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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文明乡风推进移风易俗

“咱村礼膳飨助社成立5
年多，到底怎么样？”

“可中！村里正儿八经
为咱群众着想，花钱不多，事
儿还办得可美！”

“ 可 好 ！ 不 次 于 大 饭
店，菜品新鲜，种类还多，量
还可大，不仅实惠，吃哩还
得劲儿！”

…… ……
昨日，在中牟新区东风

路街道郭庄村，提及村里成
立的礼膳飨助社，村民一下
子打开了话匣子，迎来一片
夸赞声。

对于群众的高度认可，
郭庄村党支部书记张鹏很淡
定：“礼膳飨助社成立于2020
年，去年办喜事22件，这还是
少的年份。多的 70多件，一
般 10 多桌，按照咱们平均
500元一桌的标准，跟大饭店
的千把块钱一桌相比，下来
省个万把块钱。我们大致统
计了一下，这 5年多，仅全村
红白事上就为群众‘减负’
400万元左右。”

礼膳飨助社渐入佳境，
名声慢慢被更多人知晓。

在与张鹏攀谈过程中，
他接了几通电话，略带歉意
地说：“其他乡镇的村，听说
咱们礼膳飨助社办得不赖，
非要来学习学习！”

人们不禁要问，郭庄村
礼膳飨助社成功运行且赢得
群众认可的“密码”在哪里？

村民张林昌告诉记者：
“30年前，谁家办红白事，先
盘煤火，搭棚子，借桌椅板
凳、碗筷盘子等好多东西。
现在村上的礼膳飨助社各种
用具一应俱全，主家只需购
买各类菜品即可。”

党员刘翠琴谈及自己儿
子结婚时的情景，仍然记忆
犹新：“俺孩儿结婚，亲家是
郑州的，孩儿他爸还担心不排
场，吃不好。我说，别的我不
说，就冲咱村大厨那水平，我
就有底气！甭说，尽管在俺院
里办的，最后亲家说，饭菜做
得真地道，堪比星级饭店！”

刘翠琴所言非虚，郭庄
村有一批做饭做菜的“老
把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每
个生产队都有饭店。2012年
以前，景观大道没扩建的时
候叫中三路，中牟到三官庙，
从南乡到县城，俺村是必经
之路。村北头还有个汽车南
站，人流车流很大，村民在路
两边干饭店的有一二十家。”
村民张海亮告诉记者。

村民张本善，53岁，17岁

开始干饭店。他说：“村上
的礼膳飨助社，解决了咱老
百姓花小钱办大事的朴素
愿望！”

村民郭中义，1986年 11
月开饭店，名叫“陇海饭店”，
当时名气不小，因拆迁搬到
别处，名叫“老地方饭店”，生
意依旧红火。他告诉记者：

“那个年代，肉片 6毛，肉丝 8
毛，这都算好菜了。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在礼膳飨助
社成立之前，我也听说，谁家
在城里举办婚宴，一桌 800
元。随后，另一家一桌 1000
元，就是个攀比心，面子有
了，没了里子……”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
红白事上，郭庄村《村规民
约》第十四条规定，提倡文明
节俭移风易俗，反对铺张浪
费，抵制高额彩礼，严禁大操
大办婚、丧、嫁、娶。

喜事：每桌不超过 500
元，每瓶酒不高于50元，每盒
烟不高于 15元。在实际中，
每桌烟不超过2盒，单价多控
制在 10～25元，每桌酒不超
过2瓶，每瓶多在30～50元。

白事：不能摆桌，提倡用
大锅菜代替正式宴席。烟控
制在每盒 10元以内；酒每瓶
控制在30～50元。礼金与随
礼：非亲属随礼通常不超过
100元，倡导“零随礼”，鼓励
用鲜花、短信替代。

“现在，再有钱，不能‘超
标’，这是规矩！”74岁老党员
宋军政坦言。

“俺们礼膳飨助社的大
厨们都是志愿者，有钱的主
家有想法，他们最终也听我
们的，按村规民约走。我们
没有科技与狠活儿，都是老
式扣碗、红烧鲤鱼等老式菜，
主打一个实惠美味。”村委委
员、“大厨”张海亮告诉记者，

“客人们走完，我们大厨还走
走看看，看哪个菜受欢迎，哪
个菜剩得多，这样复盘总结
一下。下一次人家办事儿，
大厨们心里就有数了，这样
争取让主家钱花得值，心里
也高兴，我们也开心……”

