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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区“绿色通道”助农民工维权
本报讯 临近岁末年关，为更好地帮助农

民工解决劳资纠纷问题，二七区京广路办事处
通过降低法律援助门槛、简化程序、健全网络、
加强经费保障，拓宽覆盖面、畅通农民工申请法
律援助渠道等，为农民工提供最便捷的法律服
务。 晚报记者 王菁 通讯员 李伟涛 刘彦芳

金水区调整农村大病医疗救助金额
本报讯 为完善金水区农村大病医疗救助

管理，解决农民患重大疾病时的经济困难，根据
农村大病医疗救助运行情况，2011年12月该区
对《金水区农村大病医疗救助暂行办法》进行调
整。1月 1日起，参合农民患重大疾病时，个人
支付部分最高可报销 80％等。咨询电话：
65926702。 晚报记者 王翠 通讯员 马丽

中原区执法局帮扶贫困商户
本报讯 昨日，中原区行政管理执法局工

作人员带着油、面和米，对家住棉纺西路41号楼
8号靠摆水果摊维持生计的贫困商户申利红进
行帮扶，受到居民好评。近来，申利红为了配合
市容整治工作，不再出摊。“我们已给开发商协商
好了，在一棉棚户区改造时会给她留出一个免费
的摊位，供她家维持生计用”。该局李副队长
说。 晚报记者 董占卿 通讯员宋珂

离退休干部“四就近”工作受捧
本报讯 昨日上午，郑州市离退休干部“四

就近”工作推进会在二七区召开，该区有13个社
区通过验收达标，被命名为“郑州市离退休干部

‘四就近’工作示范社区”。区民政局自主研发
的“居家养老紧急呼叫服务系统”，也在社区推
广应用，近200位老干部受益。

晚报记者 王菁 通讯员 郭小建

新郑工商部门严查文化市场
本报讯 近日，新郑市城郊工商所、观音寺

工商所等按照新郑市工商局统一部署，对各类
音像制品店、网吧、书报刊店、玩具店等有针对
性地开展了专项整治，严厉查处、打击了一些违
规、违法行为，规范了文化市场的经营秩序。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杨培

登封地税两税征管成效明显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登封市地税局获悉，

截至11月底，该局共累计征收契税、耕地占用税
5583万元，占计划任务5860万元的95.3%，同比
增长55.1%，增收1984万元。其中：契税累计征
收5183万元，耕地占用税累计征收400万元。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耿文华

荥阳谁违纪取消谁年终评先资格
本报讯 荥阳市国土资源局崔庙所开展廉

政教育，服务崔庙经济发展。据了解，该所与每
名工作人员都签订了廉政保证书，还聘请了由
镇政府、村委、企业和村群众代表组成的廉政监
督员。凡是廉政建设责任落实不到位，出现违
规违纪现象的，取消其年终评先资格。

晚报记者 王战龙 通讯员 来志强

郑州市科协又添新成员
本报讯 近日，河南科达节能环保有限公

司科协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经开区揭
牌。郑州市科协主席吴予红、副主席马国明、经
开区信息产业园副主任张军、经开区科技局副
局长张麦会、河南科达节能环保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开碇等领导参加了成立大会。

晚报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周林

“一切为了孩子”
本报讯 昨日，为创造出家园共育幼儿的

有利环境，登封市市直二幼大班“家长与学校”
开班授课。“一切为了孩子”，共同的愿望和一
致的目标，让幼儿园和家庭教育有机结合，互通
互动，产生共鸣，很受家长欢迎，促进了幼教工
作的良性发展。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范玉红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郑晓鹏 欧阳文权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登封市国土资源局
获悉，为切实做好国土资源信访工作，该局展
开为期两个月的“走基层、察实情、解难题、转
作风”为主题的信访案件“双百”大走访活动。

自 11月初开始，登封市国土局即抽调100

名业务精、能力强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走访
100起各类信访案件当事人。此次“双百”信访
案件大走访活动围绕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调研土
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二是调研
群众最关心的国土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如征地
补偿安置措施落实情况，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问
题和国土资源信访中反映突出的、普遍的问题；

三是调研国土资源管理和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同
时还要了解基层群众的诉求，进一步查找、梳理
国土资源系统在思想观念、管理职能、工作作风
和工作方式等方面不适合、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突出问题。并通过调研，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
而有力推进国土事业稳步发展。

□晚报记者 王战龙 白韬 文/图

本报讯 近日有村民报料，荥阳崔庙镇王
宗店村手续不全的河南华鼎建材有限公司石
料厂（下称“华鼎建材”），违规“生产”，厂区周
边村民叫苦不迭，“大家被厂家生产的浓烟包
围，数百米之内看不清东西，呛得受不了！”对
此，荥阳崔庙镇政府、荥阳市国土局方面说该
厂“不违规”、是“技改”，但荥阳市安监局明确
告诉记者该厂“违规”、“手续不全”。

报料的村民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石料
企业需要有除尘设备，该公司（厂）为了“节约”
成本，生产时并不开启防尘设备。

每当夜间生产时，厂区周边三四个距离较
近的村民小组的民宅就被浓烟包围，“数百米
之内看不清东西。大家窗户都不敢开”。

10日，村民举报称，华鼎建材生产
至当日上午 11时结束。记者赶到了该
公司（厂）所在地崔庙镇王宗店村，只见
通往华鼎建材的路上，数辆载满石料的
车辆穿梭而过，而院子内停放的一些卡
车已装满石料，整装待发。半山腰上，
铲车、钩机正在工作。

