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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新郑市召开 2016 年
廉政教育专题党课暨党政领导干部
廉政谈话会。新郑市委副书记、市
长刘建武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
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加强自律、坚守
底线、认真履职、落实责任，为全面加
快建设临空经济强市营造良好的政
治生态和工作氛围。

廉政教育党课上，刘建武以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出发点，围
绕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的形势，要求新郑市各级领导干部：
一要清醒认识反腐形势，切实增强廉
洁自律意识。二要自觉加强党性修

养，坚决筑牢廉政防线，做到常思廉
不懈怠、常保廉不特殊、常促廉不擅
权、常守廉不掉队。三要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明晰“两个责任”关系，突出党委
主体责任、强化纪委监督责任，严格
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要求，坚持从严治
党、正风肃纪，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强
化责任落实，坚定不移推进全市党风
廉政建设。

就加强节日期间的反腐倡廉建
设工作，刘建武强调，一要警钟长鸣、
常抓不懈，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
弦。二要加强自律、坚守底线，切实

把好节日期间廉政关口。三要认真
履职、落实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

刘建武最后强调，新郑领导干部
要严格对照“三严三实”标准，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根固本，挺起
精神脊梁；落细落小，注意细节小事；
修枝剪叶，自觉改造提高；从谏如流，
自觉接受监督”的要求，坚持讲政治、
懂规矩、守纪律、转作风、树形象，干
净做人、踏实做事，为全面加快建设
临空经济强市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和工作氛围。
记者 杨宜锦

和庄镇大招商大项目
引领辖区经济快速发展

2015 年，和庄镇紧紧围绕“三大主
体”工作，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该镇全年招商引资完成域外境内到位资
金11.9亿元。

日前，记者走进恒天电缆公司生产
车间，机器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在一丝不
苟地操作。去年，面对严竣的市场形势，
恒天电缆通过自主创新，拓宽销售渠道，
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了企业
健康快速发展。而产品创新、开发市场，
则让恒天电缆保持了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和庄镇坚持以招引大企业、
大项目及其配套产业为目标，增强招商引
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招商引资向招
商选资转变，并建立完善“一个项目、一名
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服务机制，落
实从项目审批到落地投产，围绕项目建设
实施“四个一”服务机制，促使在谈项目尽
快转化为合同项目，提高项目履约率和开
工建设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辖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确保全镇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新郑播报 崔靓

农民种植专业合作
“种出”致富新希望

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苗家沟村，依
托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红薯
种植和粉条深加工，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途径。

据悉，具茨山苗家沟村地处山区，土
地比较贫瘠，水利设施不完善，遇到干旱
的年景收成更低。村里一直有种红薯的
传统，但红薯种植都是一家一户地“单打
独斗”，群众既不熟悉市场也不讲究种植
技术。2011 年，苏艮红当选苗家沟村委
会主任，看到乡亲们一年到头在自家土
地上勤劳耕作、收成却依然只够温饱。
多次考察后她决定联合其他村民，成立

“大脚岭种植专业合作社”，主打红薯深
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同时，深挖群
众自产小米、山村柴鸡蛋等的潜力。

合作社利用苗家沟种植红薯的自然
优势和多年的种植基础，积极引进技术、
洽谈项目，组织村组干部及致富能人赴
外地参观考察、学习种植技术，降低农民
种植风险。合作社的带动，使粉条产业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村民的
腰包更鼓。 记者 杨宜锦

孟庄镇
依托网格“质量”强镇

孟庄镇结合新郑市“坚持依靠群众
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工作要求，将
质量管理纳入网格日常管理工作机制，
强化宣传培训，规范信息平台，健全问题
处置、加强上下联动，着力提升镇区产品
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等。

坚持日常培训和每月集中培训相结合，
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及阶段性工作，联
合新郑市质监局、安监局下沉人员，开展食
品质量安全排查、管控期间燃煤锅炉整治、
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知识等专题培训。

强化信息平台统筹、收集、分发、协
调、裁决、追究的职能，充分发挥各级网
格长“社管通”手机的利用价值，通过“出
门就办公”工作机制，要求各级网格长对
在下村入户过程中发现的有关食品质
量、环境质量等问题及具体的解决措施
进行及时录入，提高问题处置效率。

