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张鹤 文/图）为了宣讲党的理
论、方针、政策，深化广大基层群
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四个全面”、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认知认同，6月 22日下
午，中原区棉纺路街道在四棉东
社区开展了“百姓宣讲直通车”

进社区暨纪念建党 97周年系列
巡演活动。

巡演活动中还穿插了安全知
识有奖竞答环节，营造了浓厚的
宣传氛围。志愿者为现场居民群
众发放了《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读本、《世界无烟日宣传手
册》《文明养犬宣传手册》等。

“百姓宣讲直通车”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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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景琦）
惠济区把干部队伍建设放到事关全区
发展稳定的重要位置，区委组织部以

“红色育苗”工程为抓手，把推动工作力
量下沉与培养锻炼干部有机结合，积极
实施干部下沉基层历练计划，让基层一
线成为培养锻炼干部的“主阵地”。

2017年，惠济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了以“抓项目、抓作风、保发展”为主题
的“两抓一保”活动，今年，该区进一步
明确了全区 140个重点项目的首席服务
官，引导县级干部积极到项目建设一线
解决难题、优化环境。

与此同时，惠济区在区直机关干部
中开展了以“走进基层、走进群众，提升

能力、提升境界”为主题的“两走进、两
提升”百名干部下沉历练活动，按照年
度选派科级干部 10%、一般干部 15%
的比例，首批选派 245 名区直机关干部
下沉到 8 个镇（街道）开展为期一年的
实践锻炼。今年，又从全区党员正科级
后备干部中选拔 49名优秀干部派驻辖
区各村担任“第一书记”，协助村“两
委”开展工作，并建立“墩苗人才库”，
择优选派 50名副科级后备干部到全区
新型城镇化建设、大气污染防治、全市
重点项目古荥大运河文化区建设等克
难攻坚一线进行“墩苗”历练，积极为
干部担当作为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让
党员干部在基层一线担当作为中锤炼

党性、增长才干。
为确保下沉历练干部真正在基层

蹲得住、干得好，惠济区在下沉历练工
作组成立临时党支部，严格落实“三会
一课”等党内生活制度，组织开展重温
入党誓词、讲党课、红歌比赛、演讲比赛
等主题活动。在管理上严格督导考核，
推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出台了考核评价
办法，实行百分制量化考核，对下沉历
练干部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职能作用发
挥情况、工作作风等现实表现进行考
核，并通过开展评选“月历练之星”“季
度优秀历练干部”等活动，大力宣传优
秀典型的先进事迹，积极营造向先进看
齐、向典型学习的浓厚氛围。

为让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业绩突
出的干部“上得来”，惠济区将基层工作
经历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
2017 年以来，率先从镇（街道）提拔了
16名表现突出的年轻优秀干部，先后在
参与古荥大运河文化区建设、大气污染
防治等一线历练的干部中选拔了 29 名
副科级干部，并面向全区公开竞争选拔
了 50名优秀科级干部历练人选，分配到
全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大气污染防治、
安全生产、信访稳定、基层党建等重点
工作一线历练，根据历练人选现实表现
情况和考察考核结果，选拔到了缺职岗
位上使用，激活了干部干事创业的“一
池春水”。

惠济区实施“红色育苗”工程

基层一线成为锻炼干部的“主阵地”

麦收过后是秋播，新郑市和
庄镇的田间一片忙碌。付庄村的
杨会霞也不例外，1984年出生的
她身材高挑，端庄文雅，新时代新
农民独有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杨会霞起初创业是从事农资
生意。“农资市场不景气，朋友建
议利用流转土地进行大规模种
植。”2013年，经过考虑，杨会霞和
家人在新郑市城关乡东郭寺村流
转了 400 多亩土地，组建新郑市
庄稼人种植专业合作社。

然而，当流转手续办好后，杨
会霞却面临无项目、无技术、无资
金、无经验的瓶颈。自小就有一
股犟劲的她，硬是带领当地妇女
们在小麦育种、花生新品种种植、
大豆种植上大胆尝试，先后引进
了众麦1号、众麦2号、豫花22、远
杂 9102等新品种；推广了测土配
方施肥、精量半精量播种、冬小麦
氮肥后移延衰高产栽培技术、花
生起垄种植、大豆机械化收割等
新技术，还有节水高产栽培、病虫
害综合防治技术……

