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官方微博：

weibo.com/jzrb■

新闻热线：

3681234■

编辑：张雪琴

│

校对：靳慧英

│

组版：杨保星

2

2011

年

9

月

27

日 星期二

焦作新闻/综合

JIAOZUO��DAILY

通 知

杨海洪、刘先才、赵彦根、卫文忠、耿伟领、张

劲、翁凯、郭树杰、耿明等同志，因你们长期旷工，

公司多次与你们联系未果， 请你们自本通知刊登

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回公司报到上班， 逾期不到

者将按旷工解除劳动合同，特此通知送达。

河南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

A

”级资质 省先进拍卖企业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受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

10

时在金马

甲网站动态报价大厅（网址：

http//

www.jinmajia.com/

）以网络竞价的

方式公开拍卖焦作市山阳区市委

北院

10

号楼

3

单元

11

号的房地

产，建筑面积

99.50

平方米。 自由

报价期自

2011

年

9

月

27

日

9

时

起至

10

月

12

日

10

时， 限时报价

期自

2011

年

10

月

12

日

10

时起。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

16

时前缴纳人民币

5

万

元保证金， 并持有效证件到焦作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竞买手

续（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 竞

买不中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

3

个

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保证金账户名称： 焦作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焦作工行焦东路支行

账号：

1709020319200050059

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

址： 焦作市阳光大厦

B

座一楼

报名咨询电话：（

0391

）

3568913

拍卖公司电话：（

0391

）

3996565

13849516516

拍卖公司地址： 焦作市建设中

路

72

号

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 示

焦作亿豪置业有限公司在武陟县城黄河大道中

段东侧朝阳新城小区的土地 （土地证号为武国用

[2011]

第

051

号）及在该处开发的

1#

住宅楼

1~4

层

所有建筑物在我社办理抵押贷款，如有异议，请与我

社联系。

焦作市中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1

年

9

月

26

日

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解放分局

2010年度企业催检公告

2010

年度企业年检截止日期已过，仍有部分企业未按《企业年

度检验办法》的规定申报年检。我局已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在《焦作日

报》发布公告责令未申报年检的企业在限期内接受年检，至今仍有部

分企业在责令的期限内未接受年检，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60

日内仍未接受年检的企业，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企业年度检验办

法》之有关规定，吊销其营业执照。

解放工商分局

2010

年度未年检企业名单请登录焦作市工商局

网站（网址：

http://www.hajzaic.gov.cn

）或到解放工商分局大门口公

告栏（地址：焦作市新园路

3

号）查询。 联系电话：

2758576

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解放分局

2011

年

9

月

26

日

﹃

盲

人

愚

公

﹄

的

植

树

情

缘

本报记者 陈作华 见习记者 王水涛

“妻子啊妻子你挺辛苦， 丈夫我心里最有

数。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吹雨打跟我种树。 刨

坑挖土你得干，翻山越岭你引路。起早贪黑紧忙

活，劳动回来就下厨……”

