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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以“与古为‘新’、风华
‘郑’茂”为主题的第二届新郑市考古发
掘成果分享会举办。中国社科院考古
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
市文物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领
导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参加此次活动。

与会人员先后参观考察了后端湾
铸铁遗址发掘项目工地、观音寺鲁姑
店发掘项目工地，并现场听取了相关
负责同志的详细介绍。

在分享会上，4位专家分别做了
学术报告，全面展现考古发掘与文物
保护、研究利用等方面的工作。汇报
成果内涵丰富、重点突出、亮点纷呈。

会上还对 2020年度研学实践活
动进行了总结表彰。2020年新郑市
博物馆、郑国车马坑博物馆、郑韩故城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展了一系列的研
学实践活动，受到了广大师生和社会
大众的热情欢迎，对于传承发展传统
文化，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新郑市考古发掘成果分享会已连
续举办两届，已经逐渐成为市民群众
共享新郑市考古研究成果的桥梁，对
不断推进新郑市文化资源利用、生态
保遗工程建设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高晴 文/图

与古为“新”风华“郑”茂
2020年新郑市考古发掘成果分享会举办

本报讯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营造安全、畅通、
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连日来，新
郑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认真落实
新郑市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
“百日攻坚”行动，同时结合“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加强
路面管控方面入手，全力以赴投
入到“百日攻坚”行动中去。

大队安排足够警力，在重点
时段、重点路段，对大中型客货运
车辆超速行驶、超员超载及驾驶
人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依法查纠、从严处罚；
加强客运汽车站周边道路的交
通秩序管理，从严查处机动车乱
停乱靠、电动三、四轮车非法营
运等交通违法行为，保障客运汽
车站周边道路交通秩序良好；严
厉打击农村道路农用车载客、报
废车辆和假牌假证、无牌无证机
动车上路行驶、占用道路办红白
喜事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依法
查扣车辆，从严处罚，全面改善
农村道路的交通环境。

同时，在新郑市城区重点路

段设置检查点，利用酒精检测仪、
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装备，采取设
点盘查和流动查缉的方法，对过
往车辆进行逐一严格检查，做到
逢疑必查,对酒后驾车违法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始终保持对违法驾驶行为“零容
忍”，切实形成严防、严管、严治、
严惩的高压态势，最大限度地消
除安全隐患，净化辖区道路交通
环境。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本报讯 为确保旅客出行安
全，新郑市汽车站严格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认真落实各项防疫措
施，全力做好交通运输保障和疫
情防控工作，筑起一道坚实的“防
疫墙”。

1月19日，记者在新郑市汽车
站看到，候车厅内醒目位置摆放着
宣传版面，设置“请戴好口罩”“打
喷嚏、咳嗽掩口鼻”“保持一米线
距离”“间隔落座”等提示标识。

在进站口，工作人员手持体
温枪对每一位进站乘客进行体温
测量，落实好登记，旅客全程戴好

口罩，并扫描防疫二维码后方可
进入车站乘车，做到对进站旅客
体温检测达100%。

在进站口、候车厅、公厕、垃圾
桶和办公楼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
在喷洒消毒液进行消毒，对旅客
易接触的窗口台面、门窗和座椅
把手进行酒精擦拭消毒，并严格
落实对进站营运车辆“一车一趟
通风消毒”，做到站场和参营车辆
每日消毒率达100%。

此外，汽车站还积极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引导旅客有序进站
并发放疫情防控资料；并通过

LED电子屏全天不间断滚动播放
疫情防护知识，进一步提高市民
防范意识。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高晴 文/图

新郑市交通局
落实防疫措施 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 近日，新郑市水利局
为河南省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
院等单位颁发了新郑市第一批取水
许可电子证照，实现了新郑市取水

许可证申领从“线下
跑”到“网上办”的跨
越，标志着新郑市取

水许可开始

迈入数字化电子证照时代。
近年来，新郑市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将取水许可电子
证照纳入“一网通”便民服务业
务，是新郑市水资源管理政务服
务标准化、便民化方面取得的重
大突破。

新郑市水利局将按照水利部

统一部署，加快推进全市取水许
可证电子化转换，确保实现取水
许可电子证照全覆盖，让取用水
单位足不出户，全流程网上办理，
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
少跑腿”，使水资源管理更加便
民、高效。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佳美

新郑市公安局
加强路面管控 助力“百日攻坚”行动

新郑市水利局
发放首批取水许可电子证照

本报讯 寒冬时节，李庄村一排排温室大
棚整齐划一，棚内温暖如春，村民正忙着卷
棚、浇水、察看生产状况，小小的白色菌丝已
然形成。

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李庄村位于新郑西
南20公里处，距离郑栾高速西口2公里，交通
便利。因土壤条件适宜，2013年开始村内先后
成立了新郑市花源瓜果种植合作社等 4个合
作社，逐步形成了集葡萄、蜜桃、草莓、梨等林
果种植采摘的发展模式，改变了之前作物种植
结构单一的情况，2015年李庄村顺利脱贫。

如何做好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是摆在第一书记和村“两委”面前的问
题，也是村干部新时期实践的课题。

为拓宽群众增收门路、发展增收致富产
业、调整李庄村种植业结构，李庄村第一书记
岳富强积极落实各项帮扶措施，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整修道路 2700
米，新打机井 3眼，2020年 11月建成大棚 18
个，并和村“两委”走出去学习取经，结合李庄
村实际情况，决定引进种植羊肚菌。平整土
地、完善配套、运输菌种、覆盖黑膜……各方
人员共同努力将 18座羊肚菌大棚“立”了起
来，小小的羊肚菌，成了李庄村的大产业。

在大棚种植中，目前已吸纳 2人长期就
业，每人固定收入3000余元；在播种和出菇的
繁忙期带动 20余人就业，预计劳动增收 4万
余元。3名技术指导员入村指导，鼓励引导本
地村民学会种植，稳就业保增收。

“下一步，李庄村羊肚菌种植基地将扩大
种植面积至100亩，同时设立羊肚菌冷藏保鲜
贮藏分拣中心，引进烘干设备进行烘干，形成
从菌种种植到成品销售的产业链，力争把羊肚
菌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更多的群众增
收。”李庄村支部书记丁东亮说。

心中有多少真情，脚下就有多
少泥土，乡村振兴战略新的一页正
在村干部的脚步中徐徐展开……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小菌种大产业
乡村振兴新一页

■砥砺奋进开新局 凝心聚力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