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沁阳，山王庄镇的万北村和沁园办事处的袁屯村都

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让其他人羡慕不已的是两个村建

设的各具特色的新型农村社区， 让那里的村民们过上了比

城里人还“舒坦”的新农村生活 。 日前 ，记者走入这两个

“明星村”，一睹新型农村社区里新农民的新生活。

出家门进厂门

万北村的卫水波从踏上社会那天起， 就跟自己村里的

村办企业河南“双马”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是跑运输，主要给“双马”的省内客户供货。 随着“双

马”与娃哈哈、蒙牛、双汇、达利园等著名企业配套生产包

装，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

而今，卫水波又进车间当起了产业工人。 “厂就在家门

口，走路也就七八分钟。 ”每月

2000

元左右的工资，又能照

顾妻儿，卫水波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

万北村在沁阳城区北部，距主城区

10

多公里，改革开

放前，有句顺口溜形象概括了该村的生活：万北万北，光拉

后腿，粮不够吃，衣不着体，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让该村的

面貌发生彻底转变的是，该村上世纪

70

年代成立的一家村办企业———河南双马

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依靠这家企业的财

富聚集效应，全村的经济收益日渐丰盈，

为了让村里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让

每一个村民分享到集体企业的收益成

果。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富起来的万北

村就分期分批拆掉了原有破屋旧宅

3000

余间，在原村旧址上建起了

6

个花

园式住宅小区、

300

套别墅住宅，

275

户

全部搬进了新居。

不仅村民的居住硬件环境得到了巨

大改变， 村民居住的软环境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村里配套建设了学校、医

院、礼堂以及文体活动广场等，街道硬化

率、自来水入户率、有线电视普及率均达

到

100%

，村内绿化率达

60%

以上。

与卫水波们在家门口就业的惬意

“打工”生活不同，袁屯村的的村民杨团、

王冬对新生活有着他们各自的理解。

“非典型”农民

“村里有项目，有企业，就算不打工上班，遍地也都是赚

钱的机会。 ”杨团告诉记者。这两年，他瞅准了袁屯村招商项

目建设如火如荼、土方建设工程较多的机会，承包了附近一

家企业扩建项目的土方和一些土建工程， 现在已经拥有了

自己的私家车。 而像杨团这样紧抓商机的创业型农民在袁

屯不在少数，形成了一股创业的力量。

眼下，正值三夏大忙季节，而家有

5

亩多地的袁屯村村民王冬的日子却依

然过得“出奇”地从容淡定。王冬今年

36

岁， 一家五口住在

258

平米的楼房内。

他和妻子都在附近企业上班，两人的月

工资总额

5000

元。 他家里有

5

亩地，但

全是机械化操作，不需要操心，“种地比

上班还舒服，”王冬笑着对记者说。

袁屯村位于沁阳城区南部，借助与

沁阳市产业集聚区边缘接界的有利区

位优势。 袁屯村将自身

3

个自然村进行

了合并，节约出了宅基地

158

亩，该村

招商引资，以地生财，并争取到了省农

发行首笔

2500

万元新农村农民集中住

房建设贷款进行新村建设，目前，已经

完成

164

栋连排式村民住房的建设，村

民缴纳

4

万元就可入住新居。

与此同时，先后入驻的

7

家企业成

了村民就业的平台。 群众在新社区生

活，在就业家门口，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得以改善。 目

前，该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10500

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实

现了零的突破，增加到了

380

万元。

在袁屯越来越多的村民， 正在从代代相传土里刨食的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跳出来，越来越多像杨团、王冬这样的

“非典型”农民正在成为新型农村社区中的新主流。

城里有的，村里也有

“房子新了，家里的设备也

新了。 ”袁屯村党支部书记秦东

红向记者介绍起这些年村里的

新变化如数家珍，“原来俺村里

没有一家装整体厨房的，也没有

一个水冲式厕所， 现在你瞧，家

家户户都是。 ”

“房前屋后花草树木、垃圾

分类处理、村里有专门的环卫队

……俺村不比城里差。 ”说起万

北村的好 ，

55

岁的卫文生十个

手指简直数不过来。

从“双马”退休后的老卫，每

天早晚都有半小时的锻炼———

围着村子走一圈，村子里的每一

点新变化都被老卫看在眼里，而

最让老卫满意的是村里的管理。

“村里每个小区都有门岗，

俩人换班，责任心可强。 ”老卫说

村里这几十年从来没出过偷盗

之类的事儿，“俺家这几十年从

来没有锁过门。 ”

