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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8

日，工人们在位于焦作新区的奇瑞汽车焦作发动机生产基地紧张施工。 该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

分两期建设，最终将形成年产发动机

61

万台、产值

67

亿元的生产规模。 本报记者 田建明 摄

������

编者按

�

火红的五月，火热的新区。

5

月

18

日，虽然是周末，这里依然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本报总编室

全体人员，在本报新区记者站的协助下，到城市之南，看新区之美，感受着这里的忙碌和效率，感受着这里

的创造和激情，定格了一组生动感人、催人奋进的画面，试图以小见大，从最基层挖掘，反映建设中原经济

区经济转型示范市给这里带来的机遇，反映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焦作新区建设的决定给这里带来的变

化。 朋友，跟我们来吧，走进一个别样的新区，一起体验铿锵前行的激越鼓点。

世纪大道咱村过

本报记者 吕正军

5

月

16

日， 焦作新区文苑街道芦堡

村喜气洋洋，东西贯穿全区的世纪路，东

延工程在这里启动。

简单的仪式，激动的心情，为了这条

路，芦堡人付出太多。

世纪路延伸工程是新区今年确定的

一项重点工程。 这条路，以原世纪路与山

阳路交叉口为起点，向东延伸

3

公里，其

中的

1

公里从芦堡村经过，任务由芦堡人

承担。

消息一传出来， 父老乡亲就热议开

了：这条路一修，新区就更大了，就更顺畅

了，芦堡村成了通向好多大单位的必经之

地，赚钱的机会就更多了，就冲这，咱也得

主动一点、积极一点，可不能因为咱，卡了

全区的脖子。

一时间，大路沿线的小商户成了引人

注目的焦点。 原来，早些年，村里为了扶

持个体经济发展，在这里规划了一个经济

开发小区，

28

家商户入驻，光经营面积就

有差不多

3

万平方米，绝大部分生意还算

红火。 现在，要修路，要拆迁，肯定会有牺

牲，会顺利吗？

组看组，户看户，群众看的是村干部。

村干部们先忙活起来，牵涉到自己亲朋好

友的，率先行动，不能成群众攀比的对象。

芦安武，村干部芦大宽的亲叔，一名老党

员，在这里有门面房

800

多平方米，光凭

出租房，一年下来收入可观。 在自家利益

和全局利益之间，他没有任何迟疑，仅仅

两天时间，全部拆迁到位。

一个神话般的速度，检验了芦堡人的

素质：仅仅十几天时间，全部拆迁完毕。

包村干部、文苑街道办事处工会主席

李军感慨：“有这样的老百姓，咱啥事干不

成！ ”

村委会主任卢小桥自信满满地说 ：

“

10

个月之后，

90

米宽的世纪路就会在俺

村贯通。 ”

