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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网举办“七夕晚会”
本报讯 七夕的嵩山广场人如潮涌。晚

上8点整，一曲欢快的《花好月圆》，2011年登
封市网友协会庆祝登封网成立三周年暨“缘
定七夕，与爱同行”大型公益晚会拉开帷幕。

“这场晚会太精彩了！”网友、志愿者和市
民们纷纷称赞不已。

据了解，登封网成立于 2009年 7月 2日，
截至目前，登封网总访问量突破 1000 万，独
立访客突破50万，成为登封地区最有影响力
的门户网站。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安洪晓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刘炎斌

本报讯 新郑市观音寺乡林庄村党支部书
记林伟轩敢闯敢干，带领村委会和村民投资70
多万元兴建基础水利设施，确保全村3000亩旱
地不再望天收，农民增产增收。

林庄村位于新郑市西南部，人口 600多户
2800多人，农田种植以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
为主。该村地处半山区，常年干旱缺水。2008

年，林伟轩当选村支书后，第一件事就是铺设
自来水管网，解决 2800 多口村民的吃水难问
题。同时带领群众先后创办了 4家村办企业，
使一个经济落后村一跃成为明星村。去年干
旱，他又投资近4万元买来水泵水管，利用村中
老井抗旱。

今年持续干旱，村里老井已经干涸。林伟
轩一边带领群众积极抗旱，一边思索长久之
计。今年6月，林伟轩果断拍板，决定用村办企

业的 70 多万元积蓄，给村里 10 个村民组每组
打一眼 100米以上的深井，确保全村庄稼地 20
年御旱。

目前，打井队正在该村紧张作业，7 月
下旬已有一口深井完工并投入使用，两口
深井即将完工。 9 月底，10 口深井将全部
完工。这预示着林庄村 3000 亩旱地不再
担心“口渴”，而该村农民每亩地每季会增
收 500 元左右。

惠济区“流动讲台”进工地
本报讯 昨日一早，在惠济区开元路一

建筑工地门口，小小的“安全文明讲台”前聚
集了准备开工的建筑工人，他们正在专心致
志地聆听台上“老师”的安全讲课。

据了解，惠济区城乡建设局组建了一支
20 人的志愿者服务队，在辖区工地设立“安
全文明讲台”，利用早上工人上岗前、晚上吃
饭后的 10多分钟时间，由志愿者、工地管理
员、安全员给工人们讲解文明施工标准等。

晚报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张佳

经开区招教师报名突破
3000人

本报讯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面向全国
公开招聘75名中小学教师引起了省内外众多应
聘者关注。截至8日，来自全国的应聘人员达到
3300人，仅研究生学历的就有近200人。各学
科报名人数中，小学语文教师报名者最多。

经开区教文体局副局长戴红燕说，辖区
人口增长迅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压力
日益增大。为满足群众“有学上”、“上好学”
的需求，经开区管委会不断加大教育事业投
入，扩大办学规模。为了吸引优秀教育人
才，这次招聘特别为优秀在职教师设立了免
笔试岗位，只要符合有关报名条件，不限地域
都可以报名。 晚报记者 王赛华

巩义市质监站被授予“群
众满意的基层站所”

本报讯 昨日上午，郑州市建委创建群众
满意基层站所工作推进会暨授牌仪式在巩义
市召开。巩义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被
省住建厅等部门联合授予“群众满意的基层站
所”，这成为郑州六县（市）和上街区中唯一获
此殊荣的单位，也是在本次全省命名的 15个

“群众满意的基层站所”中排名第一的单位。
省住建厅、省质监站在全省建设系统开

展创建“群众满意的基层站所”活动，旨在通
过创建活动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着力提高基
层站所的服务水平和作风建设，树立为民服
务的良好形象。

晚报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张红卫

新密市企业所得税大增
本报讯 2011 年以来，新密市国税局切

实加强企业所得税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
理，在无重大税源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企业
所得税的大幅增收。1～7月，全市累计入库
企业所得税720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3767万
元增长91%，同比增收3433万元，增幅稳居郑
州市各县区首位。