夕阳西下，一对肩扛铁锹、锄头的白发夫妻

走在深山的小路上， 山岭间回荡着老汉那粗犷

的歌声。

唱歌的人就是被誉为当代“盲人愚公”的璩

正茂，走在他身边的是他的老伴刘文青。

9

月

23

日，记者在泥泞的山路上遇见了这

对“愚公”、“愚婆”。

年近花甲的璩正茂夫妇从博爱县柏山镇柏

山村搬到荒山上已经

12

年，这些年来，他们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分春夏秋冬，不管严寒酷

暑，披荆斩棘，挖坑植树，如今已在

350

亩荒山

上栽下树苗

6

万余株。

“眼下记者一拨儿一拨儿地来采访我，实际

上我的老伴才是‘无名英雄’。 要是没有老伴的

陪伴，我这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的人，别说在荒

山上种树，只怕连山都上不去。老伴不仅是我的

眼睛，更是我最亲密的战友，要不是她支持，我

根本没法承包荒山。 ”璩正茂说。

刚上山时， 璩正茂夫妇住在用石棉瓦搭建

的一个简易窝棚内。 山上刮大风，棚里刮小风；

山上下大雨，棚里下小雨。 老伴没有抱怨，更没

有说过要下山的话。

每天天亮起床，饭后出门干活，日头落山才

收工。 去哪片山、上哪道梁，全靠老伴牵着他的

手往前走。 干活时， 老伴把他手里的锄头放到

哪，老璩就在哪里挖坑。 当老璩挖下一个坑时，

老伴就用铁锹把上一个坑里的土清出来。 栽树

苗时，老璩扶着树苗，老伴培土，老璩用脚把土踩实后，老伴把水浇

上。每一个坑、每一棵树，都由两人合作完成。“老伴出的力不比我小，

老伴流的汗不比我少。 ”璩正茂的话中既有夸耀也有感激。

“老伴不仅是我劳动时的伙伴，还是我的精神支柱。 ”璩正茂说。

今年春节前夕，

20

多亩树苗不慎被火烧毁， 他连心疼带生气一下子

病倒了。 老伴一边为他请医生看病，一边鼓励他养好身子再干。 大年

初二，老伴挽着他的胳膊又上山了。

住在深山里，老伴不仅是老璩劳动和生活中的帮手，还是让他多

次化险为夷的“保护神”。 一次，在去一个山梁的路上，一条碗口粗的

蟒蛇突然从草丛中钻出，距离他们仅五六米远。 那蟒蛇见有人来，把

头昂起

60

多厘米高，嘴里吐着鲜红的信子。老伴惊慌之余，紧拽着他

站着不动，继而慢慢后退，再后来拉着他一阵猛跑，才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夫妻二人经过一片红薯地时，突然有两大两小

4

只野

猪窜了出来。老伴告诉他眼前的情景后，二人背靠背各持工具高声吆

喝，才把野猪吓了回去。

山上至今没有电，二人的生活单调而清苦。老璩干活之余就是听

收音机。一次，他听到一首歌，那歌词是倾诉和感激妻子的。老璩觉得

这首歌一下子唱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便让儿子把它下载到自己的手

机里，反复学唱。 之后，他把歌词进行了修改，没事就唱给老伴听。 本

文开头中老璩唱的歌词，就是《妻子你辛苦啦》的修改版本。

文化大院里的“梨园春”

本报记者 董柏生 刘 婧

“咚咚锵，咚咚锵……”

9

月

20

日，天一黑，沁阳市王召乡贾村西

头就传来了阵阵锣鼓声。

刚吃过晚饭正在洗碗的陈春燕一听见锣鼓声，猛然想起了什么，

赶紧走出厨房说：“妈，今天星期二，‘梨园春’要开场了，把孩子给我，

你快去吧……”说话间，她已从婆婆崔庆荣的怀中抱过了儿子。

60

岁的崔庆荣是个老戏迷，也是村里“梨园春”的台柱子。 一走

进村西头的文化大院，她就看见有

20

多个人在等着看戏。

“今个儿咱唱啥呀？”看见“梨园春”的组织者之一、村计生协会副

会长张战胜正在忙活，崔庆荣走上前询问。

“计划生育宣传日（

9

月

25

日）快到了，就唱咱编的那个《劝娘》

吧！ ”

19

时

30

分，演出开始，记者注意到，此时文化大院里已聚集了

百十号观众，悠扬的旋律伴着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陶醉了前来看戏的

众乡亲。

“战胜他们几个真能，不仅会唱，还会编戏，这个《劝娘》排得还怪

好哩。 ”

64

岁的李怀枝一边看一边与大家交流。

“平时来看吗？ ”记者问李怀枝。

“那可不是，俺村人是星期天看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星期

二看自己村的‘梨园春’，平时晚上来这儿跳跳舞健健身，大人小孩男

女老少都参加。 ”李怀枝显得很自豪。

一聊起村里的“梨园春”，该村计生协会会长李怀祯就向记者夸

耀：“俺村能人多，‘梨园春’从三年前组建时的

7

个人发展到现在

30

多个人参加，吹拉弹唱都是自己人，不光唱名段，还自编自演好多唱

段呢！ ”

