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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蛇年春节的临近，春联、年画、灯笼等传统年货热销，

城乡居民忙着置办年货， 我市处处洋溢着吉祥和喜庆的节日

氛围。

图①爷爷带着孙女买灯笼；图②孩子在高兴地挑选糖果；

图③市民在购买新春窗花贴纸；图④ 城管局的员工正在悬挂

大红灯笼。 吴明 李海莉

摄

百字新闻

●

日前，山王庄镇针对部分小高炉死灰复燃现象，立即展开整

治工作

,

安排人员每天检查。 目前，已彻底拆除小高炉

4

座。

（胡雅静、祁淑芬）

●

日前， 公路局对辖区内事故多发路段和重要桥梁进行了拉

网式排查，保障春运期间道路安全畅通。 截至目前，共设置公路安

全标识

3

处，修补路面坑槽

12

平方米，清理占道经营

26

处。

（利华、红梅）

●寒假将至，沁阳市实验幼儿园组织教师对幼儿进行防火、防

煤气中毒、防骗以及安全燃放鞭炮等安全知识教育，确保孩子过个

快乐的春节。 （张慧利）

●日前， 沁阳市实验幼儿园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亲子游戏活

动，让家长在活动中分享孩子的快乐成长，增进了亲子间的融融亲

情。 （张慧利）

稿纸上的公示

叟 子

在一个胡同口拐角处的

墙上，偶然发现一张巴掌大小

的稿纸，近前才能看清，上边

用钢笔写着，某社区廉租房申

批对象公示。看过后真让人啼

笑皆非。

后来同志们说起，类似这种在极不显眼的位置，用

极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发布公示的，也绝非仅此。有的公

示内容还包括低保对象，村务开支，救灾款发放，困难

户补助等等，全是与群众息息相关的事。

公示，是一种对公权进行监督管理的有效制度，对

于保障公权运作的公平公正，防止腐败有重大意义。公

示的手段当然是越公开越透

明，越阳光越好。 在当今信息

传播手段这么先进的情况下，

居然使用这么落后的方式，发

布群众这么关心的民生信息，

贴在这么不显眼的位置，确实有些不妥。

当然，有些单位也许由于财力和技术的限制，使用

其他信息发布平台有困难，但不管怎么说，买上几张红

纸，字写得大点，贴在最容易让人看到的地方，或者在

村喇叭里面喊几遍，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公示内容没

有瑕疵，看到的人多了，议论的人就少了，干部威望也

会高了，何乐而不为呢？

我市种子管理站荣获

2012 年度全省种子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

杨传立

）日前，河南省种子管理站发文，通报

表彰了

2012

年度全省种子管理先进单位，我市种子管理站获此殊

荣。

2012

年，我市种子管理站以“打假护农，促农增收”为目标，以

“预防为主、标本兼治、检打联动、综合治理”为管理方针，大力宣传

农业法律法规，积极推进种子执法规范化建设。 对境内经营的“三

杂”种子进行登记备案。 全市种子备案

80

家，规范标准化门店

15

家。 同时，该站还积极搞好新品种试验示范工作。 示范展示小麦品

种

12

个，玉米品种

42

个。

据统计，该站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224

人次，累计整顿经营

门店

168

家次， 查获涉嫌违规种子

1150

公斤， 其中散装种子

150

公斤，假劣种子

600

公斤，超范围经营种子

400

公斤，挽回直接经

济损失

23.6

万元。

为了给人民群众营造和谐安详的节日气氛，日前，市电业局路

灯所组织人员，冒着严寒，对管辖区域内的设备、线路进行了全面

巡查整改。除了维修光源电器，确保路灯亮灯率之外，还对变压器、

控制配电箱、电缆接线井、灯杆检查门等供电设施、附属设施进行

全面细致的检查。 李海洲 范晶晶

摄

财政局多措并举

确保首月“开门红”

截至 24 日，组织地方财政收入 17320 万元，同比增长 41.8%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文皎

