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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航空港实
验区、郑州都市区“三区叠加”，省委、省
政府以及全省人民的高度信任，再加上
自身不断强大壮大的“功底”和“家底”，
毫无疑问，郑州正面对着一个新的快速
发展机遇期。

机遇是发展的条件，机遇更是自我
的挑战，而且机遇越大挑战也就越多。
因此，我们必须把机遇看作挑战，以决
战的态势应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把机遇看作挑战，务必“保持一种
清醒”，增强紧迫感、危机感。稍纵即逝
是所有机遇的共性，更何况在当今这个
抢先一步就领先一步的时代。逆水行
舟的现实，要求我们的思想意识要定格

“抢”字，工作落实要突出“抢”字，凡事
要早谋划、早部署、早动手。否则，就有
落伍的可能，就有掉队的危险。任何事

情的解决都有一个最佳时期，这个最佳
时期好比市场上的交易，只要你稍有延
误，它就掉价了。抓落实，早抓晚抓不
一样，紧抓慢抓不一样，这是一成不变
的规律。

把机遇看作挑战，务必“突出一个
主题”，致力于开拓创新。因时而变，因
机而发；顺时而动，随事而制。从古至
今，都是智者的必然抉择。新机遇带
来的是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我
们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也必须随
之 而 改 变 。 这 种 改 变 ，就 是 创 新 。
应当看到，我们当前面对的实际情
况有很大不同，要办的每件事情也
在不断变化。就航空港实验区建设
而言，作为全国的“第一个”，既不可
能“照抄照搬”，也不可能沿用老的套
路，只有创新才能成为核心动力。这就

要求我们“敢为天下先”，在创新中打开
思路、找到办法，在创新中提高能力、实
现突破。

把机遇看作挑战，务必“抓住一个
根本”，致力于攻坚克难。负重前行的
征途绝不会一帆风顺，把机遇看作挑战
就必须有不服输的韧劲。新事多就是
难事多，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再难的
事情必有解决的办法，这也是事物发展
的规律。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无
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表现出
坚定的斗志，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要
开动脑筋，水路不通走旱路，多在运作
上下功夫。不解决问题不收兵，不达到
目的不罢休。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不经历挑
战怎能谋发展。让我们在挑战中把握
机遇，实现自我，超越自我。

“大地情深”——国家院
团志愿服务走基层

我市非遗传承人
聆听专家讲座

本报讯 昨日，在郑州市群众艺术
馆多功能厅，专程从北京赶来的中国艺
术研究院的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宋建林
教授为郑州市市级以上非遗传承人举
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讲座。

宋建林教授通过对当代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高潮的背景、当代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阶段性成
果、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织机
构、社会团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
著成绩、当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主要威胁这 5 个方面问题的深入阐
述，与会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
了进一步认识和深入了解。在谈到郑
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宋建林对记
者说：“中原大地历史悠久，非物质文化
遗产留存丰富，今后我在研究时将会进
一步关注。”

这次活动是“大地情深”——国家
艺术院团（馆）志愿服务走基层活动是
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郑州市是第一批
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创建城市之一，创
建工作启动以来，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
下，我市示范区创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今年5月，我市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制度设计研究课题顺利通过国家
文化部组织的专家评审。

根据文化部第一批示范区创建城
市必须承担“大地情深”国家院团志愿
服务走基层演出任务的要求，郑州市群
众艺术馆积极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联系
协商，促成了此次活动如期举办。

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新华社记者李钧德 张兴军

河南夏收结束之际，记者深入田间地头，
从南至北走访一线种粮大户。通过对三份夏
收报告的解读发现，在夏粮连年增产的背景
下，继续保持丰产丰收的难度越来越大。未来
保障粮食供给，既要持续加大投入，打造粮食
生产核心区，也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释
放农业生产潜力活力。

柳学友：“倒春寒”致减产
选好种子是关键

柳学友是河南息县彭店乡种粮大户，从
6月 1日起，柳学友展开机收会战。没想到开
镰第二天遭遇连阴雨，直到9日麦收才全部结
束。

回顾小麦生长过程，老柳认为，除了这场
收获前降雨影响了小麦品质外，影响最大的是
三四月份的“倒春寒”。从周边村庄看，都不同
程度发生了减产。

“老柳说，今年夏收的减产敲响了警钟。
为此，他提了几点建议：要加强农资市场监管，
打击非法种子；出台政策扶持农民尤其是种粮
大户购买烘干机。”

