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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审兵/文 张翼飞/图

今年郑州市提出的“十件实事”中，首次把科
普惠民活动纳入其中，提出依托城市社区现有活
动中心，建设社区科普大学示范点100 个。“这表明
市委、市政府对向市民普及科普知识的高度重视，
我们将全方位做好工作计划，把这项惠民工作抓
好，切实为民众服务。”市政协委员、郑州市科学
技术协会主席吴予红如是说。

科普势在必行
吴予红介绍，近些年来，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许多容易

引起误解和恐慌的社会事件，说到底都和科学知识的普
及有关，“比如日本地震发生后在中国出现的抢购碘盐事
件，空气质量监测的 PM2.5，海南的毒西瓜、毒香蕉事件
等”，因此对市民特别是从社区着手做好科普知识宣传非
常重要。

全面做好政府实事
吴予红说，为确保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涉及科协的

“十大实事”，市科协计划依托城市社区现有的活动中心，进
行社区科普大学的试点，计划从统一办学、教学方式、队伍
建设、管理、办学制度等方面着力做好，保证科普惠民的时
效性、趣味性。

在统一教学方面，我们将坚持统一命名、统一发放
教材、统一招聘老师、统一安排教学计划，保证社区科
普大学示范点的教学质量。“市科协 2012 年将统一安排
100 个社区科普大学示范点、共计 3000 个课时的教学
计划，全年完成 10 万人次系统的科普知识培训。”吴予
红说。

在教学方式上，市科协计划采取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
活动两种方式，使教学内容尽可能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
需求，组织学员开展科技游览、才艺展示、文体表演等活动，
丰富学员的精神生活，增强社区科普大学的凝聚力，扩大社
区科普大学的影响。

在队伍建设方面，一是建立各级专职管理员队伍，二是
科普志愿者队伍，三是热心肠学员组成的班委队伍。

在管理上，郑州市社区科普大学示范点实行四级管理、
共同办学模式，由市科协、区科协、街道办事处、社区进行四
级管理，各负其责，共同办学。

同时，为确保社区科普大学有章可循，将根据社区科
普大学办学章程，制定社区科普大学示范点准入制度、学
员准入制度、督导复验制度、表彰奖励制度、经验交流制
度等，确保每个社区科普大学示范点的办学质量和健康
发展。

市科协
建100个社区科普大学示范点

20122012郑州两会郑州两会 十大实事之 D02
2012年2月6日 星期一 统筹 安学军 编辑 黄波涛 校对 大利 版式 杨卫萍

市
旅
游
局
局
长

□记者 胡审兵/文 白韬/图

“今年，市委、市政府把完善公共旅游服务体系纳
入‘十件实事’之中，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对旅游惠民
工作的重视，这也是把郑州建设成为最佳旅游环境城
市要做的基础工作之一，同时也体现了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从细节方面对游客提供温馨服务。”市旅游局局长
龙同胜说，这是动力也是压力，旅游部门一定全力做
好，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信任，不辜负广大市民、游客
的期望。

一张旅游图牵动旅游各方面
今年市委、市政府“十件实事”提出，在政府办事大厅、重

点景区、车站、机场、星级酒店、博物馆、科技馆等窗口单位免
费提供郑州旅游图。

“别小看一张小小的旅游图，可是要牵动旅游各方面要
素。”龙同胜说，地图上可不是只简单地标注旅游线路、景区名
称，郑州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各要素都要反映到地图上，
同时还要保证信息的实时更新，这就需要有人专门负责采集
信息、更正信息，只有这些信息全面，才能把地图印制出来。

另外，发放地图也是一件看似简单，却又非常繁重的任务。
为此，市旅游局将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对这项

工作仔细研究，详细布置，尽快让地图摆放到指定的位置上，
同时为确保旅游图制作、发放等落实到位，还将制定相关的管
理办法。

做好旅游富民工程
“十件实事”还提出，今年要积极实施省“百村万户”旅游

富民工程，支持全市40家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入围省首批乡村
旅游经营单位星级序列；扶持 5~8个特色旅游村开展乡村旅
游，新增农民就业岗位200个，争取5个村入选省特色旅游村。

对此，龙同胜表示，“百村万户”旅游富民工程是国家旅游
局从支持“三农”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
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提升农民
精神文明和综合素质，丰富旅游产品体系，使旅游概念的外延
进一步放大。同时，这也改善了旅游产品结构，增加了游客的
休闲方式。

为做好这项工作，龙同胜介绍，首先，扶持特色旅游村开
展乡村旅游，只要达标，每个村奖励 2万元。其次，对乡村旅
游经营单位进行星级评定，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服务档次。
再次，对适合安排从事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的农民进行服务技
能培训，提高服务质量。

“我们将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以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星
级评定委员会，指导、监督旅游富民工程的实施，促进我市乡
村旅游的快速健康发展。”龙同胜说。

市旅游局
建设最佳旅游环境城市

□记者 柴琳琳/文 张翼飞/图

“2011 年是落实‘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市委、
市政府对农业综合开发工作高度重视，把改造中低产
田20万亩列入为民承诺‘十大实事’之一，加大投资力
度，总投资 25989.26 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 6.5 万
亩、改造中低产田10.5万亩、新菜田综合开发基础设施
项目 3 万亩，圆满完成了 20 万亩中低产田改造建设任
务。2011 年，完成设施农业 9184 亩，超额完成了 8000
亩设施农业建设任务。”市农委党委书记、主任文广轩
如是说。

首席服务官制度及时掌握项目建设情况
“为搞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2011 年进一步加大

了监督检查的力度，科学规范项目立项和审批程序，对资
金使用管理进行跟踪监督和绩效考评，把工程进度报表与
现场督导检查、项目竣工验收等结合起来。”文广轩介绍，
为严格规范招投标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项目工程
招投标制，项目资金公示制，工程监理制，县级报账制，实
行资金跟着项目走，确保项目建设在公开、公正、公平、透
明的环境内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为搞好项目建设指导和技术服务，及时发
现和帮助解决问题，市农委建立项目首席服务官制度，下派51
名项目首席服务官，对重点项目进行跟踪服务，每天汇总建设
进度，每周一、三、五召开首席服务官例会，及时掌握项目单位
的建设情况。

为充分调动设施农业建设者的积极性，配合郑州市
的扶持政策，多数县（市、区）都出台了各自扶持设施农
业建设的政策，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对设施农业建设进
行奖励。

设施农业建设已形成了以农业公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投
资为主体，市、县（市、区）政策扶持，多渠道投入建设设施农业
的新局面。

促生了一批规模化设施农业生产基地。

继续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
在2012年市政府承诺要办理的民生“十大实事”中明确指

出，今年要继续实施“菜篮子”工程，新建标准化菜田6万亩，蔬
菜设施面积 8000亩，着力解决群众吃菜难，吃菜贵问题，将继
续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改造中低产田20万亩。

为做好这些工作，市农委将加大项目整合力度，把新
菜田综合开发、农业综合开发、标准化生产、植保公益化、
精准施肥等项目建设与设施农业建设捆绑式、同步进行，
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并继续实行首席服务官制度，搞好项
目督察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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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委
建立项目首席服务官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