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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元善款救助我省残疾人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总工会获悉，全市工
会组织启动2015年“女职工关爱行动”，重
点帮助单亲困难女职工、女农民工、重病重
灾女职工、失独女职工4类特殊困难女职
工，确保全市在档困难女职工帮扶全覆盖、
无遗漏。

按照计划，我市将推动在女职工人数
较多、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特定行业和企业
开展女职工职业病检查，在困难企业女职
工中开展“两癌”等妇科疾病检查；针对女
职工开展特殊劳动卫生、职业安全、健康
保健知识教育培训；将困难女职工子女助
学纳入全市“金秋助学”范围。
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以前房子又破又旧，村里村外都
是土路，雨天两腿泥，晴天一身土，劳动
力外出打工，田地成了垃圾场。即便这
样，搬家村民还是有顾虑。直到市里的
干部来给大家一笔笔算细账，咱心里这
才清亮了！”孟庄鸡王社区的张阿姨刚
从文化广场做完健身操回来，在自家楼
房前眉开眼笑。

让大伙心里清亮的是新郑市委、市
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实施的

“六本账六对比。”在土地指标账、农
民利益账、资金运作账、就业岗位账、
粮食生态账、社会保障账六本账中，
严格按照产业和城市功能区 1∶1 带
动的要求，一平方公里地产支持一平
方公里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带动地
产，地产促进产业转型，实现工业反
哺农业的良性循环。

“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一切围绕
让农民利益最大化”，新郑市委书记
王广国的这一思路，如今通过“六对
比”成为现实。在鸡王社区村委会墙壁
上，明明白白写着3年前后的变化——

比资产：过去村民人均住房不足
30 平方米，固定资产不到 2.5 万元，集
体资产为零。入住新型社区后，人均面
积60平方米，固定资产达25万元，同时
预留10%的商业房作为集体资产，固定
资产达9000多万元。

比收入：村民以前人均纯收入仅有
6840 元，现在有工资、租金等多种形式
收入来源，2014 年人均纯收入已经达
到 16540 元。通过商业用房租赁集体
收益每年收入 200 万余元。配套、就
业、保障和管理的对比不用看数字：社
区内绿树成荫，花红柳绿，自来水、天然
气、宽带家家入户，幼儿园、小学的教学
设施完备，党团组织建设实现网格化，
集体缴纳医疗养老保险。

我省“放心粮油”供应网
2018年城乡全覆盖
本报讯 省政府近日下发了《关于全面落
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出
台 31 条举措加快构建我省粮食安全保
障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维护粮食
安全的责任。

我省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
和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和
粮食消费大省，《意见》要求，各省辖市、
县(市、区)政府必须切实承担保障本地粮
食安全的主体责任，全面加强粮食生产、
储备、加工和流通能力建设。各省辖市
市长、县(市）区长是维护区域粮食安全
的第一责任人。

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将进一步健全
粮食应急供应保障体系，到 2017 年底
前，我省各地将建成粮食应急供应保障
体系，确保严重自然灾害或紧急状态时
的粮食供应。每个乡镇、街道应将至少
有 1 个应急供应网点；在中心城市和人
口集中的工矿区，每3万人应至少有1个
应急供应网点。

我省还将全面推进全省粮食质量安
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2018年底前，在城
乡普遍建立“放心粮油”供应网络。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编者按：15日，《光明日报》一版以《农民安居而乐
业 ——新郑怎样推进城镇化》为题，报道了新郑
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实
施“六本账六对比”让农民安心，实施“六大工程”
让农民变市民，通过“三集中”让发展后劲儿十足
的做法。本报今日予以转载。

农民安居而乐业
——新郑怎样推进城镇化

□光明日报记者 刘先琴

家住河南省新郑市孟庄镇鸡王社区的王栓喜，掰着指头算眼下的日子：“俩儿
子和我分别在郑州华南城和六盛钢材市场上班，每人每月收入3000多元；
老伴儿和儿媳就在社区做保洁，月入各有1800多元；搬迁分配的5套房，住
3套出租两套，算下来年收入过了20万元。这搁从前，想都不敢想！”
王栓喜的好日子，是新郑市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坚持把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全部用于产业发展，通过提供就业岗位集聚人气的结果。这样的社区，在新
郑已经形成规模效应。“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和土地，作为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市和全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试点市，新郑成功解决了这两
个问题，用实践做出了回答。”资深经济学研究员冯宛平这样认为。

