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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成立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政府了解到，我市
决定成立郑州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该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在郑州市政府领
导下，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河南省政府关
于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和工
作部署，研究拟订我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工作的政策措施，推动部门协作，督促、检查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落实情况，协调解决
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及时通报工作进展；
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市民政局、市发改
委、市交通委、市妇联、团市委等，实行分工负
责制，承担与各自业务职能相对应的职责，及
时处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中需要跨
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 晚报记者 孙娟

省教育厅表彰奖励 2011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奖
单位和个人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在今
年 6月 24日至 27日由教育部等 16个部门在天
津联合举办的 201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郑州市参赛选手取得了优异成绩。

此次比赛，经过复赛选拔，最终我市共有6
所学校，34名选手代表河南省参与了此次大赛
的 7大专业 16个项目的角逐，并取得了一等奖
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2项的优异成绩。

日前，河南省教育厅对取得优异成绩的选
手、单位和先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和奖励。对
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学生选手分别授予“河南
省参加 201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手标
兵”称号，每人每项奖励 1万元；选手所在院校
奖励 10万元；郑州市教育局等 7个单位被评
为“河南省参加201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先进单位”。 郑州晚报 董艳竹

大学生成长基金首批发放

57名学子每人获助3000元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河南省宋庆龄基金

会了解到，该基金会为今年首批 57名“大学生
成长基金”获助学生每人发放3000元助学金。

“大学生成长基金计划”由河南省宋庆龄基
金会出资设立，用于资助河南省内10所高校中
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入学新生。

截至目前，通过各项目高校推荐、媒体征
集、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省内各地办事处申报
等渠道，共有 297名本科新生通过审核，其中
157名已经过公示，成为首批受助对象。昨日共
有57名学生代表收到助学金，其他100名学生
的助学金将由学校陆续发放。 晚报记者 裴蕾

□晚报记者 裴蕾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目前
我省有 67个县（市、区）被确定为全国小型农
田水利（简称“小农水”）重点县，全省新增、恢
复和改善灌溉面积570多万亩。

为解决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长期存在的“投
入少、项目散、发展慢”问题，财政部、水利部从
2009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小型农田水利
重点县建设，通过集中资金、整合资源，改变过
去“撒胡椒面”的做法，加快“小农水”建设步
伐。据介绍，以前浇一亩地要四五个小时，花

费二三十元，现在浇一亩地只需 1个小时，六
七元钱，“小农水”建设大大提高了灌溉排水能
力。

我省“小农水”重点县目前共67个，其中有
60个为产粮大县（市、区）。今年我省“小农水”
重点县项目国家及地方配套资金近16亿元。

□晚报记者 孙娟

本报讯 近期以来，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
故出现反弹趋势，特别是近期焦煤和义煤接连
发生事故，给我省、我市安全生产工作敲响了
警钟。昨日记者从市政府了解到，我市已对安
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并将迅速开展安

全生产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治理活动，对事故
易发多发的行业、企业、场所进行反复排查，
坚决关停非法和不符合安全生产规定的生产
经营单位。

市政府要求，当前正值煤矿兼并重组复工
复产关键时期，做好煤矿安全生产、遏制煤矿
事故的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对停产整顿煤
矿，煤业集团和地方政府驻矿人员要在现场严

防死守，严厉打击擅自复工复产等非法违法行
为，保持煤矿安全生产高压态势；对已经复工
复产的矿井，煤业集团要严格按照国有煤矿标
准进行管理，加大矿井瓦斯和水害防治力度，
确保安全生产；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大对煤矿执
法监察力度，从严查处超能力下达计划、超计
划组织生产和超定员、超强度生产等违法违规
和冒险蛮干行为。

□晚报记者 李萌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
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对《郑州市城市
供水管理条例》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据悉，我市将对二次供水管理等问题进行专项
研究和解决，确保城市供水安全。

上午 9点，人大代表实地查看了郑上路
城上城小区、柿园水厂、石佛沉沙池的二次
供水系统和城市供水基础建设情况。截至
今年 10 月底，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实际日供水能力 92 万立方米，供水用户
78 万户，其中居民用户 73 万户。该公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郑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
今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但在实施中，城市
供水仍存在二次供水管理、用户报装、供水
管网改造等问题，特别是二次供水管理问