）新年伊始，市财政局以深入学习贯

彻“十八大”精神为契机，围绕目标制定措施，对照措施狠抓落实，

全面加强财源建设和税收征管，不断健全收入征管机制，严格执行

收入目标责任制，逐级量化分解收入任务，早安排、早落实，从而实

现了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确保首月财政收入实现“开

门红”。

截至

1

月

24

日，全市组织地方财政收入

17320

万元，同比增

收

5105

万元，增长

41.8%

。

我市成功申报 1个中国驰名商标

现有河南省著名商标 15 个 焦作知名商标 8个

本报讯 (

通讯员

胡向辉)

新年伊始，北京传来喜报，我市天鹅

型材有限公司拥有的

19

类商品“

TIANZIBAIE

及图”注册商标成

功申报中国驰名商标，实现了我市中国驰名商标零的突破。

近年来， 市工商局引导全市企业和各类经济组织充分运用商

标战略，助推企业提升竞争内涵，强化品牌核心竞争力，有效促进

了企业商标意识的提高和创牌能力的提升。

在市工商局大力扶持和帮助指导下， 近年来我市企业商标注

册发展速度及品牌数量增长很快，截至目前，全市企业在用商标达

592

个，其中国家驰名商标

1

个，河南省著名商标

15

个，焦作市知

名商标

8

个。

我市对节前食品安全工作进行督导

本报讯

（通讯员

赵艳娜

）为督促各单位认真落实春节

安全整治和隐患排查工作，净化节日市场环境，切实维护广

大群众身体健康和饮食消费安全。 近日，我市组织督导小组

对

13

个乡（镇）办事处和工商局、质监局、农业局等食品安全

监管主要职能部门进行督导。重点对春节食品安全隐患进行

排查。

督导采取听取汇报、查阅文档、现场抽查的方式进行。 过

程中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22

个，其中流通环节

12

个，养殖环节

2

个，餐饮环节

4

个，驴肉屠宰户

2

个，生产加工和餐饮消毒

单位

2

个。 对发现的问题，已通知相关部门限期整改。

坚持农户经营主体

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全市规模经营百亩以上土地 89 户

合作社 390家 土地流转面积 14.3万亩

本报讯

（通讯员

杨传立

）近年来，我市在坚持农户作为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

社，鼓励农户通过土地出租、或转让经营权的办法鼓励土地向种田

能手、经营大户集中，以提高适应机械化、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化

的能力。 充分发挥土地的潜能， 把大多数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

来，从事其他非农产业，使人力的利用率实现最大化。 有效提高了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

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

完善了农业社会化

服务体系

,

增加了农民收入。

目前， 全市规模经营百亩以上土地

89

户， 其中种粮大户

34

户；合作社总数达

390

家，拥有仙鸿果业等省级示范社

4

家，南山

种植、康辉农机等焦作市级明星社、龙头社及示范社

40

家；土地流

转面积

14.3

万亩，占全市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40.6%

，涉及农

户

3.22

万户， 占全市农户的

34.6%

， 规模流转千亩以上的

11

宗，

500

亩

－999

亩的

12

宗，

100

亩

－499

亩的

86

宗； 农产品加工企业

总数达到

55

家， 拥有省级龙头企业

3

家、 焦作市级龙头企业

12

家。农民人均纯收入将突破万元大关。组织化程度和农业产业化水

平的不断提高，为我市继续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加快现代农业

发展步伐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 张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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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阳：“四个引领”永向前

（上接一版）

（四）农业现代化，正在探索的“沁阳特色”

在工业的强力引领下， 沁阳经济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辉煌， 投向农业和农村的资金也

