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政府在此次改革中提
出，将保持全省农村电网安全
稳定供电和职工队伍基本稳
定，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实施、
部门联动、政策配套、积极稳
妥、分步推进”的原则，在一定
时期内保持县级供电企业独立
法人地位不变、电力趸售关系
不变、纳税渠道不变、职工社保
关系不变，通过“无偿划转、子
公司运作”方式，推进代管县级
供电企业上划由省电力公司直
接管理。

根据安排，县级供电企业
地方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实施步
骤将分为签订框架协议、清产核
资、债务处置等多个步骤。其

中，无偿划转对象为县级供电企
业地方国有产权。划转范围为
县级供电企业电网主业(包括与
主业相关)资产及其对应的负
债。与县级供电企业电网主业
无关的资产，将不纳入无偿划转
范围。县级供电企业投资或受
政府委托经营的地方小火(热、
水)电业务，将按照国家厂网分
开政策,由当地政府接收。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改革
中，我省将积极推进城乡用电
同网同价工作，提出将在农村
电网改造和农电管理体制改革
的基础上，适时出台政策，力争
实现“十二五”末（2015年）城乡
用电全面同网同价目标。

城乡用电“十二五”末有望同网同价
2015年底，我省107个代管县级供电企业将由省电力公司直管

2015年底，我省107个代管县级供电企业将全部上划
由省电力公司直接管理。记者昨日获悉，省政府近日下
发了“关于深化农电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具体
的目标计划：2013年实现郑州、洛阳、许昌、鹤壁等4个
省辖市所辖22个县(市)和安阳县、新乡县共计24个代
管县级供电企业上划由省电力公司直接管理，在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2015年底全面实现全省所有107个代管
县级供电企业上划由省电力公司直接管理。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无偿划转、子公司运作”

据介绍，农村电网是农村
重要的基础设施，关系农民生
活 、农 业 生 产 和 农 村 繁 荣 。
1998年我省实施的县级供电企
业代管体制改革，对加快农村
电网改造、降低农村电价和农
民电费负担，促进农民持续增
收、粮食连续稳定增产和县域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

展和农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快
速推进、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
的实施以及县域产业集聚区蓬
勃发展，代管体制逐步暴露出
资产产权不清、投融资渠道不
畅、管理体制不顺、农村电网建
设速度与用电需求增长不相适
应等问题，迫切需要深化改革、
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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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继兵 刘俊
礼）21日下午，市委书记吴天君，
市委副书记、市长马懿带领相关
单位负责人实地调研督查轨道
交通 1 号线一期和三环快速化
工程。

吴天 君 一 行 先 后 察 看
了 三 环 快 速 化 南 三 环 高 架

工 地 、轨 道 交 通 调 度 中
心 ，并 乘 坐 地 铁 察 看 了 轨
道 交 通 1 号 线 一 期 试 运 行
情 况 。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市
委书记吴天君、市长马懿强
调，轨道交通 1 号线和三环快
速化两个工程是解决郑州交

通拥堵，打造国际化、现代化
立体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工
程。工程实施以来，广大市
民舍小家顾大家，为长远畅
通，忍一时之不便，为工程建
设做出巨大牺牲、给予了大
力支持；各承建单位和广大
建设者顾全大局、艰苦奋斗、

昼夜奋战，推进工程建设取
得了决定性阶段成果，开创
了郑州交通建设的先河。全
市 上 下 要 在 肯 定 成 绩 的 同
时 ，进 一 步 提 高 认 识 ，坚 定
信 心 ，严 格 责 任 、严 明 纪
律 、精 心 组 织 、同 心 协 力 ，
按照国际化、现代化管理制

度 ，建 立 责 任 体 系 ，加 强 督
导 检 查 ，确 保 轨 道 交 通 1 号
线 一 期 和 三 环 快 速 化 工 程
在 安 全 的 前 提 下 如 期 实 现
有序运营，给全市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市领导胡荃、张建慧参加
会议。

郑大医学学科
喜迎85周年华诞
3万余名毕业生遍及国内外

本报讯 作为河南省医学高等教育
的发源地，昨日，郑州大学医学学
科迎来85周年华诞。据了解，85
年来，从郑大医学学科走出去的3
万余名毕业生遍及国内外，为国家
的医科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州大学医学学科创始于
1928年的河南大学医学院，是河南
省医学高等教育发源地；1952年独
立建院更名为河南医学院；1957
年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1984年更
名为河南医科大学。2000年，原郑
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和河南医科
大学合并组建新的郑州大学。

目前，郑大医学专业全日制在
校本科生有4628人，各类在校研究
生有4300余人，承担着全省全部医
学类博士生和70%以上医学硕士生
的培养任务。而从郑大医学学科走
出去的3万余名毕业生遍及国内
外。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河南籍研究生义卖义演
2小时筹10多万元爱心款

向没钱吃饭的人
每天供应
100多份免费午餐
本报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
话，需要修正一下了，12月21日下
午，为给贫困人员提供“免费午餐”筹
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群河南籍
研究生在郑州一家酒店组织义卖义
演，2个多小时筹集善款10多万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硕
士（MPA）河南校友会的黄先生告诉
记者，前一段时间，他和同学们看到
媒体报道，一个环卫工为了给妻子
看病天天吃馒头干、喝开水，一个外
来务工者因为饥饿去抢劫，于是便
动了在郑州开一个免费午餐点的念
头。21日当天，通过名人字画义卖、
模特走秀、少儿表演等方式，校友会
共募集到十几万元的爱心款，全部
注入“向日葵”公益基金，每天向困
难群体提供100~150份免费午餐，
领取地点设在郑州市纬五路与经一
路交叉口附近的周国平公益门诊。

“要是觉得经济困难，就拿个
碗来排队吃饭，没有身份认证，其
实拿着碗本身就是个槛”河南校
友会名誉会长周国平说，免费的
饭菜是从饭店定制的，主食是米
饭，炖菜有土豆、芹菜、白菜、萝卜
等。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一个只有左手能活动的重
度肢体残疾人，面对生活的艰
难与坎坷，不向命运低头，摸索
出适应自己身体条件创业发展
之路，实现回报社会的愿望。
他就是河南华源燃料公司总经
理王伟立。

1963 年，王伟立出生在一
个贫困家庭，出生不足 3 个月，
一次连续几天不退的高烧让他

落下小儿麻痹症。父母六年的
艰辛努力，让王伟立的左手终
于能活动，但其它上下肢体则
无活动能力。

20 多年来，王伟立从卖烤
红薯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先后
创建了“郑州三立广告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河南华源燃料
有限公司”、“河南中联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河南同在蓝天

下康复器材有限公司”等企业。
2010年王伟立被河南省残疾人
企业家协会推选为秘书长。

他创业致富以后，积极回
报社会，多年坚持扶贫、助学、
助残等公益事业，为济源王屋
山区、南阳南召县山区、郑州儿
童福利院孤残儿童等捐款捐物
及开展“文化娱乐助残”活动；
和 20 多户贫困重度残疾人家

庭结成帮扶对子，帮扶救济贫
困残疾人家庭。他于 2010 年
发起成立“河南省残疾人企业
家协会”，在成立两年多的时间
里，为社会捐款 4000 余万元，
安置残疾人就业 2800 余人，已
成为推动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
的重要力量。
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实习生 詹瑞雪

吴天君在调研督查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和三环快速化工程时强调

严格责任 严明纪律 精心组织 同心协力
确保如期运营安全通行

王伟立：
烤红薯起家 只手托起助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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