广，怎么
可能被诈骗呢？”年轻男子的话语很快被
另外一个男子制止，赶紧自圆其说。

刷机软件露“端倪”

电脑快速滚动的刷机软件让民警很
快发现了“端倪”，在呼叫龙湖特警队巡
逻民警支援警力到达后，民警将其几人
带回刑侦中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很快一
个利用“某东”网络销售平台管理漏洞的
“薅羊毛”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为了实现发财的“美梦”，蔡某找到
刚刚大学毕业的张某加入团队，联手进
行虚拟“某东”拉新刷单。几个月后，蔡
某的刷单团队不断壮大，同学小强（化
名）又找来正在读大三的亲弟弟小乐（化
名）加盟，小乐看到一边打游戏一边又能
挣钱，赶紧又找来同宿舍的同学安某、徐

某等人加入“团队”，用同样的方式进行
“某东”刷单赚取“某东”补贴款，短短4个
多月就有几十万元进账。

据张某交代，他是在2019年秋天通
过微信聊天时认识了“上线”，成为这个
灰色链条的“代理商”，在接到上线发来
的“生意”后，他开始在网络上招募新人，
从中抽取佣金后再分包给“下线”。

新郑警方根据张某交代的线索，经
过大数据分析判断查出两个“上线”分别
在北京和上海。很快两名犯罪嫌疑人在
北京和上海落网。

截至记者发稿时，新郑警方收缴作
案工具手机 60余部，电脑 7台。犯罪嫌
疑人蔡某、张某等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
准逮捕，刚刚落网的朱某、阿紫被新郑警
方采取强制措施。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楚涛

“羊毛薅多了也是犯罪”

新郑警方打掉一网络诈骗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