创业之苦，她深有体会。“尤
其是第一年，那真是酸甜苦辣啥
都尝过。想着用机械收晒花生，
但是机器不太实用，基本上还是
靠人力。光收晒花生，我们就在
地里耗了五六十天。”杨会霞说，
那时候也没有滴灌系统，还得抻

管浇地，种地确实辛苦，但她很庆
幸自己坚持下来了。

经常和土坷垃打交道，杨会
霞发现要想土里刨金，必须用先
进知识武装头脑。“很多人都说新
郑的土地不适合种大豆，可经过
农业专家测试，咱这也适合种植，
俺可以说是新郑大面积种植大豆
的第一家。”杨会霞说这话时，特
别有底气，自己田地里饱满的大
豆确实让她慢慢地尝到了甜头。
她说，干农业，还要扔掉老观念。

合作社里，各种先进的农用机
器让人应接不暇：拖拉机喷杆式喷
雾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背负式
弥雾机、机动喷雾器、四旋翼电动
无人植保机……满足了农业基地
及周边地区作物病虫害防治需求。

如今，由于管理到位，技术领
先，合作社流转土地由原来的400
亩增加到了目前的 1352亩，合作
社种植的花生还逐年承担了省、
郑州市、新郑市农业部门的试验
示范工作及省农科院、省农大等
农业院校的科研项目……

热土不会辜负辛劳的人。一
路走来，杨会霞得到了郑州市、新
郑市各个部门的帮助，她感激在
心，并以行动回报社会。她以“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
带动城关乡、和庄镇等 6 个乡镇
500多名农村妇女增收致富。

女“文青”是个种粮大户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春灵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近日，
2018 年全国象棋特色学校比赛在
深圳举行。开幕式上，中国象棋协
会为全国 30 所学校、幼儿园颁发

“全国象棋特色学校”匾牌，荥阳市
广武镇第一小学和广武镇第二小
学两所学校喜获殊荣。

记者了解到，广武镇中心校自
2015年大力开展象棋教育以来，提
出“以棋树德、以棋益智、以棋健
体”的“象棋＋”教学理念，制定象
棋课程标准、开设象棋课、组建象
棋社团和专业校队，确立全面普及
加特长培养相结合的特色建设策
略，走出了一条课堂抓普及、活动
增兴趣、课余搞提高、比赛出成果

的特色建设之路。
据悉，被授予“全国象棋特色学

校（幼儿园）”的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
要求：有三年以上的象棋普及教育基
础，在本地区象棋教育工作特色鲜
明、成绩突出；有专职领导主抓象棋
工作，有4年以上中长期发展规划；
有专项经费支持象棋活动开展；具备
开展象棋项目的教学、培训的专门场
地和比赛器材；象棋为校本课程或选
修课程，超过半数的学生参加这一课
程；有专职或者兼职象棋教师（或教
练员）；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比赛或
主题活动；在校学生有二级棋士证书
或者两年之内获得市级比赛团体前
三名。

荥阳两学校获
全国象棋特色学校称号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通讯员 梁海
潮 文/图）日前，省级传统村落——河南
省登封市美丽乡村中岳办北高庄村丙森
嵩山婚俗博物园“双喜临门”。微电影《独
轮车上的喜嫁娘》在此开机，“登封二十四
节气农耕文明博物馆”也对外开馆。

“电视里的场景搬到现实中来，真
是太美了……”前来围观的北高庄村干
部和村民们由衷赞叹。“满满都是过去
美好的记忆！”与会的专家学者感慨良

多，纷纷用手机拍照留念。
据了解，微电影《独轮车上的喜嫁

娘》不仅弘扬了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
明，也让民众重温民族记忆，尤其为嵩
山旅游增添了新的人文景观。

据当地婚俗研究学者梁海潮介绍，
随后嵩山婚俗博物园所开展的相关婚
俗系列如：抛绣球招亲、大花轿、骑马迎
亲、马拉车迎亲、集体婚礼等传统婚俗
活动将长年开展长期开放。

