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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庄镇加大力度
抓好冬季消防安全

为迎接用电高峰的到来，孟庄镇依
托网格加大用电安全排查力度，多举措
抓好冬季消防安全工作。

持续宣传，提高认识。悬挂消防安
全宣传条幅，在人员密集场所发放并张
贴消防安全宣传单页，适时举行消防安
全演练。

加强联动，全面排查。对各村重点
区域进行全面排查，加强对电路线路、消
防设施、消防通道等的安全检查。

突出重点，强力整改。突出重点区
域，盯紧重点场所，消除重点隐患，并联
系专业人员参与监督指导。

追踪监督，奖惩分明。对整改落实
情况进行后续监督，对实施不力的给予
相应处罚。通讯员 郭琴

新郑市地税局
开展“智能化”纳税服务

近日，新郑市地税局“智能化管理系
统”因其技术性、便捷性和较强的服务功
能等多重优势，受到各方关注。

拓宽服务渠道，推广网上办税。完
善外部网站功能，及时公开最新税收政
策和专项整改动作，提升纳税人知晓度
和配合积极性。

落实简政放权，减少资料填报。减
少纳税人资料填报负担；分流纳税高峰
时段人流量，保证办税质量。

强化服务思维，严格限时办结。从
决策到执行贯彻换位思考理念，最大限
度解决纳税人涉税疑惑。

确保服务质量，实行全程监控。收
集纳税人涉税意见建议；实行文明服务；
确保每位纳税人都受到公平、公正对待，
确保办税过程透明、公开。
新郑播报 李显文

新郑市民政局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

11月11日下午，新郑市民政局邀请
消防中队为福利服务中心员工和入住老
人讲解消防知识并进行消防演练。

消防官兵详细地讲解了日常防火知
识、火灾预防、火灾发生时的注意事项、
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和灭火器的使
用方法等消防常识，指导老人正确使用
灭火器。在火灾逃生演练中，工作人员
在消防员的指示下，搀扶老人按照预定
安全逃生路线，在较短时间内成功有序
地撤离到安全地带。通讯员 赵勇起

新郑市供电公司
确保冬季施工安全管控

为保障冬季安全生产工作，新郑市
供电公司通过“三个加强”确保冬季施工
安全生产“可控、能控、在控”。

据了解，该公司为做好2015年冬季
安全生产工作，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加
强冬季安全生产管理，保证冬季安全生
产工作的顺利进行。

加强现场施工安全管理工作，根据
施工现场情况和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各
项工作的安全筹划；加强对施工队伍安
全教育，检查施工单位的安全措施和工
器具是否到位；加强现场安全监督，该所
负责人及安全员、技术员哪里有施工现
场就出现在哪里，坚决杜绝管理性、技术
性、作业性违章。通讯员 黄琳暄

11 月 13 日上午，新郑市召开黄标
车治理淘汰工作推进会，就贯彻落实郑
州市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现场会精神，
对新郑市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进行再
强调、再安排、再部署。新郑市委副书
记、市长刘建武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密切配合、
齐力攻坚，确保完成上级下达的黄标车
治理淘汰任务。会议由新郑市副市长
赵建武主持。

会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李占龙
通报了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及各市直
单位黄标车淘汰工作进展情况，并宣读
了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奖惩决定，相关
乡镇负责人作了典型发言和表态发言。

自 9 月中旬起，新郑市采取强制
注销报废与以限行促淘汰报废相结
合、区域限行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宣传
教育与严查重处相结合、延时责任与
以奖代补相结合等措施，充分发挥网
格化管理作用，积极动员机关、企事业
单位、乡镇、街道、管委会和社会各方
力量，引导全域黄标车有序淘汰。截
至 11 月 12 日，新郑累计淘汰黄标车
1711 辆。

刘建武指出，黄标车治理淘汰工
作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各部门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升认识，切实
增强开展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的责
任感、紧迫感，以只争朝夕、攻坚克难

的精神,全力推进黄标车治理淘汰工
作。要强化措施、密 切 配 合 ，公 安 、
环 保 、交 运 等 部 门 要 进 一 步 加 大 路
面执法力度，对黄标车登记、营运、
通行、检验等环节进行严格管控，最
大限度压缩黄标车运行管控。要加
强督查、严格奖惩，黄标车淘汰工作
领 导 小 组 、市 政 府 督 查 室 要 进 一 步
加强对黄标车治理淘汰工作督查检
查力度，坚持日通报、周讲评、定期
排 名 奖 惩 机 制 ，确 保 黄 标 车 治 理 淘
汰 工 作 不 走 过 场 、不 留 死 角 ，确 保
12 月底前完成黄标车治理淘汰目标
任务。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巴明星

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了解到，新郑
市北部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园、新郑红
枣产业示范园、新郑南部高标准粮田优
种示范区 3 个示范园区初步形成规模，
入住农业经营主体达到56家，“领跑”当
地现代农业发展。