一旁的该村村民卫高峰插话说， 他最满意的是村里的

卫生院。 “病床干干净净，还有空调、暖气，平时还免费给我

们量血压、做保健。 ”

从低矮、简陋的平房，到现在花园式的住宅小区，从

卫生环境、医疗条件等方方面面的变化，农村与城市公共

基础服务的鸿沟在这里正被逐渐拉平， 一种崭新的生活

模式正在形成。

“改造”村民

袁屯村

65

岁的杨福海家里刚刚经历了一场不小的

家庭“风波”。

他的儿子为新居花了

20

万元装修费， 搬进去后，儿

子找了保洁公司，为家里定了全年的保洁服务，可每年的

2600

多元保洁费让一辈子勤俭持家的老杨很是心疼。 几

经商议，父子双方各退一步，决定平时自己管理，只让保

洁公司在年节时过来打扫。

“俺们老两口闲在家，每天打扫打扫卫生只当是锻炼

身体了，”杨福海感慨，“环境早把人改造了，现在来这屋

里，吐口唾沫也得找痰盂。 ”

环境的改变给这些新科“市民”们生活方式的“改造”

还不仅仅局限于此： 袁屯村敬老孝亲风气浓。 每月

1

、

2

日， 该村为全村

60

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放

20

元养老补

贴金；每年重阳节，村里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在村委会的

院里给全村老人摆上宴席，并每人发放生活用品，从暖手

宝、电热毯到纯羊毛毛衣，礼物随着村里经济的发展水涨

船高。

“村里都对老人这么好，做儿女的就有比头了，也隔三

差五给个零花钱、买件新衣服，谁也不想落后了。 ”杨福海的

老伴笑着说。

考虑到该村的年轻人大多在附近企业上班， 孩子们放

学后的安全和教育是个问题，袁屯村出资聘请了

3

人，把村

里

40

多名小学阶段的孩子们集中在村委会的电教室照管。

平常是每天下午

5

到

7

点集中，而寒暑假期间，每天上、下

午都分别集中

1

小时。

“都说农村妇女们‘头发长见识短’，可在我们袁屯不是

这回事。 ”

39

岁的李丽杰说，今年的妇女节，李丽杰就过的不

同寻常。

“村里租了两个大巴车，拉着我们百十号妇女们外出长

见识了。 ”当天，一行人分别参观了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

和辉县的裴寨村。

充满现代气息的规划、干净的街道、热乎乎的地暖，“看

看人家村里的生活条件和管理，俺们觉得自己还差得远，真

得向人家学哩。 ”