到

城

市

之

看

新

区

之

厦工培训真管用

本报记者 陈 彬 李新战

一名员工精神状态不很好，工段

长深入了解到原因是其家里经济条

件不好，就出主意让他去银行办个零

存整取的储蓄单，每月存点钱。 一年

以后， 这名员工兴奋地告诉工段长，

自己不知不觉有了

1

万多元存款。他

从此工作劲头十足，也对工段长有了

更多的佩服和信任。

这位工段长名叫田军， 在厦工

（焦作） 有限公司结构车间下料工段

工作。

5

月

18

日，记者在下料工段看

到，员工们精心把钢板切割成上千种

大小不一的块儿， 现场整洁有序、管

理到位。 “是公司举办的企业与员工

关系培训班让我学会人性化管理，我

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生活中，时时

处处关爱员工，激发员工对企业的热

爱和责任心。 ”田军感慨道。

据了解，厦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

高度重视员工培训，中层以上管理人

员及后备干部、技术人员每年都要参

加不少于

48

个小时的培训， 其他普

通员工也要参加超过

20

个小时的培

训。特别是在每年五六月份的生产淡

季， 该公司的培训课程排得满满当

当， 内容包括焊接与装配工艺知识、

机加工实际操作、柴油机工作原理与

维修保养、安全教育、为人处事、培养

团队精神等方面。

“参加培训对于工作能力的提高

非常有帮助。培训让我们学会了如何

系统、科学、全面地管理团队，极大地

提高了基础管理水平。 ”在该公司总

装车间，生产部生产管理科科长王望

林谈起员工培训深有感触地说。

奇瑞工地大忙人

本报记者 聂 楠

从一马平川到厂房林立，奇迹的

发生，不过在百日之间。

是“奇瑞速度”成就了这样的奇

迹，而创造“奇瑞速度”的正是工地上

那些默默付出的践行者。

5

月

18

日， 记者踏上新区奇瑞

汽车焦作发动机生产基地建设工地，

亲身感受了一次 “奇瑞速度”。 施工

现场， 从空中到地面， 工人们遍布

各个角落。

“找头儿？闫军利吧。他刚刚还在

这边忙活。 ”“你去东边找找吧。 ”“估

计又去备料组了。 ”……经过七八名

工友的指引，施工方派出的向导庞淑

宁带着记者终于找到了忙碌中的闫

军利。闫军利是厂房二次结构的负责

人，除钢结构施工外，厂房建设的其

他工作都在他的职责范围。

闫军利说，超常规的工程进度和

质量标准，对于基层技术人员的压力

是空前的。服务工人、协调工序，他必

须保障工程高效推进“不窝工”。每天

7

时，他要提前到工地 ，为工友施工

作准备；每天

19

时，当工友下班后，

他还要与各方管理人员对接明天的

方案。 用闫军利的话讲：“全程跟班

制，我这次是第一次遇到，现在每天

23

时休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 ”

眼下， 三座办公楼已顺利封顶，

二座联合厂房完工在即 ， “

2

月

4

日，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 眼前还是

一片麦地 ， 经过百日会战 ， 完成

6

月

30

日厂房交工的目标没有一点问

题。 ”说话间，记者从闫军利的目光中

读出了两个字：信心。

“半岁学校”掌门人

本报记者 李 非

“瞧！ 这就是我们的新学

校”。河南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校

长张国宏一提到这个“诞生”才

半年多的学校， 眼里便闪着温

柔的光。

记者目光所到之处， 三幢

功能完备的教学楼、科技楼、实

验楼已拔地而起，图书馆、运动

场已建成投用。 走在校园的林

荫道上， 张国宏侃侃而谈：“仅

头两期工程， 新区就为我们投

入了

4200

万元。 包括宿舍、餐

厅、幼儿园等在内的三期工程，

还要投入

4000

多万元。 ”

关爱之深更显期望之重。作

为我市新区整合优势教育资源

与河南理工大学合作办学的结

晶，河南理工大附中肩负着推动

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使命。

如何抓住机遇，把附属中学打造

成为新区乃至焦作全市基础教

育发展的一个亮点，是张国宏思

索最多的问题。他的愁眉和笑容

一样让记者印象深刻。

于厚德处用心，于业精处用

功。 经过不断探索，该校今年

4

月份制订并开始实施人才培养

工作方案，启动了包括“实施精

细化管理”、“构建自主课堂”等

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 目前，该

校风清气正，朝气蓬勃。建校半

年多来，该校已先后获得“焦作

市学校基础建设先进单位 ”、

“焦作新区办学水平综合奖一

等奖”等多项殊荣。

新区区划调整正在进行，

辖区生源进一步扩大。“面对机

遇和挑战， 我们不会有丝毫懈

怠。 我校全体师生一定会振奋

精神、顽强拼搏，为把河南理工

大附中建成焦作乃至全省一流

的中学而努力。 ” 张国宏坚定

而自信地说。

看似无情却有情

本报记者 石 萍

5

月

18

日，记者到焦作新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访。 听

说新区神州东路蒸汽管网工程

施工监理已开始二次采购，记

者问该交易中心主任庄平：“目

前有几家单位报名？ ”“保密！ ”

“有几个评委， 都来自哪些单

位？ ”“保密！ ”

“保密”、“保密”，一连几个

“保密”使我倍感困惑，该中心

不是提供统一、开放、透明、高

效的服务吗？ 庄平说：“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承担各类公共资源

交易的组织、 服务及场内监督

工作。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防止

围标、串标行为的发生，杜绝暗

箱操作， 一些重要内容是绝对

保密的。”记者随后又跟该中心

副主任李华来到评标室和监控

室， 看到评标室墙上装有视频

监控系统， 监控室装有声像和

同步监控系统。 李华说：“交易

场所已实现电子监控全面覆

盖 、全程覆盖 ，真正体现了公

平、公正。 ”