在大幅提升。 去年，沁阳市财政对农业直接投

入

1.43

亿元， 财政投入已连续三年在亿元以

上，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目前，沁阳市小麦机收率

100%

，玉米机

收率

91.8%

， 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82%

，

农机总动力达到

57.3

万千瓦， 荣获全国平安

农机示范市称号。

户均耕地面积小是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

性问题，实施土地流转能够促进规模化经营，

实现资金、设备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西万

镇西万村土地流转后，由种植大户承包，进行

科学种植管理，亩产小麦和玉米分别达到

580

公斤和

600

公斤，亩均效益达

2000

元。 该村

根据不同自然条件， 科学布局， 发展多种经

营，栽种生态林，发展林果采摘、生态湖等特

色生态园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土地流转无

形中也带动了该村第三产业的发展， 村里新

增个体户

120

户。

目前，沁阳土地流转面积已达

14.3

万亩，

占该市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

40.6%

，涉及

农户

3.22

万户，占该市农户的

34.6%

。 规模流

转千亩以上的有

11

宗，流转以后从事种植业

的面积达

6.7

万亩， 占流转土地面积的

84%

，

涌现出西万村、 水南关村两个整村流转典型

村街，红枫林农业有限公司、康辉农机专业合

作社等一批流转后规模经营、 效益凸显的合

作社。

王曲乡南山村是蔬菜种植专业村。 村民

董小梅家有

6

亩地， 加入南山种植专业合作

社后，通过土地流转获取

2

亩地，夫妻俩建起

2

座蔬菜大棚。

“眼看春节临近， 新鲜的茄子就要上市

啦。 ”董小梅指着紫黑发亮的茄子，满脸喜悦

地说，“这都是今年引进的新品种， 一季下来

挣个八九万元不成问题。 ”

合作社负责人荣立堂告诉记者

,

全村共流

转土地

1100

余亩，建

50

座大棚，每座一年净

赚

6

万元，一年收入可达

300

万元。 如果加上

村民外出打工的现金收入， 村里群众人均年

纯收入已达

1.3

万元。

目前，沁阳农民组织化程度形势喜人，全

市合作社总数达

390

家，成员出资额达

2.7

亿

元， 入社成员近

6500

户， 辐射带动农民近

5

万户。

2011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年产值

10

亿

元，合作社成员人均增收

1500

元以上。

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农业生态优势、资

源优势和比较优势， 投资

1.3

亿元的

4000

吨

闹汤驴肉加工项目、投资

1.2

亿元的万吨怀帮

黄酒生产项目、投资

1.3

亿元的神农农产品批

发市场建设项目等大批现代农业项目入驻沁

阳。 无公害蔬菜种植、绿色生态采摘、标准化

加工、农业产业化规模效益进一步显现，使全

市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如今，该市农业

龙头企业已达

45

家，焦作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2

家，省级龙头企业

3

家。

2012

年， 沁阳粮食总产量达

41.2

万吨，

连续

9

年实现丰产丰收，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到

10852

元，同比增长

14%

。 专职从事二、三

产业的农民达

16

万人，农民

70%

的收入来自

非农产业，增收之路越走越宽。

（五）民生为本，令人眼热的“沁阳温度”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从

2012

年

10

月起，沁阳将高龄补贴的发放范围从

95

岁下

调为

80

岁以上， 这意味着

5657

名沁阳老人

将享受更有尊严、更有保障的晚年生活。

仅此一项， 沁阳财政每年将多支出

400

多万元。 而这只是该市惠民大礼包中的一部

分。

从全面建成

13

个乡镇（办事处）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到遍布

307

个行政村

的村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站； 从建起

焦作地区第一家民办高校焦作工贸职业学

院，到加快筹建永威国际职业学院、组建职教

集团、建设永威公共实训基地；从县域医药卫

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先行，到全面深化医改、

更多让利于民———

2012

年， 沁阳市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坚持“民生优先”的理念更加成熟，

全力保障民生改善的措施更加有力，“让沁阳

百姓共享发展成果”的决心更加坚定。

临近春节，家住王召乡彭城村

83

岁的刘

世杰拿出自己的存折， 吩咐家人将里面的钱

取出来，作为过年给晚辈们的压岁钱。 刘大爷

高兴地说：“当了一辈子农民， 还能领上公家

发的钱。 现在给重孙们发个零花钱、买个糖果

都不犯愁了！ ”刘大爷存折里的钱，来自沁阳

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金。

2012

年，沁阳养

老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 参保人数达

18

万

人，当年共为

60

周岁以上符合条件人员发放

养老金

3777.5

万元。当村干部告诉刘大爷，从

2012

年

10

月份起， 该市

80

周岁以上老人还

将领到高龄补贴时，老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一年来，旨在为城市建设“打基础、管长