《独轮车上的喜嫁娘》嵩山开拍

“梅村哈密瓜开园了！”刚过
夏至，登封市大金店镇梅村村民
早早来到该村文化大院，翘首企
盼的“梅村第一届哈密瓜开园
节”。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说
过，咱登封能种哈密瓜？我不相
信！”听到村民的相互转告，今年
已 75 岁的邻村梅大爷也前来一
看热闹。

上午 9时，来自本村的 10余
户哈密瓜种植户依次将自己种植
的哈密瓜摆在桌子上，等待评委
们的称重检验。

“郭水池种植的，最大 5.3 斤
……”工作人员逐一对参赛种植
户的哈密瓜一一称重。经过近半
个小时的检验评判，最终梅松岳
种植的哈密瓜以单个 6.2 斤的重
量获得了一等奖。“我不但赢得了

‘哈密瓜瓜王’称号，还奖励给我
了 400元现金。”梅松岳获奖后乐
呵呵地说。

大金店镇梅村为省级贫困
村，梅松岳也曾是该村的贫困
户。自郑州市郑州蔬菜研究所驻
该村以来，利用自身科研优势，结
合梅村特有的地理环境，引导村
民种植黄瓜、优质番茄、哈密瓜等
蔬菜瓜果。2017 年建设蔬菜大
棚11座，现有蔬菜大棚13座。

“大棚建起来后，当时贫困户
和村里的其他村民都不愿意去
种。”郑州市蔬菜研究所驻梅村第

一书记周建华说。
“不是俺不种，一来我没有蔬

菜大棚种植技术，重要的是成熟
后卖不了咋办，老百姓耽搁不起
呀。”梅松岳说出了不愿种的原
因。

周建华在和村两委班子商讨
研究后，决定对参与蔬菜种植的
贫困户，免缴蔬菜大棚租金，扶持
种苗和化肥，蔬菜所全程进行技
术指导服务，并帮助进行销售。

“人家工作队这么用心替咱
考虑，俺还有啥顾虑。”于是梅松
岳带头种了两个蔬菜大棚。“技术
上周书记他们真是手把手地教
我，我还‘偷偷’地使用了些香油
饼，今年我种的瓜不但个大还特
别甜，今天的专家都夸赞我呢。”

“梅村的土地为黏土地，且处
山区海拔高，日照时间长，这里的
哈密瓜不但脆还甜味足。”活动现
场，来自郑州蔬菜研究所的专家
教授品鉴后，对该村种植的哈密
瓜给予了高度评价。

“目前村里还有 37 户贫困
户，13个大棚中有 7户贫困户种
植了哈密瓜。像梅松岳一个哈密
瓜大棚一年的收益在 1 万元以
上，而且在种植过程中省工省力，
是个很好的产业发展项目。”周建
华介绍。“接下来先做市场，市场
做好了，能把贫困户的销售顾虑
打消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计划
明年再建37个棚种植哈密瓜。”

山沟里种出哈密瓜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李颖 通讯员 赵
翔宇）日前，在高新区纪检监察系
统集中开展以案促改工作推进会
上座谈时，参会人员纷纷围绕进一
步深化以案促改工作、发挥典型案
例警示作用、对照领导班子“五查”
和党员干部“十查”排查风险等方
面畅所欲言。

区纪工委 23名与会人员就以
案促改、推进工作等方面内容共提
出了 39条意见和建议，条条直面

区纪检监察系统当前存在的困境
和问题，“辣”味十足，不容回避。

针对意见和建议，会议总结归
纳为统一派驻机构管理、加强横向
工作交流、规范工作程序流程、加
强“实操”学习培训、找准办案切入
角度、加大信息技术保障、直面信
访举报问题、强化审计中介约束等
8个大的方面问题及初步思路，并
尽快制定整改方案，提出对症解决
办法。

高新区召开以案促改工作推进会

39个问题“辣”味十足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毛学
利）二七区把产业升级作为主攻方向，实
现以智能装备制造为主的实体经济、以
跨境电子商务为主的网络经济、以地铁
沿线地下空间综合开发为主的地铁经
济、以现代高端服务业集聚为主的楼宇
（总部）经济“四轮驱动”，努力打造“品质
二七、田园二七、温暖二七”、建设现代化
国际化生态化新城区，为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担当重任、增光添彩。