记者将此情况向荥阳有关部门通
报，荥阳崔庙镇政府一刘姓工作人员
称，该厂手续合法，不存在违规；作为
荥阳市非煤矿山资源整合主要管理单位之
一的荥阳市国土局副局长马志军却给出了
该厂是“技改而非生产”的回答。

但同样针对此问题，荥阳市安监局安监一
科刘科长明确告诉记者，华鼎建材尚未取得安
全生产许可证，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需要有三个步骤：安全预评价、安
全设计和安全验收，华鼎建材手续审批刚通过
安全预评价，第二步安全设计还未开始。

刘科长说，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在通过第
二步安全设计后，才可以进行基建、道路开挖，
机器安装调试。在没有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前不允许生产。

政策扶持，市场运作

登封核桃产业步入“快车道”
现核桃种植面积为71100亩，2013年将新增15万亩

登封地处嵩山腹地，山多地
少，石厚土薄，气候干旱，农作物
生存条件差。如何推动农业发展
方式转变，怎样找到切实可行的
发展方式，自2009年起，登封市大
力发展以核桃为主的木本油料作
物，现已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晚报记者 邓红超 袁建龙
通讯员 宋跃伟 赵进朝 文/图

崔庙“华鼎建材”违法生产污染环境
被厂家烟尘笼罩的村庄，“数百米内看不清东西”
针对该厂问题，当地三个主管部门的说法互相矛盾

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一些没有开采许可以及环保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一些没有开采许可以及环保
认证的认证的私营采石场依然在大肆开采，对当地的环境造成私营采石场依然在大肆开采，对当地的环境造成
了严重的破坏。了严重的破坏。

发展核桃种植产业是科学论证
的结果

“登封市发展核桃种植产业并不是主观臆
断，而是结合登封核桃种植历史和特有的土质
气候，在经过科学充分论证的情况下而决策
的。”登封市委书记郑福林如是说。

核桃种植在登封有悠久的历史，位于该市
唐庄乡范家门村一棵“核桃树王”就是最好的
历史见证。“这棵核桃树直径达 1.5米，树身高
约30米，树冠面积2亩左右，经专家估算，树龄
达 500年。专家认为，登封之所以有这样的核
桃树王，与这个地区的土质气候特点密不可
分。”该乡副乡长范炳帅说。

而近几年，登封市颍阳镇李洼村村民种植
核桃产生的效益不但富裕了农民的“钱袋”，而
且印证了市委市政府的正确决策。李洼村原
来以种烟叶为主，2003年，该村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抓住退耕还林的机遇，引导群众栽种
核桃树，当年就栽种核桃树 803亩，3年挂果，
现在大部分树已进入盛果期，许多农民因为种
植核桃走上了富裕之路。2010年李洼村核桃
收入达 400多万元，仅核桃一项全村人均收入
1500元以上。

为防止盲目发展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发
展种植前，登封市组织考察团先后到云南省大

姚县、漾濞县及我省的卢氏县进行考察学习，
了解核桃产业发展先进地区在核桃育苗、生
产、销售、加工等方面的经验。并聘请国家、
省、市专家对《登封市核桃基地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进行了评审，专家认为，发展核桃
产业，适合登封市区域自然条件和农村经济发
展实际，符合国家林业产业发展政策。

在经过充分论证和科学谋划后，登封市按
照政府引导、群众自愿、市场运作的发展原则，
因势利导出台了《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快推进核桃产业发展的意见》，制定完善多
项措施助推核桃产业发展。

登封核桃产业的发展来之不易
“登封核桃产业的发展凝聚着全市各部门

的心血啊！”该市林业局负责人深有体会。市
四大班子领导多次深入实地调研和指导察
看。作为核桃产业发展的主管部门林业局，更
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政策上、技术上，双管
齐下，扶持这一产业快速发展。他们多次举办
核桃栽培技术培训班，壮大核桃技术人员的队
伍。组建了登封市林业产业协会，拓展核桃产
业市场。目前协会会员达 140余人，组织各类
核桃技术培训40次，参训人员8000余人次。

登封发展核桃产业的思路和做法得到上
级部门及有关专家的肯定。今年 4月，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对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登封市核桃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情况进行
实地查看、指导，对该项目的建设情况给予了
肯定，并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2013年核桃产值将达1亿元
种植户丰厚的效益，各级专家一致的肯

定，让登封市的决策者感觉到核桃产业成功起
航的欣喜，也坚定了他们发展核桃产业的信心
和决心，《登封市核桃产业发展规划意见》提
出：2010 年～2013 年，该市规划新发展核桃
种植面积 15 万亩（全市核桃种植面积现有
71100 亩），规划发展核桃良种繁育基地 200
亩，力争到 2013年，年产量达 5000吨，实现年
产值 1亿元，努力把登封打造成为中原地区
第一核桃大县。

记者手记：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
产业化进程，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已是各
级党委政府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登封
市发展核桃产业思路清晰、措施得力，着
实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如果进一步拉长
产业链条，走深加工之路，创造自主品牌，
这样不但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也规避
了农民卖难的风险，可谓两全之策。

登封市国土局开展大走访活动

记者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