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两口省吃俭用，平时去捡
拾垃圾也要给丽丽买奶粉、玩
具，让她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
后来，丽丽背上的疙瘩越来越
大就带她做手术。长大后丽丽
双脚跟朝前，脚面朝下。常人10
分钟可走完的路她需要 50 分钟

甚至更多。
“以前每天晚上奶奶都要泡

半盆中药给我洗脚，可我的脚并
没太大的变化。”丽丽指着自己
肿胀的小腿说。因为常年用脚面
走路，丽丽的脚面已经磨出一个
洞，不断流脓。

“这是脑脊膜膨出脊柱裂，
她现在只靠脚面一个支点能站
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
能独立去上学而且上到了初一，
这是个奇迹。”随行的市第二人
民医院骨科一病区主任医师孙
晓堂为丽丽检查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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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老人抚养弃婴14年
丽丽有个愿望：走路去上学，不拖累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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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前，64岁的张振交在上
街街头抱养了一个残疾弃婴，
他和老伴两人靠拾废品抚养
这个抱来的孩子。如今孩子
渐渐长大，张振交去年却离开
了人世，只剩下78岁的老伴
范春香和14岁的女孩张丽丽。
近日，记者同郑州慈善总会周
周行工作小组一行人来到了
登封市唐庄乡，看望了相依为
命的祖孙两人。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文/图

范春香家住登封市唐庄乡
张村。破瓦房被分成 3 个小隔
间，昏暗发霉的屋里只能摆下两
张木床和一张破桌子。

“那天，刚吃过早饭，老伴去
赶集，刚到集市上过来个 30 多

岁的女子，将一团棉褥急忙往他
怀里一塞，借口寻找东西就一去
不回了。”对 14 年前老伴抱回丽
丽的情景范春香记忆犹新。

“被褥里塞着 9 张 1 元纸币
和一封信，大概就是让帮忙抚养

孩子长大。”当晚，范春香和老伴
发现女婴脊背上有个疙瘩。“那时
有人劝我俩，干脆趁天黑悄悄把
弃婴放在马路边得了，但是这总
归是条命，我们就决定再苦再累
也要把孩子养活大。”范春香说。

“爱暖童心·慈善大卖场”爱心
商户火热招募中！

由郑州慈善总会、郑州华联
商厦共同发起的“爱暖童心·慈
善大卖场”公益义卖活动，6月下
旬将在郑州华联商厦东广场举
行。活动当天义卖场将分为服
装区、食品区、日常用品区、亲子
活动区等不同展区，现征集爱心
商户若干家，义卖分为产品捐
助、特价销售（部分捐赠）、摊位
费捐赠、随缘乐捐等多种参与形
式。报名电话：郑州慈善总会募
捐救助部：68665328。

义卖商品收入当场公布，接
受社会监督，义卖所得的全部善
款用于我市困境儿童的帮扶、救
助。此次活动我们将邀请省市
各大主流媒体参加，根据义卖的
捐赠金额，可在郑州电视台《爱
满绿城》栏目中为爱心企业提供
1～5 分钟的宣传报道。对于参
与义卖活动的商户郑州慈善总
会将颁发荣誉证书。

您的一份爱心，您的一次捐
助，都将为孩子们点燃希望之
光。我们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
下，爱心将延续，希望也将延续！

“这孩子现在的病情已经
很严重了，矫形的意义已经不
太大，现在最好的办法也许就
是截肢然后装假肢。”孙晓堂
说，由于没有得到系统治疗，加
上长时间站立、行走，现在丽丽
的小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如

果不抓紧治疗，长时间下去会
有癌变可能。

“我好想正常去上学，不连
累奶奶，不让奶奶操心……”丽
丽哽咽着说。

“我老了，也照顾不了孩
子几年了，希望有生之年孩子

的亲生父母能来看看孩子。”
范春香摸着丽丽的头，眼里尽
是关爱。

想要治好丽丽的脚需要一
笔巨额医疗费，如果您想帮助这
个可怜的女孩，可拨打郑州慈善
总会爱心电话86030399。

愿望 孩子的生母来看看孩子

辛酸 老两口省吃俭用将孩子养大

关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希望河南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及竞争力，着力打好四
张牌，以发展优势产业为主导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构建自主创新体系为主导推进
创新驱动发展，以强化基础能力建设为主导推进培育发展新优势，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
城镇化，着力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在拓
展更大更广发展空间的同时，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关于新型城镇化