在国内一线城市，“一栋楼堪比一
个产业园区”“一栋楼堪比一座城”已经
成为常态，不少“百亿楼”破茧而出。二
七区以楼宇（总部）经济破题，催生了商
务楼宇“聚宝盆”的经济效应。该区把
发展楼宇（总部）经济作为推进“品质二
七”的重要抓手，全力打造楼宇经济转
型升级示范区。截至 2017 年底，该区
投入使用的商务楼宇达到 75 栋，面积
137 万平方米，入驻企业 2126 家，产生
税收超过 10 亿元，成了全区重要的经
济增长极。

做好“腾笼换鸟”文章。该区组建队

伍对楼宇底数进行深入摸排，澄清楼宇
面积、使用量、入驻企业、产业业态、产出
效益等情况，同时对每栋楼宇定位分类、
行业分类、业态分类调查。根据摸底情
况分类施策：对业态落后、产出率低的传
统楼宇企业进行淘汰，退出商务楼宇并
入外迁市场；对同类别、同业态、同行业
的楼宇企业进行集中“抱团过江”，通过
实施硬件改造、技术革新、增资扩股、市
场引导、政策扶持等措施提升商务楼宇
综合竞争力；对腾出的友谊大厦、华庭公
寓等楼宇和新增的正弘凯宾城、德化无
限城、钱塘大厦等商务楼宇进行资源盘
活，新增商业面积 12.3万平方米，商务办
公11.5万平方米。

做好“筑巢引凤”文章。规划先行。
制定《二七区楼宇（总部）经济发展三年
工作计划》，依托二七区商贸优势、区位
优势、产业优势、空间优势，深入结合“十
三个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科学规划楼
宇经济产业定位、空间布局、发展目标，
提出投用楼宇 85栋，打造专业特色楼宇
3栋、标准化楼宇 16栋，培育纳税超亿元

楼宇 5 栋的目标。开通“楼宇服务直通
车”。出台《二七区优化楼宇（总部）经济
发展营商环境实施办法》，成立区长牵头
负责的楼宇（总部）经济领导小组，为商
务楼宇派驻“楼宇联络员”和“首席服务
团队”，工商、税务等“楼宇服务团队”每
周集中现场服务，为企业在税法宣传、纳
税、工商证照办理、年检及日常服务和管
理全程服务。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
凰。根据“一楼一主业”“一楼一特色”的
定位，深入开展专业招商、楼宇招商、二
次招商、产业链招商。今年 1~5月份，入
驻北京中资北方投资、河南中科建筑等
13 家总部企业，新引进华拓金服、爱云
校、天寓管理等 120家优势楼宇企业，实
现区级税收 4.19 亿元，占全区区级税收
比重的14.4%。

做好“破茧成蝶”文章。强化资金政
策扶持奖补。制定了《二七区发展楼宇
（总部）经济扶持奖励办法（试行）》，按照
规定，被认定为二七区总部企业的，按实
缴注册资金给予 2%的一次性开办补助，
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除了

一次性补贴外，还将对企业办公用房和
经营贡献进行补贴奖励。鼓励商务楼宇
开发主体高标准建设、改造商务楼宇，对
于楼宇经济的扶持，《办法》中提到，对验
收合格的顶级、甲级、乙级写字楼（商务
楼宇）分别给予 20万元、10万元、5万元
的一次性奖励。同时，搭建政府与企业、
企业与企业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加大
现代服务业人才引进和教育培训力度，
为楼宇（总部）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开展“明星楼宇、明星企业、明星
物业”评选活动。在资金扶持和配套奖
励政策的基础上，对明星楼宇再奖励 10
万元，对明星企业再奖励 5万元，对明星
物业再奖励3万元。

二七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良好的政
务生态是发展和壮大楼宇（总部）经济的

“催化剂”，二七区将在政策引导、资源配
置、资金支持、企业扶持、环境优化等方
面加大服务，努力用政务生态的“加法”
换取楼宇（总部）经济的“乘法”，不断催
生楼宇企业做大做强、破茧成蝶，成为全
区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二七区致力发展楼宇经济
推进区域转型升级 打造品质城区

银基花园社
区近日开办社区
编织班，教居民学
习手工编织遮阳
帽，为居民送上夏
日清凉。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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