保密工作做得好， 服务也

毫不含糊。李华说，新区南海路

景观河绿化工程

5

月

8

日开

标，为了保证该项目顺利推进，

开标前， 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在

没有公车的情况下， 多次打顺

路车和公交车往返光大银行取

回银行对账单， 并及时为缴纳

保证金的单位换取保证金收

据， 第一时间保证了投标单位

的利益。

庄平说，截至目前，交易中

心受理完成各类进场交易项目

87

个，其中建设工程

30

个、政

府采购

45

个、土地交易

12

个，

共涉及交易资金约

5.47

亿元，

累计增效节资

3232.94

万元。

奶 牛 听 歌

本报记者 史文生

5

月

18

日，蒙牛乳业（焦作）有

限公司牛奶检查站。

“合格。”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

司的检验员微笑地对焦作新区凯瑞

奶牛饲养合作社送奶司机说。 据悉，

该合作社自

2010

年

6

月成立至今，

其生产的牛奶从来没有不合格的。原

因何在？

“我们饲养的奶牛过着神仙般的

生活，每天听着歌，天热还要天天冲

澡，饲养场一年四季绿草如茵，生产

的牛奶能不合格吗？ ”凯瑞奶牛饲养

合作社理事长李顺年自豪地说。

给奶牛放音乐、冲澡？ 稀罕。

李顺年说：“我也是上网才知道，

外国人养牛稀罕事多， 给奶牛冲澡、

放音乐，饲养场绿化也好，生产的牛

奶自然产量高、品质好。 ”为此，他投

资

3

万多元为

17

个牛棚配置了音

响， 投资

1

万多元配置了淋浴器，投

资

4

万元在饲养场种植了上千株杨

树、桂花树、银杏树、小叶女贞。 走进

凯瑞奶牛饲养合作社饲养场就像走

进了公园一样，绿叶婆娑，花香四溢。

奶牛悠闲地吃着草， 听着江苏民歌

《茉莉花》，甚是自在。

闪胜利饲养有

60

多头奶牛，原

来在其他饲养场饲养 ， 去年

7

月 ，

他加入了凯瑞奶牛饲养合作社。 问

起原因， 有着丰富饲养经验的闪胜

利这样回答 ： “凯瑞的环境一流 、

管理一流、 服务一流， 没有不来的

道理 。” 他说 ， 环境好 ， 奶牛少生

病； 管理好， 奶牛多产奶； 服务好，

养牛户省心。 在这里养牛， 产量比

过去提高

10%

左右， 品质还好， 从

未因质量问题与蒙牛乳业 （焦作 ）

有限公司发生过摩擦。“你说，我不来

这里不是犯傻吗？ ”

龙 凤 呈 祥

本报记者 郭 剑

“苏家作龙凤灯很‘潮’，别

的地方都是舞龙， 只有苏家作

既有龙又有凤。 ” 今年春节期

间， 中央电视台河南记者站站

长代纪玲在焦作新区苏家作村

拍摄特别节目 《寻找中国龙》

时，这样评价龙凤灯舞。凭借天

下独一无二的绝活 ，

2008

年 ，

苏家作村龙凤灯舞被文化部公

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祖宗传下来的宝贝，我们

不仅要继承好、保护好，而且要

发扬光大。 村民们也不能仅仅

为了过年过节乐呵乐呵才去舞

龙舞凤， 平时也可以提供有偿

服务， 让龙凤灯舞给乡亲们带

来财富。 ”

5

月

18

日，在苏家作

乡政府，毋启富对记者说。

毋启富是何许人？ 他是苏

家作村党总支书记， 也是龙凤

灯舞的传承人之一。 今年春节

过后， 毋启富一直在忙活一件

事———筹建龙凤灯舞展览馆 。

他兴奋地说：“我们建设龙凤灯

舞展览馆的规划上级已经批

了， 预计

2013

年元旦后开工。

建展览馆的想法藏在我心底

30

年了，光国家、省、市领导和

著名书法家为龙凤灯舞题的词

我就保存了

350

幅。 我今年

69

岁， 如果在有生之年能把展览

馆建好，一辈子就没遗憾了。 ”

展览馆建设、 维护费用不

菲， 钱从何来？ 对于记者的疑

问， 毋启富回答：“我们下一步

要‘以舞养舞’，组建龙凤灯舞

表演队， 利用农闲时间为企事

业单位的节庆活动表演助兴，

提供有偿服务， 既增强村集体

的经济实力， 又充实农民的钱

袋子。 ”