移风易俗非一朝一夕之
功。中牟新区东风路街道将
持续深耕移风易俗工作，以
创新为驱动，不断探索更加
贴合群众需求、更具实效的
形式与载体，以郭庄村为典
型示范，发挥其辐射带动作
用，由点及面，让和谐之花处
处绽放，不断提升群众的幸
福感与获得感。
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冉馨 李红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
员 常春阳）服务、资金、法
治、人才、沟通——新郑市抓
好“五要素”助力民营经济。
据该市工商联最新数据，目
前该市经营主体总量达到
14.6万家，居全省县市首位，
其中民营经济占比 99.8%，
GDP贡献率 74.3%，发展势头
强劲。

开春的三级干部会，遂
成药业董事长周红建作为新
郑民营企业家代表，坐上了
主席台。虽已过去两个月，
谈 及 此 事 ，他 依 然 兴 奋 不
已：“连续多年研发，31 个品
种已获批。今年将有几个
创新药和高壁垒药投产。”
他对政府给予民营企业的
厚爱以及新郑优质的营商
服务深表感谢，更对企业的
发展充满信心。

服务争一流。新郑持续
推进简政放权，政务服务实现

“马上办”1861项；跨部门联办

“一件事”108项，免证办事项
702个，企业开办零跑腿、零费
用、半日办结；农村房屋不动
产确权登记电子签名，出让

“标准地”6宗989亩，“验登合
一”让正佳能源、乾龙物流园
等项目“验收即发证”；常态化
跨省异地评标，AI智能辅助评
标，出具电子保函 1867笔，减
轻企业资金压力3.8亿元。

资金保供给。新郑举办
各类政策宣讲、银企对接活
动，“郑好融”平台入驻企业
3.48万家，授信贷款总额 24.6
亿元；存贷款合计 1878.8 亿
元，同比增长 7.83%。组建小
微企业融资工作协调机制专
班，促进银企资金供需精准对
接，累计走访企业 5 万多家，
推荐企业6700多家。

法治促公平。新郑实施
民商事案件“多元调解+速裁”
工作模式，受理化解纠纷类案
件 9605件；开通“涉企纠纷绿
色通道”，平均审理用时 29.32

天；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网上
立案率100%。

人才多引进。新郑将驻
地高校 21名专家人才纳入市
级领导联系服务专家范围，推
动龙头企业、驻地高校牵头成
立全国休闲食品行业产教融
合共同体、中国中部生物医药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出台促
进高校毕业生留新留郑 10条
举措，引进省外高端人才 51
人、海外人才134人。

沟通如一家。新郑包联
干部累计走访企业 5261 家，
办结销号问题 2220 条，办结
率 100%，帮助 26家企业协调
资金1.38亿元、促成产学研合
作项目 11 项；成立企业服务
中心，搭建企业“一键诉求”服
务平台，实现土地、资金、用工
等 8类企业诉求“手机一键提
交”；13次“企业家恳谈日”，解
决雪花啤酒、龙翔电气等企业
出行难、融资难、用工难等诉
求124项。

本报讯（记者 王阳 通讯
员 周静 文/图）桨破碧波连
世界，湖纳 百 川 汇 英 才 。 4
月 19 日，河南省第八届学生
赛 艇 比 赛 暨 2025 年“ 经 贸
杯”中国·郑州龙子湖学生
赛艇挑战赛将在郑州市郑
东新区龙子湖举行。本次
赛 事 将 有 牛 津 大 学（赛 艇
队）、剑桥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奥塔哥大学、河
南经贸职业学院、郑东新区
河南大学附属学校等 11 个
国家和地区的 35 支高校及
中小学赛艇队参赛。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教育
厅、河南省体育局、郑州市人
民政府主办。比赛是中原地
区规格最高、国际参与度最广
的水上运动赛事之一。比赛
设置大学组与中小学组两个
组别，涵盖单人双桨、8人单桨
有舵手等 8个竞赛项目，将进
行 500米直道竞速和 5.1公里
环湖追逐两项赛事。

赛艇运动作为一项具有
精英传统的国际运动项目，集
速度、耐力、技巧、战略和团队
协作于一体，是一种充满竞技
性与团队精神的运动。本届

赛事将深度践行“体教融合”
理念，特别开展郑州龙子湖国
际高校文化交流节、豫商文化
展、中原非遗工坊、全球青年
创新论坛等配套活动，向国际
青年展示商都文化、黄河文
明，以体育精神架起国际教育
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文明交
融的纽带。

目前，国内外各赛艇队已
经陆续抵达郑州开展适应性
训练。让我们共同期待 4 月
19日这场跨越国界的水上盛
会，见证青春力量在商都碧波
间的激情绽放。

礼膳飨助社：
为群众办红白事“减负”

11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子
明日将飞桨逐浪龙子湖

新郑：

抓好“五要素”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市场经营主体达到14.6万家

往届选手们在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