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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730个乡镇要建动物
防疫机构
□晚报记者 裴蕾

本报讯 为从根本上防控重大动物疫病，
提高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昨日，记者获
悉，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乡镇或区域性动物
疫病防控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的通
知》，要求加快全省乡镇或区域性动物疫病防控、
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年底前
填补730个农业乡镇的动物防疫机构空白。

资料显示，截至目前，我省已经建立乡镇或
区域性动物防疫检疫站 806个，共覆盖 1148个
农业乡镇，但仍有 730个农业乡镇未建立动物
防疫机构。

省政府在《通知》中要求，对于没有设立动
物防疫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公共服务机
构或区域性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公共服务机构没有覆盖的乡镇，要于2011年
底前建立健全动物防疫、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公共服务机构，并从执法力量、人员配备、经费
保障等方面落实到位。

“市民看市政”下周四举行
市民可以电话报名参加

□晚报记者 李萌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郑州市市政工程管
理处了解到，“市民看市政管理”活动将于10月
27日举行，有兴趣的市民可以报名参加。

为使广大市民群众更好地了解市政设施管
理养护工作，展示市政建设风貌，通过此次“市
民看市政管理”活动，市民将可以了解到市政处
数字化指挥系统、立交桥泵站运行管理和升降
井施工现场观摩等城市管理工作，亲身体验市
政设施管理养护维修工作的全过程。

市政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民看市
政管理”活动暂定于本月 27日（下周四）举行，
有兴趣的市民可以拨打市政管理处报名电话
63827015报名参加。

我市又有6个农产品通过农
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评审
□见习记者 柴琳琳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农委获悉，“郑州
樱桃沟樱桃”、巩义市的“小相菊花”、新密市的

“尖山金银花”、新郑市的“新郑莲藕”、荥阳市的
“荥阳柿子”、中牟县的“中牟西瓜”6个“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申请，已通过农业部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专家组评审，进入公示期。

截至目前，郑州市登记保护的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已达到8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登记
为提高和宣传我市农产品质量品牌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晚报记者 王继兵 袁帅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召开第
五十二次重大项目推进工作周例会，听取上
次周例会研究确定事项推进落实情况、土地
日例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四进”、荥阳
市和登封市产业集聚区建设、省直厅局和垂
直单位在郑项目、高压线网入地改造规划、市
交运委年内拟开工重大交通项目以及思念食
品城项目等进展汇报，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定了下次周例会研究
事项。

市领导连维良、胡荃、乔新国、张建慧出
席会议。

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拟进入国
家、部委、央企和省规划的共19项，工程项目
涉及城市供水、燃气、供热、电厂、污水处理和
餐厨废弃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会议

指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改善民生、完善城
市功能和加快郑州都市区建设具有推动作
用。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从五个方面寻
求突破。一要抢抓《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加
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结合我市实
际，精心谋划项目，继续加强和上级部门的对
接沟通汇报，继续加强同金融机构的对接，争
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二要超前谋划市政民生
工程，加大工程建设进度，形成民生工程项目
管理、协调推进、资金筹措等一系列保障制
度。要通过成立专门机构，建立日例会、周例
会等制度，大力推进民生重点工程建设。三
要综合运用各种有效工作手段，制定科学政
策和激励考核办法，积极引导各管线主体在
市政设施建设的整体规划中，按照施工进度
和节点要求，及时或尽早做好配套管网建设，
确保各类管网统一有序并入地下管网，从根
本上解决“天天挖沟”的难题。四要抓紧做好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的
选址工作。五要把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规
划、协调作为重大科研课题来研究，更加科学
地搞好重大项目规划选址工作。

在听取荥阳市、登封市产业集聚区规划
建设汇报后，会议指出，产业集聚区作为县域
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是发展高新产业项目、拓
宽发展空间、优化产业布局、承接产业转移、
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载体和平台。
会议要求，各（县）市区、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产业集聚区建设。一要健全工作推进机
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招商引资和投融
资平台建设，提升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档次和
水平。二要认真做好合村并城工作，按照产
城互动、农村向城镇转移及集约节约用地的
原则，高标准规划建设商住区和新型农村社
区，为集聚区建设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三
要创新工作方法，借鉴先进城市经验，切实做

到科学规划，循环发展，统一建设，破解瓶颈，
切实做好集聚区建设和群众安置工作，真正
实现产城互动、融合发展。

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市城乡规划
局会同市发改委、供电公司共同编制了近期
可实施的十一条高压线网入地改造规划方
案。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会议指出，高压
线入地改造对于提升电力保障的安全性、可
靠性，提升城市景观效果，节约土地资源、拓
宽城市开发空间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会议
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有预期土地收益、改
善城市景观、推进城中村改造、加快重点项目
建设，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
抓紧启动高压线网入地改造计划；科技部门
要加强对高压线入地规划的深入研究；各相
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克服困难，主动作为，快
速推进，为我市拓宽发展空间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晚报记者 徐刚领

