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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果经济”
带动农家旅游

荒山变“花果山”，柿树行村
活跃起来的不仅是“林果经济”，
也带动了农家旅游发展。目前，
驻村工作队已经为四五户村民
办理餐饮经营许可证。与此同
时，新郑市实施的“杏福时光”项
目自启动以来，还先后完成了包
含柿树行村在内的多个山区贫
困村的道路、停车场等硬件设施
建设。其中，涉及柿树行村的
登山观光步道正在稳步推进，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山区
群众交通道路环境，并提高游
客游览质量，从而带动村民致
富增收。

本报讯 7月5日，市人大教科文卫委
员会召开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学习省人
大专委会工作规则，并就今年工作提出意
见和建议。

2017年，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将在
市人大及常委会的领导下，围绕加快期委
员会的工作职责，从监督工作、完成上级
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工作、代表工作、自身
建设等方面，认真落实市十四届人大五次
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

会后，组成人员来到郑州报业集团，调
研视察媒体融合情况，参观了集团旗下《郑

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等媒体，重点
参观了郑报融媒“中央厨房·新闻超市”。

近年来，郑州报业集团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和新媒体发
展的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市
有关精神，立足实际大胆探索、积极实践，
实行“三个打破”，抓住“四个关键”，完善
“五大系统”，组建“六大中心”，着力打造
郑报融媒“中央厨房·新闻超市”，构建了
编委会管总、采编发主战、多渠道传播、大
平台支撑、大数据考核的现代媒体传播架
构和运营体系，建设大平台，推进大融合，

实现大转型，努力打造具有强大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现代传媒集团。

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科技界、教
育界、医疗界、文化与传媒界、双创界人
士，都对郑州报业集团的媒体融合实践给
予高度肯定，认为郑州报业集团在推动转
型发展、创新发展和融合发展中，探索出
了一条符合媒体发展，适应传播需要的新
路子，为宣传郑州新形象、助推郑州新发
展创新了形式、拓展了渠道、提升了层次。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法建强出席会议
并参加视察调研。郑报融媒记者 覃岩峰

本报讯 7月 5日,全市慈善系统上半
年工作座谈会召开,来自全市各县（市）区、
开发区的慈善领域负责人,分别介绍了上
半年各自的工作情况，并对今后一个时期
我市慈善工作发出了爱的总动员。

200多个慈善项目惠及全市困难群体
据介绍,今年,我市各县（市）区、开发区

发布的慈善项目共计200多项，涉及助医、
助学、助困、助残、安老、精准扶贫、困境儿
童帮扶、慈善文化建设、慈善志愿者发展等
多个方面，郑州慈善总会的35个项目已经
启动实施，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项目投入运行的同时，要以严格

的要求进行统一监督管理，切实保证慈善
资金用到实处，惠及全市困难群体。”郑州
慈善总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7郑州慈善日,期待爱心井喷
2016年郑州慈善日,全市共募集善款

1.72亿元，比 2015年的 1.46亿元又有增
长，我市慈善活动、项目的开展和社会影
响力也在显著提升。

座谈会透露,2017“郑州慈善日”活动
已经进入了筹备阶段,将进一步做好慈善
日宣传工作，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慈善，充
分调动全社会参与慈善的积极性,力争使
我市慈善日募集善款额再创新高。

同时,我市慈善基金也呈现更加多元
化的发展态势。上半年，我市新建立各类
慈善基金14只，共计捐赠865余万元。

创建全国慈善城市,建设一批慈善实体
值得关注的是,我市再次明确了创建

全国慈善城市的具体目标。将围绕全市
经济发展大局，以中国慈善联合会研发的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为基本遵循和
基本依据，到2018年，郑州、荥阳、登封、二
七力争达到七星级慈善城市（区）标准，中
牟、管城达到六星级慈善城市（区）标准，
新密、中原、金水、惠济、新郑要争创五星
级慈善城市（区）。郑报融媒记者 裴蕾

去年因灾倒损
河南完成近万户房屋
恢复重建任务

本报讯 去年夏季，我省豫北、
豫西南部分地区先后遭受严重的
洪涝灾害，导致住房倒损较多。一
年过去了，灾民们的住房情况咋样
了？7月 5日，从省民政厅传出消
息，截至6月底，全省因灾倒损住房
恢复重建任务已圆满完成。

据介绍，灾害发生后，我省基
层民政部门会同有关情况进行认
真排查核实，准确核定政府帮建对
象。据统计，全省需政府帮建住房
4323户，需政府帮助修复住房5455
户。各地在准确掌握群众倒房情
况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实际经济
水平，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倒房重建
实施方案，分类施救。省民政厅会
同财政部门及时下拨倒损住房恢
复重建资金 12857万元，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 9000万元、省财政资金
3857万元，并建立了资金管理使用
跟踪监督机制，确保专项资金阳光
操作，用于支持灾区群众重建或修
缮住房。

截至 6月底，全省因灾倒损住
房恢复重建任务圆满完成。各地
均对倒房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逐
人上报，逐户建档立卡，全部登记
造册，建立台账，确保倒房数据的
真实可靠。
郑报融媒记者 裴蕾

村干部带头摸索，扶贫工作队帮着理清思路

柿树行村的“杏”福脱贫路
如今荒山变“花果山”，“林果经济”带动农家旅游发展

站在承包的杏园里，农户张
建兵的脸上写满丰收的喜悦，他
笑呵呵地给记者算了笔账：“前段
时间，来村采杏的游客一茬接一
茬的，俺挣了不少。”

从昔日百亩荒山，到如今瓜
果飘香的花果山，新郑市具茨山
的柿树行村，这个过去有名的穷
山村，近年来在村委班子带动下
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帮扶下，借助
山区种植小杂果的优势，大力发
展杏树等林果种植，带领山区群
众走出了一条“杏”福脱贫路。
郑报融媒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佳美

“吃水不忘挖井人，村干部和工作
队就是俺村脱贫的带头人”。张建兵回
忆说，山上百亩杏园发展的创业初期，
面对贫瘠荒山、坑洼道路等困难，让大
家几乎没有信心。

对于当时的现状，村委班子并没有
气馁，商议出开荒栽树的决定。村干部
魏富安带着大家先摸索出一条“以商绿
化”的新路子，每天天不亮骑自行车到
40多里外的禹州市收购槐米、红薯苗，

然后天黑之前再赶到郑州十八里河集
市上出售，靠着来回奔波赚取中间差
价，再雇人开荒栽树，使杏树种植在村
中广泛推开。

就这样，随着百亩杏园初具规模，
村里依靠林果种植脱贫的思路也逐
渐清晰。而后，新郑市食药监局扶贫
工作队驻村，又给村里注入了活力，
进一步理顺了柿树行村未来发展的
思路。

“人心齐，泰山移”。村两委信心提
振，驻村工作队帮扶到位，村民重拾激
情，该村大量荒地被利用起来，种植“丰
园红杏”等新的杏树品种。目前，该村
的杏树种植从最初的百余亩已经发展
到350多亩，100多户村民携手踏上“杏”

福脱贫路。按照俗语“桃三杏四梨五
年”的说法，经过3年培养，从今年开始，
种植杏树新品种的村民开始见着“回头
钱”。据种植农户估算，今年每亩收入
600元左右，明年可达1500元，后年杏树
成型后预计可达到每亩3000元。

“村干部和工作队是俺村脱贫的带头人”

杏树预计可每亩创收3000元

市人大教科文卫委
谋划下一步重点工作

郑州200多项慈善项目惠及困难群体
上半年新增14只慈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