题亟须解决。之前在对二次供水管理检查
中还发现供水水质令人担忧。

“建议二次供水设施要由城市公共供水单
位统一建设、管理、维护、抄表到户，明确责任
主体，明确费用负担方式及收费标准，明确
责权利关系。”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柴清玉
说，要对二次供水问题进行解决，确保市民
饮用水安全，并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确保责
任落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长松要求，城市
供水是民生工程，对条例中没有涉及的二次供
水问题要进行解决，确保城市供水量、质安全。

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二次供水
问题和用户报装问题已会同有关部门研
究有关解决方案，并要求市城市管理局对
人大代表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并对问题进
行跟踪落实。

□晚报记者 袁帅

本报讯 昨日下午，我市召开全市城市管理
整治提升活动第三次例会，通报市内各区、市直
各单位、相关专业部门前段时间城市管理整治
提升工作考评、督察情况，对下阶段省会城市管
理整治提升活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吴天君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
话。他要求，要正确把握城市管理整治提升活
动的特点，突出抓好五方面重点工作，集中时
间、集中精力，集中开展专项治理，确保城市管
理整治提升活动早见成效、扎实有效。

副市长张建慧、市政协副主席党普选、市政

府党组成员赵武安等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播放了城市管理整治提升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在市区暗访拍摄的录像，通报了
城市管理整治提升活动10月份各城市区排名情
况，分析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下一阶段
的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听取了市区停车场整顿
规范及城市交通管理工作、效能监察工作情况
的汇报，10月份城市管理整治提升活动综合排
名第一名的管城回族区和郑东新区管委会就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听取相关介绍、汇报后，吴天君对省会城市
管理整治提升活动的深入开展提出四个方面的
明确要求。第一，要正确认识整治提升活动的

成效。从6月份开始，市委市政府开始对活动的
开展进行调研、研究方案，对活动推进的整体思
路、方法、措施、目标任务、推进机制进行全面部
署，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一些方面的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与市委、市政府的要
求，与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效果仍不理想。
在下一阶段的活动中，全市上下要立足城市
区、立足自身单位，认真总结活动开展以来的
工作，集中领导精力、集中领导力量，广泛发动
群众，认真排查自身差距，推进活动深入开
展。第二，要正确把握整治提升活动的特点。
一要牢牢把握活动长期性的特点，围绕阶段性
和中长期工作目标，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二

要坚持工程措施与管理措施相结合、近期工作
与远期目标相结合；三要着眼于理顺体制、健
全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四要以责任追究、
严格奖惩来强化责任、促进工作。第三，要突
出重点，专项治理，早见成效。突出交通拥堵
管理体制措施的提升、占道经营的治理、破损
路面的修复、户外广告的治理和飞线治理五个
重点工作，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力争早见成
效。第四，要加强领导，严格奖惩，确保活动扎
实有效。各城市区、各相关单位要心无旁骛、集
中精力、扎实推进，确保城市管理整治提升活动
取得扎实效果，确保“十二五”和郑州都市区建
设取得良好开局。

吴天君在全市城市管理整治提升活动工作例会上要求

突出五个工作重点 集中开展专项治理
确保城市管理整治提升活动扎实有效

坚决关停
非法和不符合安全生产的单位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治理

市人大常委会对《郑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执行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解决好二次供水问题
确保市民饮用水安全

“小农水”建设提高灌溉排水能力

我省570多万亩良田灌溉无忧

二次供水
是指单位或个人将城市公

共供水或自建设施供水经储
存、加压，通过管道再供用户或
自用的形式，因此，二次供水是
目前高层供水的唯一选择方
式。二次供水设施是否按规定
建设、设计及建设的优劣直接
关系到二次供水水质、水压和
供水安全，与人民群众正常稳
定的生活密切相关。相比原水
供水，二次供水的水质更容易
被污染，二次供水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一直都受到市民的广泛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