据了解，近两年，在现代农业发展迅
速的同时，新郑当地一边对辖区现代农
业发展进行科学引导和规划，一边引导
广大群众转变观念，合力向现代农业要

效益，尤其是不断调整政策和措施为辖
区土地流转畅通渠道，更是激起现代农
业发展的热潮，吸引了不少外来客商、民
间资本广泛参与现代农业项目建设。

这其中，该市围绕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建设规划的3个现代农业示范区作
用不断凸显。据统计，目前，3个现代农
业示范区已入驻农业类企业、合作社等
农业经营主体达到56家，推动流转农村
土地9.6万亩，累计完成投资29亿元，并

实现“一园一特色”“一园一景观”的现
代都市生态农业发展新格局。

在推动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的引
领下，新郑还形成了“优质粮食、现代畜
牧、特色果蔬、农产品加工”四大主导优
势产业，并通过调整农业产业和农村经
济结构，培育出好想你枣制品、白象食
品、雏鹰生猪等产业集群，进一步夯实
了当地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记者 杨宜锦

11月13日，郑州市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观摩培训会在新郑市召开。新郑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保军参加会议并
致辞。

与会人员先后来到新郑市新华路
小学、郭店镇鄢陵府完全小学、龙湖镇
实验小学，实地参观学校的乡村少年宫
项目建设，了解少年宫的设备配置及相
关活动开展情况，并观摩了学生的特色

展示。会上，新郑市就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近年来，新郑市围绕“让农村未成
年人收益”这一目标，确立了“抓好示
范、以点带面、突出特色、整体推进”的
工作思路，通过抓基础设施建设、抓队
伍建设、抓特色培育，大力推进乡村少
年宫建设。目前，全市已建成23所乡村
学校少年宫，其中 11 所分别获得了中

央、省、郑州市三级彩票公益资金的专
项支持。建好少年宫，更要用好少年
宫，使少年宫真正成为孩子们的乐园，
新郑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始终坚持因地
因校制宜、特色办宫的理念，通过近年
来的大胆创新和实践，各乡村学校少年
宫各具特色：版画、创意手工、书法等特
色已初步形成，得到了家长学生的认
可。通讯员 燕萍 锐琦

11 月 10 日，新郑市召开乡镇（街
道）志编纂工作推进会，通报郑州市
乡镇志编修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并
对新郑市乡镇（街道）志编纂工作进
行再部署。新郑市副市长缑云峰出
席会议，市志办及各乡镇（街道）分管
副职及编纂人员参加会议。

针对下一步乡镇志编修工作，副
市长缑云峰强调，要提高认识，树立
大局意识。编修乡镇（街道）志工作
意义重大，不仅能全面反映我市各乡
镇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历
史与现状，而且在传承文化、服务当
代、垂鉴后世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要强化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各乡镇

（街道）要切实把修志工作纳入到工

作任务之中，真正把“一纳入八到位”
落到实处，充实修志人员，将修志工
作经费列入乡镇、街道财政预算，统
筹安排，保证修志工作必需经费；要
依法修志，争创精品佳志。各乡镇

（街道）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好
乡镇志编纂任务，努力修一部精品佳
志，为推动新郑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据悉，本次乡镇（街道）志编纂内
容主要是记述 2010 年以前本辖区经
济社会发展历程和改革开放以来经
济社会发展变化进程。各乡镇（街
道）在修志时间上不设上限，下限统
一到2010年。
通讯员 杨媚 马艳辉

11 月 13 日上午，新郑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阔、副市
长乔琳带领各乡镇、管委会及
部分市直单位相关负责人，分
组对各辖区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工作进行检查评比。

检查组先后到新村镇新
村、梨园村，郭店镇山根村、
双岭村等 11 个村、社区进行
实地察看，听取相关负责人
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情况的汇报，并现场给予打
分。在检查过程中，各乡镇、
管委会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中，明确责任，密切协
作，狠抓落实，实实在在开展
综合整治，在广大干群的共
同努力下，人居环境得到明
显提升。

针对下一步工作，新郑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阔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统筹
安排、突出重点，要坚持集中
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
持续不断、扎实推进，努力使
农村人居环境面貌得到持续
改善。

新郑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初具规模
入住56家农业经营主体，累计投资29亿元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观摩会在新郑举行

11 月 12 日，记者从建筑市场农
民工工资拖欠工作约谈会上获悉，新
郑市将在全市建筑领域集中开展拖
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隐患排查工
作，以有效维护建筑业企业和农民工
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此次排查时间为 11 月 1
日至12月31日，分动员部署、企业自
查、专项检查和总结整改阶段进行。

将重点从 7 个方面对建设单位和总
包企业进行排查，即是否单独开设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是否执行农民
工工资“一卡通”及“月清月结”；是否
按照合同约定或工程形象进度付款，
是否存在拖欠问题或隐患；农民工工
资发放形式及发放情况，发放资料是
否齐全等。
通讯员 李萌

新郑市召开乡镇（街道）志编纂工作推进会

新郑市将开展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隐患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