作为龙凤灯舞创始人毋黑

旦的嫡系后人， 毋启富对龙凤

灯舞的前世今生有深刻的反

思， 他说：“苏家作的龙凤灯已

经舞了

200

年， 只有现在才可

能修建专门的展览馆， 也只有

现在才真正龙凤呈祥， 给村民

带来祥瑞，为啥？盛世文化昌明

呗！ ”

北李万人“晒”幸福

本报记者 张雪琴

一座座别墅式的两层小洋楼、

一条条宽阔笔直的街道、 一片片整

齐碧绿的绿化带……

5

月

18

日，记

者走进新区李万街道北李万村，好

像走进了花园式小区， 要不是村口

矗立着“北李万新村”的标牌，记者

真不敢相信自己走进的这个地方竟

然是一个村庄！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没想到每

月能领

200

多元的养老保险金、

320

元的失地农民保险金， 村里每月发

120

元的生活补贴， 春节发

300

元

钱，中秋节发

200

元钱，平均每个月

能领

700

多元钱呢！ 孩子们有的做

生意，有的打工，有的在工厂上班，

收入都可以。 如今，我吃得好，穿得

好，身体也好，觉得生活越来越有奔

头！ ”北李万村

82

岁的村民范克义

感慨地对记者说。

该村村民王素丽是一个性格开

朗、 爱说爱笑的人， 她笑着对记者

说：“我今年

50

多岁了，白天在市公

安局车管所门口摆摊卖饮料， 每月

收入一两千块；晚上，我组织三四十

个中老年妇女在村里的灯光球场跳

舞、唱歌，生活既幸福又充实。 我们

的秧歌队在新区举办的春节文艺会

演上多次获奖 ， 在区里很有名气

呢！ ”王素丽告诉记者，她有一个儿

子、一个女儿，儿子在部队是军官，

女儿已经出嫁， 丈夫在万鑫商贸城

租了个门面房做生意， 每月收入一

千多元，日子过得还不错。

该村党支部书记王金璋告诉记

者：“北李万村有

788

口人， 每年集

体收入

230

多万元， 主要经济来源

是河南理工大学

1

栋宿舍楼 、

1

个

学生餐厅以及万鑫商贸城店铺的租

金。村民的收入五花八门，有的做生

意，有的包工程，有的跑运输，人均

年收入嘛， 保守一点说，

6000

多元

吧。 ”

这里孵化高科技

本报记者 王建新

焦作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又名科技企业孵化器。 谈到这个孵

化器时，宏程陶瓷公司董事长、总工

程师王彪说：“我为服务中心打工。”

这个说法听起来让人惊奇。

为啥这样说？ 王彪有自己的解

释。

王彪今年

72

岁，一生最大的理

想就是以普通工业氧化铝粉为原料

生产出高纯低温易烧结氧化铝陶瓷

粉体。为此，他已进行了二三十年的

研究。 王彪研发的陶瓷粉体属于高

科技， 由此粉体制成的陶瓷件用于

油田抽油机缸套， 使用寿命可达

1

万小时， 而原来的金属件只能用两

星期。

如此先进的材料怎样才能快速

由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 实现工业

化生产？资金、场地等一系列现实问

题摆在了王彪面前。 而他真的不想

因此分散自己的研发精力。

在焦作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

企业生产对电有特殊需求？好。该中

心在接到用电请求当日， 便与供电

部门协商好，不到一个星期，一条专

用电缆通到了生产车间。 企业所需

研磨设备从国外进口 ， 需要资金

1000

多万元，王彪买不起。 新区人

就帮助他考察市场， 投入

120

万元

自主研发， 仅用

6

个月时间便解决

了难题。

王彪说，在该中心，他没了后顾

之忧， 问题由 “老板”（服务中心）解

决，他只管“打工”，埋头研发生产。这

就是王彪对“老板”和“打工”的解释。

其结果是， 宏程公司进驻该中

心

4

个月， 王彪便发布了关于高纯

低温易烧结氧化铝陶瓷粉体的研究

成果。随后，宏程公司与中科院上海

硅酸盐研究所合作的中科院上硅所

（焦作）先进陶瓷产业基地在该中心

成立，同时，年产

10

万套陶瓷缸套

泥浆泵项目也启动了。

焦作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是

目前我市唯一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 自

2001

年

3

月成立以来，累

计孵化企业

231

家，涉及新材料、光

电、机电一体化、精细化工等高新技

术产业， 孵化企业每年实现技工贸

总收入超过

2

亿元。

【

【

记者走基层

· 新区故事

汇

奶牛听歌

（本组漫画均由石萍作）

杜绝暗箱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