一曲唱完，大家兴致未尽，在观众的要求下，张战胜和演员们又

演唱了一段自编的情景短剧《换亲》，主要讲述由于近亲结婚、换亲造

成的人口素质低下问题。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曲终人散，崔庆荣还舍不得离开：

“有个文化大院就是好，自打有了这个‘梨园春’，俺这些中老年人就

有娱乐的地方了，天天晚上锣鼓声不断，村里也不显得冷清了，关系

也亲近了，还有好多婆媳一块来大院参加活动呢！ ”

“你不知道啊，这些音响设备、服装、光碟，都是村里给买的。 现

在，俺村的‘梨园春’在十里八村都有名，还经常被请去演出呢！”李怀

祯边收拾道具边兴奋地告诉记者。

看着过了戏瘾高兴回家的村民，听着崔庆荣发自肺腑的话，回味着

悠扬的曲声和甜美的唱腔，记者也不禁感慨：“有个文化大院就是好！ ”

玉米收获机显神威

本报记者 聂 楠

机声隆隆，铁牛奔腾。一辆四

行自走剥皮型玉米收获机驶入田

间， 只见一个个喜人的玉米棒从

这个“大家伙”的传送通道跳跃至

后置翻斗中， 车后徒留一股淡淡

的玉米清香。

9

月

23

日，全国三秋机械化

生产工作现场会在我市召开，来

自全国各地的农机管理部门相关

人士齐聚我市。当天一大早，与会

全体人员就来到武陟县三阳乡东

尚村观摩三秋机械化作业 ，即

2011

焦作市百强农机合作社三

秋玉米机收和深松作业竞赛活动

现场。

在一片宽阔的玉米地前，数

十台玉米收获机一字排开， 蓄势

待发，阵势煞是壮观。

9

时许，两

辆四行自走剥皮型玉米收获机轰

然发动，平稳驶入田间。 霎时，只

见玉米收获机所到之处， 一人多

高的玉米地里留下了一个大缺

口。 原来， 这台玉米收获机集摘

穗、剥皮、输送、秸秆粉碎还田一

体化操作于一身。 许多农机管理

专家尾随机车近距离观察， 对其

收获效果连连称赞。

参加这场铁牛盛会的不仅有

专家，还有附近的农民。农民王保

栓说：“这家伙厉害呀， 比俺村的

收获机大多了， 赶上这几天太阳

好，快收快晒，今年的玉米就能有

个好收成啦！ ”此时，旁边一位农

机技术员接过了话茬儿：“大哥，

收获机不是越大越好， 小型收获

机也有它的优势。”他指着一台拖

拉机模样的收获机说，“你看这台

小型背负式玉米收获机，小是小，

但它转变灵活， 更适合小地块作

业。 ”

据现场农机手介绍， 一台中

型玉米收获机平均每小时能收获

玉米

6～8

亩。 由于它集收割、输

送、秸秆粉碎于一身，不仅减少了

机车进地次数、保护了农田，而且

节省了大量人力。 如今，“有了农

机机械化，外出务工不用怕”成了

农民的口头禅。

近年来， 我市强力推进玉米

收获等农业机械化， 实现了农机

作业水平新突破。目前，全市农机

总动力达

378.4

万千瓦， 农机总

量达

64

万台， 亩均动力达

1.53

千瓦，农机配套比例

1∶3

，装备水

平居全省前列。 全市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

78%

， 粮食生产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

86%

， 玉米机械

化收获水平达

81.5%

，率先在全省

实现主要粮食生产机械化， 被农

业部命名为全国农机化示范区。

府城村的自来水

本报记者 赵晓晓 原文钊

见习记者 李 辉

9

月

26

日，记者走进中站区

府城街道府城村村民许玲家，只

见厨房门口放着一口大水缸，哗

哗的自来水不断流进水缸， 许玲

正坐在旁边洗菜。 “去年年底，村

里的自来水村村通工程建成使用

后，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喝上了洁

净的自来水，现在饮水、做饭、洗

菜、洗衣、洗澡都能用，生活比以

前方便多了。 ”许玲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 ， 自从通了自来

水， 村里水质变好了， 水垢变少

了， 一些平时搁置的家用电器也

能发挥作用了。记者看到，许玲家

的房顶放着一个太阳能热水器。

她说：“自来水村村通工程没建之

前，村民吃的都是地表水，水垢很

多，氟污染严重，村里不少人都患

上了心脑血管疾病。 自从用上自

来水后，村里人疾病减少了，洗衣

机、热水器也能使用了，家家户户

的 生 活 方 式 也 发 生 了 很 大 变

化。 ”