“乡镇工作牵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的两头，一头是建设好新农
村、实现农业现代化，一头是加快农民有序进城、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

“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把培育产业放在首位，推进产业集聚、人口集中、
土地集约，以业立城，以业兴城。”

本报讯（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孙娟 李爱琴）新型城镇化是建
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的本
质问题、关键问题、核心问题，新
型城镇化怎么建设、怎么推进，
郑州一直在探索。

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发挥
区位、资源等比较优势，轰轰烈
烈推进两年多时间，郑州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通过探索和实践，郑州走
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契合
中央精神的独特的新型城镇化
发展道路。

坚持规划引领，确立了都市

区空间布局，实现总体规划全覆
盖，控制规划、专项规划、城市设
计不断加强，五级城乡规划体系
基本形成，市城乡规划信息工作
还获得国家金奖。

以交通道路建设为先导，加
快推进城乡路网一体化。地铁1
号线一期如期运营，郑州迈入地
铁时代。主城区“井字+环线”快
速骨干路网加快建设，三环快速
化主干工程建成投用，京广快速
二期、陇海快速路建设顺利；畅
通郑州工程加快推进，“两环三
十一放射”、16 个绕城高速出入
市口、188 条断头路、751 个路口

渠化等工程有序推进，县城路网
新改建 498 公里；生态廊道建设
新增绿化面积1520万平方米。

以中央商务区、特色商业
区、组团新区为重点，突出老区
改造和新区开发，加快中心城区
和县城组团现代化步伐，同时加
快推进四类社区建设。通过综
合整治，打通了一批断头路，促
进了一批变电站、中小学、小游
园落地建设，改善了群众生产生
活环境，拓展了城市建设空间，
加强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大
批水、电、气、暖、垃圾和污水处
理工程加快建设。

进入 2014 年，郑州坚持以
人为本，着力提升新型城镇化发
展质量，把人口发展战略放在新
型城镇化发展的首要位置。通
过超前谋划，积极应对，把握人
口向城市集聚的趋势和规律，制
定郑州人口发展政策，促进人口
增长与产业发展、与城市基础设
施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一致，
防止人口过度集聚，为未来人口
增长留下空间。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深化户籍
制度改革，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
民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县城落
户限制，推动城中村、城郊村和
产业集聚区内村庄的农业人口
成建制转为城镇户口。全面推
行居住证管理制度，稳步推进城
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全
覆盖，促进农村劳动力自愿、分
类、有序转移就业。建立健全农
业人口转移的促进机制，切实保
障农民各项合法权益，增强农民
向城镇转移的动力。

优化城市形态布局，是今年
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点工作。
通过坚持中心城市带动战略，统
筹推进重点区域发展，增强集聚
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加快城市组
团建设，提升县城城市功能，积
极推进县城城中村改造和新市
镇建设，加快重点片区重点区域
建设改造，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
社区建设模式，在保护好历史文
化风貌特色村的前提下，稳步推
进四类社区建设。

今年我市还要强化综合交

通枢纽功能，提升城市综合承载
能力，加快推进一批环保、交通、
市政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

“智慧城市”建设为载体，实施城
市精细化管理，持续开展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深入推进
水生态文明建设，以建设全国水
生态文明试点城市为契机，全面
启动新一轮生态水系规划建设，
持续改善城乡环境。

中牟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过
程，是郑州新型城镇化的一个
缩影。

该县充分利用中原经济区、
郑州都市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三区叠加建设的机遇，
发挥比较优势，创新思路，大胆
探索，致力于建设郑州都市区核
心增长板块，打造郑汴牵手的

“中原明珠”。全县确立以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十大切入点工
程”，发扬“不服输，拼命干，一年
干几年活，一人干几人活”的拼
搏精神，抢抓机遇，科学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通过新型城镇
化建设，全县城镇面貌焕然一
新，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日益完
善，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主导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吸引众多
央企和上市公司来中牟县投资，
70%以上的农民实现了就近转
移就业，同时也带动了物流、住
宅、金融、教育等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
了大幅度提高，全县经济社会发
展呈现出如火如荼的良好发展
态势。
(详细报道见AA05、AA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