集商贸交易、物流集散、展示推广
八大功能的郑州华南城，选择在新郑
龙湖镇落户，如今已开门营业，全部到
位后可增加 20 万个就业岗位，每年增
加数十亿元税收。“新型城镇化必将带
动新郑实现跨越式发展”，曾经的大学
教师、土木建筑博士、科技成果奖获得
者王广国认为：“城镇化带来的三集
中，已经成为一方区域发展的强大推
动力。”

产业向园区集中淘汰了高污染企

业近 500 家，销售收入 10 亿元以上企
业由 2008 年的 4 家增加到 31 家，居住
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拉
动了商贸服务等第三产业，形成了“产
城互动、新城老城互动”的综合效应。

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质量第一
位、全国财政收入百强县市、全国中小
城市综合实力50强——新郑的发展成
效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可推广的经
验，被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评价为“南
有晋江，北有新郑”。

之八十四

在龙湖镇东张寨村，新郑市新型
农民协会总会、市劳动局、龙湖镇政府
举办的农民培训班上，郑州大学教授
王沛主讲的《产生自己的企业想法》，
吸引了台下专心听讲的当地农民。距
此地不远的河南省职业技术学院里，
已经有100多名来自新郑的农民，在不
同培训班学习电动机、电脑、财会等实
用技能。

“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不是仅
仅让农民有房住，还要提高农民就业
创业能力，使每个年龄层都有业可就，
新郑决策层认识到这个根本问题，从
稳定收入带来稳定居住，让农民世代

成为城中人。”在专家如此评价的背
后，是新郑实施的“六大工程”。

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实现订单
式的免费技能培训、免费推荐就业；农
民合作创业工程以区域特色为基础，
将有创业能力和意愿的村民组织起来
抱团发展，去年已经实现农民增收 400
万余元；文化惠民工程让社区有了标
准图书馆、文艺演出队和看得见乡愁
的村史馆；现代农业示范工程让农业
龙头企业与休闲旅游结合，已经被评
为全国最具农业投资价值县；社会保
障工程和行政效能提升工程，更让农
民体会到都市生活的安全便利。

“六大工程”让农民变市民

“六本账六对比”
让农民安心

本报讯 400 万元善款，用来救助省内困难
下肢残疾人。昨日上午，由河南省助残济
困总会主办的“美誉满神州、爱心献中原”
献爱心活动举行。

此次活动中，河南省助残济困总会和贵
州省仁怀市黔君酒业有限公司进行签约，和
以往直接捐赠物资的形式不同，“我们通过
送酒的形式来进行慈善募捐，居民得到了实
惠，企业进行了捐赠，困难人群得到了救
助。这是我省慈善捐赠方面的又一次创
新。”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即日起到明年
底，该酒业公司拿出 2000 万瓶酒对居民进

行免费赠送，消费者只需凭身份证号或电话
申请登记需求数量，酒厂即可按消费者所提
供的地址从酒厂直接邮寄到家，每瓶酒消费
者只需支付快递费 23 元。活动期间，每赠
送出1瓶酒，酒业公司向河南省助残济困总
会捐赠善款0.20元，共计400万元。此次活
动所募善款将重点用于我省贫困致残患者
的致残矫正手术医疗和康复项目。

“我们希望节省巨额广告费，投入公益
慈善事业，达到消费者和企业共赢的目
的。”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郑州晚报记者 李雪

抗战书画展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本报讯 15日上午，河南大华书画院纪念
抗战胜利 70 周年暨第七届书画展开幕
式在郑州中原古玩城广场举行，几位抗
战老兵作为特邀嘉宾为书画展剪彩。

今年，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有非凡
的意义，大华书画院早在 4 月份就发出
办展通知，得到全国各地同仁的热情支
持，书法作品歌颂抗战胜利，缅怀抗战英
烈，画家们也在人物和山水方面遴选素
材，呈现了一幅幅抗战新作，如《抗战名
将》《白山黑水铸英魂》《青纱帐》等。这
次书画展共收到全国各地作者的作品
1306幅，因场地所限仅展出251幅。
郑州晚报记者 李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