胡海涛：种地打粮保丰收
高产创建是稳压器

49 岁的胡海涛是浚县小河镇种粮大户，
流转土地达 1160亩。与别的种粮大户不同，
他流转的地块多位于高产创建示范方内。

胡海涛说：“一般地块打粮食，好赖年景会
忽高忽低，示范方就像稳压器，不一定年年增
产，但旱涝保收，在这样的地块搞生产，心里有
底。”

据了解，今夏胡海涛共收获小麦110多万
斤，平均单产达千斤。这也是高产创建示范方
的常年平均水平。

小河镇镇长孙天葆介绍，全乡 10 万亩耕
地，其中高产创建示范方达7万亩。从2013年
的夏收测产看，平均单产1160斤，比一般地块

高出200斤。

李海洋：天不帮忙人勤快
转变机制添活力

李海洋是太康县毛庄镇农民，也是全县注
册的首个家庭农场主。

2013年，李海洋共收获小麦1500亩，因为
是与西瓜进行套种，折算后约 1200亩。总产
130多万斤，平均单产1100斤左右。

李海洋介绍，就全年小麦生长来看，“老天
并没有帮忙”，最后取得丰收很大程度是因为

“人努力”。
为避免减产，李海洋每块地最低浇了 3

遍。相比之下，很多普通农户采取了“望天收”
的态度。有的尽管也进行了抗旱，但效率很
低。

太康县农业局经管站站长李玉亭说：“创
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催生更多的新型经营主
体，将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释放农业生产潜力
活力。”

把机遇看作挑战
□郑重

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
示范区

趴在老人嘴边一句一句记遗嘱
2007 年，才 20 岁出头的王晨进入

中牟县司法局，成为一名公证员。本
以为这就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但
实践起来出乎了王晨的意料。

2008年初，连续几天的冻雨，地面
结了厚厚的冰。眼看到了年根儿，王
晨接到了冯堂乡一个遗嘱公证的案

子，但老人病危住院无法到场。“必须
听老人亲口说出遗嘱。”王晨和同事坐
车一个多小时，赶到离县城 30 多里的
乡卫生院，“老人是癌症晚期，家人劝
我别离得太近，可当时老人已经奄奄
一息，我只能趴在他嘴边才能听见他
说什么。”就这样，老人说一句，王晨记
一句，然后又将遗嘱念了一遍，老人同
意后按上了手印。

自愿放弃了一半产假
中牟县司法局局长张书增介绍，

司法局公证处人员一直保持在 4 名，
分成两组，“刚开始，一年最多接两三

百件案子，可现在，还是两组人，案件
量却翻了好几倍，每天平均要接 3 个
案子，一年最多可能有 1000 多件。

公证员们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

有的送达公证和上门取证等外出

案件，他们都是放在周末、休息时间

办理”。

休息日、节假日不说，就连产假王

晨也自愿放弃了一半。“王晨生完孩子

3 个月，因为处里的公证量太大，领导

给她打电话希望她能先回来上班，以

后再把假补上，王晨一口就答应了，补
假的事儿却再也没有提起过。”王晨的
同事告诉记者。

最美劳动者 中牟县司法局公证处 王晨

为了一份公证
她趴在老人嘴边一句一句记遗嘱

很多人以为，公证只是在公证书上盖个章的事儿；很多人不知道，
公证员为了求证调查延长工作时间、放弃休息时间……而28岁的王晨
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蔺洋 文/图

基础投入是保障 创新机制挖潜力
——三份河南种粮大户夏收报告的启示

40种真假商品比比看
工商局教你食品安全小常识

本报讯 昨日上午，配合“食品安
全宣传周”活动，市工商局在河南省人
民会堂举办食品安全知识普及活动，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开展典型案例宣
讲、现场答疑及受理申诉和举报等多
种形式，向现场群众进行广泛宣传。

市工商局消保科负责人介绍，此
次活动，全市21个分局参加，制作展板
48块，宣传册子、印刷品10万余份，准
备了 40多种真假商品供市民对比，起
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该负责人说，
食品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如果
市民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
进行举报，他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