本报讯 如何做好 2011~2012 冬春蔬
菜储备工作？记者昨日从省商务厅获悉，
我省启动冬春蔬菜储备工作，以保障蔬菜
市场稳定供应。按照规定，在储备量上，将
按照满足城区常住人口每人每天0.5公斤，
确保5~7天消费量。

冬春季节影响蔬菜供应和运输的自
然灾害多发，容易引起供应短缺、价格上
涨。建立城市蔬菜储备制度，对于保障城
市冬春蔬菜供应、平抑菜价过大波动、稳
定城市居民菜价预期以及保障菜农增收

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要求，郑州市、洛阳市作为我省实

施冬春蔬菜储备制度的重点城市，其他省
辖市也应建立冬春蔬菜储备制度。2010~
2011年冬春季，部分市已初步建立冬春蔬
菜储备制度，但储备规模、品种等还不能适
应和满足市场需求。一些市尚未按要求建
立蔬菜储备。

省商务厅要求各级商务部门应联合
有关部门抓紧建立冬春蔬菜储备制度，为
蔬菜保价稳供提供保障。在储备品种上，
以耐储存、易周转的大白菜、萝卜、胡萝
卜、土豆、洋葱、圆白菜、冬瓜、南瓜等为

主，各市可根据消费习惯和储藏能力适当
调整。在当前内蒙古土豆难卖情况下，应
优先购储土豆。在储备期上，一般为当年
11 月 15 日到次年 3 月 15 日。在储备地点
上，以调运便利的城市中心区为主，近郊
产地为辅。在储备设施上，要结合现有设
施和财力，选择便捷高效和低成本的储藏
设施。

此外，商务部门还将密切关注蔬菜市
场动态，适时启动蔬菜收储工作。选择社
会责任感强，具有较强蔬菜经营实力和存
储能力的蔬菜运销企业、购销大户、大型蔬
菜批发市场承担储备任务。

市委市政府召开第五十二次
重大项目推进工作周例会

喜迎省党代会

市民政局党委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创先争优领导小组的
精心指导下，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工作的首位。紧紧围绕干部职工和困
难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把加强党建与创先争优结合起来，与解决实际问
题结合起来，与服务民生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晚报记者 裴蕾 通讯员 杜海庆

精心设计活动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敞开大门搞活动，让党员的先进性处处看得
见、时时摸得着，让人民群众从活动中得到更多
实惠，满意度越来越高。

据介绍，我市民政系统先后开展了“三个结
合、三个突出”、“三亮、三比、三评”、“三好一满
意”、“送温暖、献爱心”、“党员志愿者服务”等一
系列活动深化创先争优活动。全系统参加党员
志愿者 490 人、成立党员服务项目 25 个、党员志
愿服务活动惠及群众4234人。

推进项目建设 提高民生承载能力

近两年，民政重点项目建设也在创先争优活
动中强力推进，民生承载能力进一步提高。市民
政系统共规划建设项目 16个，计划总投资近 20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3.3亿元。其中，市殡仪馆迁
建作为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已于5月27日完成整
体搬迁任务，距设计工期提前一年半时间，距向
市委、市政府承诺的完成工期提前了33天，受到
市政府通报表扬。

重民生促和谐 传送温暖给弱势人群

民政工作，事关民生。我市民政部门主要采取 6
项举措，着力解决困难群众民生。

一是发放救助款物，提高困难群众生活质量。今
年投入冬春生活救济资金777万元，安排口粮1859.26
吨，救济9.97万人；发放衣被救济款34.03万元，安排衣
被 1.84 万件，救济 2.7 万人；发放伤病救济款 80.61 万
元，救济 7900 人。二是提高了农村五保对象供养标
准。目前我市的集中供养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 3360
元、分散供养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 2016元，分别超过
省确定的五保集中、分散供养标准 50%和 52.7%。三
是创新分类施保制度，促进低保公平与公正。四是医
疗救助、殡葬惠民有新举措。五是慈善帮扶救助。截
至 9 月底，郑州慈善总会共接收善款 2.32 亿元，在安
老、抚孤、助学等方面实施慈善救助支出2.11亿元，救
助全市困难群众6万余人次。六是社区建设工作在帮
扶中拓展。今年7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发了
题为《郑州市两千干部进社区诊治疑难杂症工作》一
文，报道了我市机关干部进社区，听民声、察民情、解民
忧，给社区建设带来了深刻变化，充分肯定我市社区帮
扶工作的成功做法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