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康迪 美编：高磊 校对：彩华X08 报 城事新郑 时

本报讯 9月22日，新郑古枣
林公园保护建设项目规划评审会
召开。会议邀请了河南省林科院、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等有关单位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
对新郑古枣林文化保护建设项目
规划设计方案进行了评审。

专家组听取了项目规划编制
单位的汇报，经过详细质询、认真
讨论后认为，该项目分区合理，定
位准确，层次分明，图表清晰，一
致同意通过评审。同时，专家评
审组对《规划》内容和项目建设提
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下一步，新郑市林业局将充分
吸纳专家组意见、建议，进一步细
化完善方案，并严格按照规划设计
方案加快推进古枣林公园项目建
设，努力把古枣林打造成一个集生
产科研、观光休闲于一体的休闲、
亲子、娱乐、度假的好去处。改变
当前枣树管理无序、功能缺失、土
地荒芜、枣疯病传播迅速的现状。
带动周边相关产业发展壮大，带动
地方经济发展，提升生态文明水
平，提高新郑城市品位及民众素
养，彻底解决古枣树保护问题。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苏海峰

新郑古枣林公园保护建设项目通过评审

本报讯 为方便广大驾驶员
办理机动车申领驾驶证体检业务，
减少医院、驾校“多头跑”，近日，新
郑市交警大队在市政务服务中心
梨河分中心上线自助体检机一台。

机器内部配有体检、拍照、监
控系统等，通过智能语音指导和
简单的触控屏操作，对驾驶人进
行手指、颈部、视力、辨色力、听
力、下肢、身高、体重等驾驶要素
进行检测，同步上传至医院后台
系统进行审核并出具体检报告。
群众只需3~5分钟，就能完成《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
的体检操作。同时视频监控将全
程录制检测用户体检行为，拍摄
的视频信息也会存储在数据库
中，以备后续查验。

驾驶员自助体检的同时，新
郑市政务服务中心梨河分中心
还同步提供自助照相机一台，支
持多种证件照片的拍摄采集及
打印业务，为群众办理车驾管体
检、增驾、补领、换证等业务提供
一站式服务。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蔡瑞静

本报讯 9月25日，从新郑市
公立人民医院传来佳讯，根据《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公布 2021
年度数字化医院等级评审结果的
通知》的发布，新郑市公立人民医
院达到B级数字化医院标准。

本次数字化医院等级评审结
果的公布，对于就诊人来说，在医
院做完检查后不需在医院等待结
果，通过网络就能得到检查检验
结果，可以随时查询用药情况及
药费、手术费、护理费等，最大限

度保障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极大地方便病人就诊，避免病人
重复检查，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

对于医院信息化建设和发展
也意义深远，这不仅是医院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改善医院管
理、提高医院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进一步优化
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
务效率，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加方
便、快捷、优质的服务。
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近日，2022年河南
省示范农家书屋和优秀书屋管理
员名单公布，观音寺镇唐户村农
家书屋光荣上榜。

据了解，为深入挖掘一批河
南省示范农家书屋、优秀农家书
屋管理员典型，推进全省农家书
屋及管理员改革探索、奋勇争先，
推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高质量
发展，河南省新闻出版局组织开
展了 2022年度全省示范农家书
屋和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征集推
荐活动。各省辖市共遴选报送示
范农家书屋 102家、农家书屋优
秀管理员 100人。经过实地调
研、抽查核实、评委评议、公示等
程序，最终，60个农家书屋和 45
名农家书屋管理员入围。

新郑市观音寺镇唐户村以
“互联网+书屋”为突破口，深化农
家书屋延伸服务，积极推动农家
书屋向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实
施数字农家书屋建设。通过书屋
内计算机阅读网站、手机APP、微
信等提供一体化的内容服务，村
民可多渠道直接进入数字农家书
屋平台，享受阅读图书及其他各
项服务。数字农家书屋为群众提
供了更便捷、更全面的数字阅读
服务，让群众能够与时俱进，做乡
村建设的主力军。专门打造了服
务儿童平台，推进建设“儿童之
家”，开辟儿童阅读阵地，并依托
“儿童之家”多次开展读书会活
动，让孩子的童年有书相伴，健康
成长。记者 杨宜锦

观音寺镇唐户村农家书屋
入选河南省示范农家书屋

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
通过数字化医院等级B级评审

梨河镇政务服务大厅自助体检机上线

本报讯 居易诗词传万家，
乐天风骨颂清廉。9月28日晚，
诗声颂祖国“清廉新郑”之白居
易诗词诵读展演，在新郑市城
关乡东郭寺村白居易故里成功
举办，充分展示了清廉新郑建
设新成果、能力作风建设新风
貌，营造了倡廉向善的浓厚氛
围，向祖国73岁华诞献礼。

整场演出主要由前期新郑
市纪委监委举行的“清廉新郑”
之白居易诗词诵读比赛中脱颖
而出的优秀节目组成。展演开
场，城关乡周庄小学的小学生们
穿越古今，带领现场观众进入
《流光吟》，拉开与伟大诗人白居
易跨越千年的灵魂对话序幕。