该村村委会主任王东风说：

“俺村的自来水村村通工程去年

9

月开工， 仅用了

3

个月就建成

了，这个工程花了

125

万元，打了

一眼

180

米深的井，敷设了

1100

米管道 。 如今 ， 全村

600

多户

3000

多 人 的 生 活 饮 水 全 解 决

了。 ”

府城村仅是我市自来水村村

通工程的一个缩影， 今年我市计

划解决

26.12

万人自来水村村通

问题。“我市去年率先在全省提出

了自来水村村通工程， 这项工作

意义重大。”市水利局办公室主任

杜长胜说。 尽管我市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达

77%

， 高于全省

36%

的

水平，但是，截至去年年底，我市

农村有

261

万人 ， 其中平原区

237

万人 、山丘区

24

万人 ，平原

区现有

182.5

万的农村人喝上了

自来水，山丘区仅有

18.2

万人吃

水有保障。

据了解，截至目前，今年第一

批供

10

万人饮用自来水的村村

通自来水工程正在建设， 预计

11

月底建成，其余

16.12

万人村村通

自来水工程将随后启动。

2013

年，

剩余的

28.38

万人的村村通自来

水工程将全面完成。 届时，我市所

有农村人将喝上甘甜的自来水。

隍9

月

25

日，焦作市怀

山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位员工正在向同事们展示

他挖出的铁棍山药。 今年

,

该

公司订购了

10

台山药挖掘

机， 仅每亩地的收挖费用就

节约

1000

元。

本报首席记者 董亚洲 摄

谋

求

新

发

展

实

现

新

跨

越

加

快

建

设

国

际

知

名

旅

游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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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在

第

三

十

二

个

“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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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三十二个 “世界旅游

日”。近年来，焦作旅游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打造了“焦作现

象”、 云台山等一系列国际知名品

牌， 旅游工作呈现出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的好趋势、好态势、好气势。 今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