晚报记者 王银廷 通讯员 马超伟 张长伟

□晚报记者 王翠 通讯员 冯景义 王珺洁

本报讯 金水区刘庄社区卫生服务站，片
医郭玉霞正在上网浏览村民的“健康档案”。
对每一份档案，郭医生都如数家珍。“根据这些
档案，我们为村民‘量身定做’治疗方案或康复
计划。”金水区自今年 3月份率先启动“农村片
医负责制”以来，像郭玉霞这样的 75个农村片
医、30个农村片医团队活跃在该区农村，这种
类似于“家庭医生”的“全程、跟踪、上门”医疗
服务已快速覆盖了金水所有农村家庭。61686
份农民的家庭健康档案有专人动态管理，其中
的2074名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等慢性病患

者，可以享受定期上门随访服务。
农村片医负责制的试水，源于金水区对农

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探索。
该区今年提出打造中部地区率先发展的

幸福城区，而“幸福金水”指标体系中打造“15
分钟健康服务圈”的难点在农村，今年以来，该
区通过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贴力度、推
行区镇医疗资源一体化管理等途径，不断满足
了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农村
片医负责制”应运而生。

每个农村片医服务区都设立了片医公示
牌，公示牌上面清晰地写着片医的名字、24小时
开机的电话、监督电话和医疗机构的详细地址。

每个家庭都发放了片医联系卡。农村片
医通过提供上门服务，为村民建立动态的“健
康档案”，从而“量身定做”出合适的治疗方案
或康复计划；对一些慢性病患者，建立“慢性病
管理日志”并定期上门随访。

该区还通过选聘百名本科、大中专毕业
生，邀请国内或省内知名学术专家讲课，组织
到省人民医院等大型医院培训等方式，不断提
高农村片医专业技术水平。农村片医也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等活动，向村民提供
全程预防保健知识。

该区投资20万元创办了《社区卫生服务报》，
每月出版两期，向辖区的广大农民免费发放。

金水区6万农户有了“家庭医生”

小支书敢做“大动作”

昨天上午9时许，在中牟县委宣传部，记者
见到了杨福平书记对本报报道作出的批示：

“请宣传部、教体局、三官庙乡关注无臂考生吴
建平的情况。1.代表县、乡各级表示慰问和祝
贺；2.核实情况，帮助解决一部分其生活、上学
费用问题；3.做好跟踪联系；4.弘扬其自强不
息、追求知识、身处逆境、拼搏有为的精神品
质。请宣传部、教体局共同起草一个向吴建平
学习的通知。”杨福平说，中牟县要成为郑汴牵
手的中原明珠，迫切需要发扬并保持像吴建平
这样不断超越自我、拼搏有为的勇气和豪情。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芳告诉记者，
宣传部正在和有关部门协商落实杨书记批
示，尽最大力量解决好吴建平学费和生活问
题，确保其完成学业，同时还要号召青年学生
向他学习。

“终于实现大学梦想了，我很激动。这不
是我一个人的事情，那么多人关心我。如果没
有父母我就无法生活，如果不是二高给予帮
助，我根本就不可能上大学。”上午10时30分，
在中牟县第二高级中学的办公室里，学校为他
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吴建平感动地说。

“教书育人是我们的职责，能给学生一些
帮助是应该的。”校长蔡信祥说道：“咱们学校
以教育为本，每年因家庭贫困免除学费的学生
就有 50个左右，还有些学生不但不交学费，每
月学校还给他们 50 元贫困生补助，这也有 20
多个。”

闻讯而来的老师和同学纷纷向这位“名
人”祝贺。一时间，办公室显得异常热闹。

蔡信祥告诉记者，该校学生大多数都来自
农村，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学习刻苦，自强不

息。所以，二高最近几年考上复旦、人大、中科
大等名校的学生不少，仅今年本科上线就有
708人，吴建平是他们的一个代表。

中牟县教体局局长田金锁昨天下午告诉
记者，县教体局已经开会讨论过，对于吴建平
这样的优秀学生要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将通
过以“金秋助学”行动来资助吴建平四年大学
的全部学费，如果不够再想办法。同时，中牟
县教体局也会请教育工会出面帮助吴建平协
调下一步的生活问题。

吴建平所生活的三官庙乡党委书记梁松
周表示，首先感谢本报对吴建平的关心报道。
他说：“我们对吴建平的家庭情况很重视，已经
派人去了解情况了，要帮助他们家里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另外，在中小学开学的时候，将深
入开展‘吴建平精神’的学习活动。”

本报追踪报道的
无臂考生吴建平被郑
州轻工业学院录取的
消息引起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昨日，中牟县
委书记杨福平看到本
报后第一时间批示，
责成有关部门帮助解
决生活和学费问题，
并要求弘扬其自强不
息的精神。

晚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朱星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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