我市五年为 18930对

夫妇提供优生检查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董峻岭

） 自

2007

年启动出生缺陷干预项目以

来，我市每年都将出生缺陷干预工作确定为全市“十件实事”之一。五年

来，以计生服务站为龙头，计生服务网络为依托，市计生委共为

18930

对夫妇提供了孕前优生检查服务， 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呈逐年下降

趋势，成为我市计生服务工作的一块“金字招牌”。

为了抓好这项工作，我市和

13

个乡（镇）办事处均成立了优生促进

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国家新标准，投资近

80

万元，重新改建了市计生服

务站实验室的布局和设施，配备了检验设备，购置了化验设备及相应试

剂。还向社会公开招录

6

名医疗、检验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市、乡两级

孕前健康检查专业技术队伍中，为项目工作扎实开展增强技术力量。同

时，还举办了全市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技术培训班，对乡、村计生干

部进行相关知识培训。

加大宣传力度。 市、乡、村三级层层召开宣传动员会，充分发挥广

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作用和基层计划生育网络作用，组织目标人群在

乡计生办参加优生知识培训。 此外，市计生服务站还特设了“幸福家庭

俱乐部”，做为优生促进培训的主阵地， 将孕期营养膳食、孕产期保健、

孕前优生筛查等知识制作成图文并茂的大图册供拟孕和已孕夫妇学

习。同时，卫生、民政等部门也积极配合，在婚姻登记处为每对夫妇发放

优生知识宣传卡，做到目标人群全覆盖。 目前，每天到市计生服务站参

加孕前优生检查的夫妇达

40

余对之多。

做好细节，服务更加优质。 我市推行“五项免费服务”，即免费发放

一本优生服务手册、免费参加一次婚（孕）前培训、免费开展一次婚前体

检、免费进行一次优生筛查、免费发放六个月含叶酸营养素。 服务对象

接受了各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试验室筛查和孕前风险评估后，市计生

服务站会将结果集中存放、单独保存，并建立《家庭档案》，开展定期跟

踪服务，为儿童早期教育做好准备，检查项目也由原来的

7

项增至

20

项。

2012

年，我市被列为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第三批试点。

市医院获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

本报讯

（通讯员

许菲

）日前 ，市医院喜获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

状”。

6

月

30

日上午，在该院门诊楼前举行授奖仪式。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状”是全省集体类最高荣誉称号，是省总工会

为表彰在管理创新、 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中取得显著成效的先进集体

而设立的奖项。这一荣誉的取得，是对该院在积极推进沁阳市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和发展中所做出突出贡献的充分肯定。 市医院也是我市医疗

卫生系统首获此项殊荣的单位。

据悉，市医院做为全市唯一的二级综合医院，近年来始终坚持“一

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和政府公立医院的公立性质，加强科学管

理，积极探索医药卫生改革新模式，多方筹措资金，全力推进新医院建

设步伐，医疗质量不断提高、社会服务不断延伸，医患关系不断融洽，越

来越多地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信任。

责任编辑 武玉林

／

助理编辑 周娜

20１2

年

7

月

5

日 星期四

／政 文

QINYANG��TODAY

３

简

讯

7

月

1

日，怀庆办事处党工委对丁继荣、宗团

结等

10

户困难党员、困难群众进行了慰问，并送

去了食用油、方便面等慰问品和慰问金共计

4000

余元，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心。

（武凯歌）

日前，市农信社积极开展“个人金融信息保护

宣传月”活动。活动覆盖了全市农信社所有营业网

以及城区主干道。 同时还将国家有关信息保护的

法律法规以及省联社、 焦作市办和我联社制定的

各项规章制度编印成册，发至每个职工手中，增强

广大职工的法律意识。

（樊道军）

市交警大队

加强违法驾驶人罚前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

连百忠

）为更好地在交通管理工作中体现“以人

为本、人性执法”的理念，市交警大队从加强和改进执法规范化入手，在

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同时， 注重加强驾驶人交通违法罚前教育工

作。

在现场处罚过程中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在现场查处交通违法

行为时，路面执勤民警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做到有违必究、

有违必教， 将教育渗透到执法的每一个环节， 贯彻到每一次执法过程

中。

在违法处理过程中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针对交通技术监控设

备记录的交通违法行为，大队要求所有违法记录必须及时告知当事人。

在违法处理大厅设立交通安全教育专区， 由负责民警在处理违法行为

前，向交通违法的驾驶人、当事人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同时，大队特

别加强对营运客货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力度。 针对营运客货

车驾驶人有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违法记录的， 大队与车辆所属单位和所

有人建立了沟通机制，在驾驶人确定、罚前教育、罚后管理等方面加强

联系，定期抄报车辆违法，督促依法接受处理，并在依法处罚、记分的基

础上，对营运客货车驾驶人进行不少于

1

小时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在交通安全宣传过程中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大队组织民警进

入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加强辖区群众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通过设立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点、交通安全教育联络员等方式，积极与辖区群众开展

交通安全互动体验，举办安全文明交通主题活动，确保道路安全守法意

识深入人心。

目前，大队共办罚前教育

10

场次，受教育驾驶员

215

人次。

６

月

２９

日，人民法官面对党旗庄严宣誓。 “七一”建党节前夕，市人

民法院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开展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恭贺

党的

９１

岁生日。

徐恒峰 张建忠

摄

新社区里

生

活

新

记者

邱明媚

绿意葱茏，生机盎然，欧式建筑的袁屯社区美轮美奂

浓荫下的小院，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杨福海最大的爱好就是拉二胡。 搬进新家后，他的生活更规律了，每天上午是固

定的练习二胡的时间

万北新村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