是我市旅游业加快发展、加快转变，

争取新突破的关键之年。 我们一定

要以市十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进

一步坚定信心，自我加压，努力在抢

抓机遇中谋求新发展， 在锐意进取

中实现新跨越， 加快建设国际知名

旅游城市步伐。

以项目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项

目带动是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

手，没有项目建设，旅游业发展就缺

少活力、缺乏后劲。 因此，在景区建

设上， 我们要一如既往地集中力量

抓好项目工作。要全面推进“六大文

化旅游园区”建设，重点加快云台山

“双

50

亿元”项目和神农山

50

亿元

项目建设， 努力使其成为全省的典

范； 要加快陈家沟太极文化园项目

建设， 使陈家沟早日成为我市继云

台山之后又一个世界品牌。总之，要

通过大项目带动、大建设拉动，加速

实现我市旅游由自然观光游向休闲

度假游、 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

转变。

以促销助推城市形象提升。 旅

游经济是知名度经济。 在旅游市场

开发宣传上， 我们一是要坚持大营

销、大展示策略。周边地区要瞄准区

域性中心城市，国内要瞄准长三角、

珠三角、环渤海等发达地区，特别要

把国际市场作为长期目标； 既要走

出去进行大型旅游宣传推介， 又要

利用上级部门区域性、全国性、国际

性行业或者专业协会、 各种民间交

流团体和中介组织等各方面力量，

提高焦作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来焦作旅

游。二是坚持大企业、大团队进入策

略。要力争使大企业、大团队的总部

或者分支机构落户焦作，让其成为常住不走的智囊团。三是坚持大交

流、大联动策略。 四年前，云台山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建立了交流

合作关系，开了我市旅游景区与国际知名景区交流合作的先河。除了

巩固已有国际合作关系之外，还要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旅游合作交流，

力促形成优势互补、景点互推、线路互联、游客互送的良性发展格局。

以服务深化旅游品牌内涵。旅游业的根本在服务。在提升旅游服

务上，要认真践行“不让一位游客在焦作受委屈”的承诺，不断丰富和

提升世界杰出服务品牌内涵，最终实现旅游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

人性化。一是实现旅游服务标准化。以云台山成功创建全国旅游景区

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全国质量工作先进单位为契机，深入实施旅游

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早日将焦作旅游标准推广为全国旅游标准；二

是实现旅游服务规范化。要按照旅游业标准，进一步完善各旅游企业

的软硬件服务设施，在健全服务制度、服务承诺、诚信公约的同时，使

企业的经营行为和员工的从业行为符合要求，做到不少项、不漏项、

不走样；三是实现旅游服务人性化。 积极开展“前伸后延”式服务，在

旅游服务的精细化、人性化上下工夫。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我们相信，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有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焦作建设国际知名旅游城市的目标一定

能够早日实现。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记者在现场

（上接一版

①

）山阳区被企业职工

亲切地称为“

110

”、“

120

”，不但全

力处理事情，而且帮助恢复心情；

一次临时会议，山阳区的“家人”

发现职工感冒，会后蜂蜜和鸭梨

就被送到了办公室；一个经常在

外泡包泡面、点根蜡烛独过生日

的职工，这两年在山阳区过的生

日热闹了很多……

正是这些细微之处见真情的

交往，让山阳区和南通集团经受

了一次又一次考验。去年

4

月，已

经考察一年多的南通集团，还没

有最终决定到底在哪建立纺织企

业 。 一方面 ，南通作为 “轻纺之

乡”，发展纺织行业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有人主张将企业迁回；一

方面，有周边地区出具了更加诱

人的条件，希望到对方那里投资。

这时，处于被动地位的山阳区并

没有主动退出，而是分批邀请该

公司的中高层人员，到焦作循环

工业集聚区考察，并给他们详细

讲解山阳区的相关政策，还承诺

一定像在与远大·南北苑合作时

一样提供全方位、全天候服务。

“企业最讲究实际 ，那次考

察，我们看到了山阳区的真诚，想

到了山阳区规定的企业不和部门

打交道、 企业不和群众打交道的

企业服务政策，我们知道，企业入

驻重要，但后期跟踪服务更重要。

我当场就决定非山阳区不投资。”

冯树君说。

很快， 冯树君又作出了在山

阳区打造远大·未来城和山阳春

天两个房产的决定。不久前，他又

亲自组织协调浙江、 广州的六七

十家纺织巨头，邀请牛炎平、郑秋

红等该区主要领导一起去当地推

介焦作， 推介山阳区， 当场就有

10

多家企业老总表示尽快到该

区考察投资，加入到占地

1000

余

亩的纺织工业园区建设中来。 此

前相互交流过的世界一流纺织企

业“好百年”老总已先期来到山阳

区进行实地考察，留下了两句话：

“山阳区是个风水宝地，到山阳区

和到家一样。 ”

“与很多地方相比，山阳区的

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山阳区委、区

政府很务实， 真正按照服务企业

的理念开展工作， 我们愿意在这

里投资兴业。”谈起对山阳区的印

象，冯海燕说。

（上接一版

②

）说话间，我们

来到鑫生公司， 见到了闫新会。

说起“做媒”，闫新会笑了笑：“我

这个‘媒人’做得可不大，人家杜

总做了个‘大媒’呢！ ”

原来，杜茂武觉得在温县发

展前景良好， 于今年

7

月份 “做

媒”，帮助北冷乡引进了河南昌通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0.2

亿元的

富兰特热卷法兰和管装端板项

目。昌通公司又“做媒”，引来了投

资

6

亿元的科海重工大型加气块

砖机项目。

“你们这里的企业家都成‘媒

人’了！”记者跟闫新会开玩笑说。

闫新会则很认真地说：“这里的发

展环境好， 我们引来上下游企业

形成产业链，更有利于发展，这样

的好事咋能不干！ ”

怀川金秋 笑迎丰收

隰9

月

26

日，武陟县龙

源镇万花村群众李保全 （左

上）一家在悬挂玉米。 当下，

该县

54

万亩玉米已掀起收

获高潮， 广大群众抓住晴好

天气，抢收强晒，力夺秋粮丰

产。

冯小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