展演中，《卖炭翁》在表演
者的精彩展示下，有着苍白鬓
发与漆黑十指的卖炭老翁仿佛
就在观众眼前，生动表达了白居
易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及对
腐败的鞭挞之情。除诵读白居
易现实社会意义的作品外，本次
展演也对白居易诗词进行再创
作。如《白居易诗集—四季里的
居易》中表演者化身青年白居
易，穿越现代与女子湖边吟诗
作对，配合唯美舞台效果，把观
众带到了美丽的江南水乡。《长
恨歌》通过声情并茂的演绎，充
分展现了作者对骄奢淫逸的痛
恨和讥讽，将整场演出推向高
潮。最后，伴随着小学生团体

表演的舞蹈吟唱《舞韵江南》，整
场演出落下帷幕。

此次展演是清廉新郑建设
的丰硕成果展，该市充分挖掘本
地特色廉洁元素，开展丰富多彩
的“清廉+”创建活动，在“润”字
上下功夫，举办“清廉新郑”之诗
词文化笔会、庆七一·“清廉新
郑”之青年干部“亮赛比”演讲比
赛、向全市党员干部赠送“送清
风”廉政文化折扇、诵读廉政诗
词·弘扬廉政文化白居易诗词
诵读比赛，创作系列微视频《清
廉新郑主播说》，开展市纪委书
记讲廉政主题党课、“清廉在我
心”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清风随
行·廉润新郑”主题活动等，通过
群众喜闻乐见、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推动廉洁思想入脑入心，
树立崇廉尚洁新风正气，厚植
廉洁奉公文化土壤，弘扬清廉
建设主旋律，让“不想腐”的思想
自觉显著增强，形成政治生态
清朗向上、干部队伍清正有为、
营商环境清廉高效、社风民风
清新和谐的清廉新郑。

“我们将不断创新廉洁文
化宣传载体，以文化人、以文润
德、以文养廉，推动清廉新郑建
设走深走实，切实提高全市党
员干部廉洁意识，让清风正气
在新郑这片热土上蔚然成风。”
新郑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姚志刚表示。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雯 文/图

“清廉新郑”之白居易诗词诵读展演精彩上演

居易诗词传万家 乐天风骨颂清廉

推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本报讯 当前正值夏玉米生产中后期管理的关键时期，新郑市大力推进农业生产
社会化服务，对辖区内适宜飞防的区域进行无人机病虫害全域防治，不断优化散户之
间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助力农民增产增收增效，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李浩

走进新郑市观音寺镇十里
铺村南地，远远就听到玉米田
上空无人植保机嗡鸣的声音，
只见数台无人植保机正在进行
玉米中后期病虫害飞防作业，
无人机操作人员手握遥控，按
照设定好的药剂喷洒路线缓
行，对已经一人高的玉米进行
均匀喷洒，针对靠近生产路种
植的边际角落玉米植株，还会
进行悬停补喷的操作。只几分
钟时间，村民赵进华家的 6亩
玉米地便完成了药剂喷洒。方
便快捷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不仅为当地的村民解决了玉米
中后期病虫害防治无法人工作
业的难题，还节省了劳动成本，
提高了农户种粮效益。

正在地头观看无人植保机
飞防作业的十里铺村民赵进华
家每年都会种植夏玉米，传统
的管理方式让他吃了不少苦，
受了不少累，今年针对玉米中
后期病虫害防治的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让他家的玉米种植
走上了标准化管理轨道，跟上
了现代化步伐，把几乎不可能

完成的难题轻松解决。“以前种
植夏玉米，一到中后期，我们除
了给自家玉米地浇水、追肥，别
的干不了——玉米植株长得比
人高，一家一户不好打药防虫
防病，眼看着玉米螟爬到穗头，
也拿它们没办法。现在，新郑
市农委组织无人植保机统一飞
防，解决了我们‘喷壶够不着、
药剂喷不到’的难题，速度很
快，也省力，而且是免费的，我
们很高兴。”赵进华说着，脸上
露出开心的笑容。

“通过发展农业社会化服
务，把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
好、干起来不划算的生产环节
集中起来，统一委托给服务主
体去完成，实现农业生产过程
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实
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下一步，我们将在农业
生产的其他方面进一步优化社
会化服务，保证现代化农业稳
步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新郑
市农委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负
责人时运岭说道。

该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

目共投入上级资金 495万元，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采用专业
化飞防组织统一防治的方式，
按照统一“用药时间、品种、药
械、作业标准”实施作业，计划
投入无人植保机 80余架。作
为新型施药机械，无人机能够
克服玉米中后期植株较高、田
间郁蔽导致地面机械和人工无
法作业的难题。同时也可在玉
米大喇叭口至雌穗萎蔫期实现
一次施药兼治病害虫害，达到
减少害虫基数和减轻病害危害
程度的防治目标，在提高防治
效果的同时，减少农药使用量，
最大限度保障玉米增产增收。
通过有效解决全市玉米中后期
病虫害防治瓶颈难题，为实现
新郑市玉米保产增产、高产稳
产发挥关键技术保障作用。

据了解，新郑市此次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粮食
作物面积约 22万亩，初步实现
了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
大格局中，有效促进农业节本
增效、农民增产增收，夯实乡村
振兴产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