深化条块双网融合，通过落实“组团
式下沉”和“固定日下沉”制度，发挥“条”
上的执法主体作用和“块”上的统筹协调
作用，狠抓“三支队伍”建设发挥实效，加
强联勤联动。记者 杨宜锦

新郑召开廉政教育专题党课
暨党政领导干部廉政谈话会

1 月 12 日上午，在新郑市行政审
批中心，该市常务副市长彭立向中原
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后勤保障处颁
发 了 该 市 第 一 张“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这标志着新郑市正式实现食品
经营许可“两证合一”，进而取代使用
多年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和“餐饮服
务许可证”。

据悉，原先办餐厅或从事与食品
有关的经营行为，需要办理“食品流
通许可证”和“餐饮服务许可证”，分

别由工商部门和食药监部门发放。
如今，新郑市整合了食品流通和餐饮
环节的监管职责，根据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的要求，原两证合并为一证，由食
药监局发放，有效期从旧证的 3 年延
长至5年。

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信息更
加全面，载明了经营者姓名、社会信
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住所、主体业态
等内容，明确了日常监管机构、监管

人员和许可证签发人。“这样就使监
管责任更加明晰，新证还附有二维码
标识，可以很方便地查询食品经营单
位情况，便于社会监督。”新郑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晓莉介绍道。

按照规定，食品销售 、餐 饮 服
务实行“新申请发新证、老证继续
有效”的原则，现有“食品流通许可
证”“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内仍
有效。
通讯员 刘象乾 张苹

1 月 12 日，国家农业部农村社
会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詹慧龙一
行 到 新 郑 市 调 研 创 新 创 业 工 作 。
新郑市领导刘建武、王保军、乔琳
等陪同调研。

詹慧龙一行先后到中德产业园、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中美创业
孵化中心、UFO 众创空间、华南城
电子商务产业园、孟庄镇农民创业
园、雏鹰农牧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详细了解了各产业园运行模式、管
理机制、扶持政策、实际成效和发
展方向等，并对新郑坚持营造好创
业氛围，搭建创业平台，发挥政府引
导作用，广泛吸纳大学生、农民工、

科技人才等各类群体融入到创新创
业中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
作，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做法和
成就给予充分肯定。

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中
美创业孵化中心，詹慧龙一行详细听
取并深入了解了孵化中心建设规模、
发展现状，并与大学生创业团队代表
进行交流，耐心询问他们在创新创业
上的想法与经验。在对该中心工作
表示肯定的同时，詹慧龙一行希望院
校利用自身优势，拓展教育功能，在
培养企业型人才为社会发展提供服
务的同时，加强与企业的对接联系，
与发展形势相结合，形成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
实地调研后詹慧龙表示，新郑市

前瞻性地谋划 和 部 署 全 市 创 新 创
业工作，在弘扬创业精神、营造良
好氛围、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创业
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精神、推
动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
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等方面进
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亮点
多、思路新、成效好，值得推广，希
望新郑能够将这些经验、做法进行
认真总结、深入提炼，努力为全国
其他地区提供一条可借鉴、可推广
的好路子。
记者 杨宜锦

在新郑市老干部局举办的“十二
五”成就回顾展厅内，一幅幅图文并
茂的展板无不显示着新郑市取得的
辉煌成就，充分展示着新郑市 5 年来
跨越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翻天覆地变
化。连日来，新郑市市直机关干部
职工和社会各界纷纷到展馆，参观
了解“十二五”以来新郑市取得的各
项巨大成就。

据悉，此次展览以《新郑市“十二

五”成就回顾展》为主题，分为前言、
领导关怀、辉煌成就和展望未来 4 个
篇章，从经济运行、产业发展、网格化
管理、科技成就、党的建设、民生改善
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全面系统总结展
示新郑“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成就、主要举措和基本经验，
为“十二五”圆满收官和“十三五”又
好又快发展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成
就展将持续到2016年6月。

“十二五”期间，新郑市抢抓中原
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和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三区叠加”机遇，
突出抓好“三化”协调示范区建设，经
济社会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
态势。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 388.8 亿
元增至 620 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由16.2亿元增至60亿元，分别是

“十一五”末的1.6倍和1.7倍。
新郑播报 李显文

国家农业部领导调研新郑创新创业工作

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借鉴、推广

新郑颁发首张“食品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延长至5年，食品经营许可实现“两证”合一

新郑举办“十二五”成就回顾展
展出时间将持续至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