远”的“八路”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

3.98

亿

元。 文化路改造已竣工投用，沁木路、南环路

等

5

条道路主体完工，南外环、东关大街进入

路面施工阶段， 一个现代化中等城市的框架

基本形成。

在教育领域， 沁阳高考创造了有史以来

的最好成绩。 “沁阳教育”品牌崛起的背后，是

教育优先理念的一以贯之，是投资

1.9

亿元建

设实验中学新校区、 改扩建

25

所幼儿园、实

施校舍安全等工程， 使得办学条件大幅改善

的投入。

家住沁阳联盟街道

78

岁的王大妈特别

高兴，

2012

年她也参加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 “去年呀，我农村的亲戚们就有了养老

保险。 我盼了一年， 终于等到了， 咋能不高

兴！ ”

在公共医疗方面，这一年，沁阳县乡村三

级医疗机构全部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

共让利群众

1845

万元。 推行“先住院、后结

算”诊疗服务模式，群众就医更加方便实惠。

（六）曾经担山知任重，凌云更需砥砺行

转型示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曾

经的转型，已然的蝶变，之于沁阳而言，已经

成为过去。 而今，站在新起点上的沁阳，坚定

信心不动摇，咬定目标不放松，下定决心不松

劲，坚持科学发展，持续转型升级，为建设“富

裕沁阳、文化沁阳、美丽沁阳、和谐沁阳”而努

力奋斗。

沁阳坚定信心，勇创一流，在焦作经济转

型示范市建设中争当排头兵，努力走在中原

经济区前列。

“质检利剑”保障节日食品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庆丰、陈丰收

）春节将至，市质监局按

照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开展“质检利剑”食品执法打假“春节”

集中行动的通知》要求，从

1

月

24

日至

2

月

6

日在全市范围

内展开“质检利剑”食品执法打假春节集中行动，严厉打击食

品违禁违法行为

,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节日消费安全。

本次行动重点对企业生产资质、台账记录、使用的原辅材

料等情况开展检查。 对节日热销的酒类、肉制品、饮料等产品

进行重点监督。 严查产品标准符合性，严查产品标识标注，建

立健全层级督察制度，严惩食品质量违法行为，引导食品安全

消费理念， 进一步提高企业质量安全意识和消费者质量维权

意识，督促食品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提升食品质

量水平。

活动开展以来， 我市酒类企业所有工艺流程上使用塑料

管的地方，已经全部改换成了不锈钢管。 下一步，该局还将对

涉及到塑化剂的食品生产企业，包括食用调和油、食醋、酱油

等生产企业，开展“特别监督检查”，重点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

全主体责任，并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取消塑料管道、塑

料容器具，一律改成不锈钢管及不锈钢容器具，从而，避免可

能出现的非食品添加物超标。

食品安全在行动

（上接一版）

张志成和老伴都已年近七旬，家里的活还能勉强，

附近山上的几分地却早就力不从心了。由于儿子常年在外，张晓玉

就用她柔弱的肩膀担承下来。夏种秋收，张晓玉极力维持着一户农

家的本分。

“晓玉当过老师，后来又转行做了医生，好歹也算是知识分子。

但家务和地里的农活却干得熟门熟路，里外都是一把好手。 ”张志

成和老伴赞不绝口。

记者在街上遇到了脚步匆匆的村民路小东。 但一听到张家的

儿媳妇张晓玉，他便止不住话匣子。“她那样秀气的人，干活却抵得

上男人。在家照顾老人，农忙担粪，掰玉米，推着车山上山下几个来

回，身子累散了架也不吭声。 ”

张志成的几个女儿都不同意别人把晓玉看成她们家的媳妇。

“我们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 ”三女儿张玉玲说。 “平时我们

几个一起逛街，别人都以为我们是亲姊妹咧。 ”一家人笑成一片。

春节将至，喜好书法的张志成又张罗着给家里写几对春联。在

给儿子玉峰和儿媳晓玉的对联里，他拟定的上联是“双玉同心兴家

业”，下联“爱孙立志做人杰”，横批“二老心愿”。

张晓玉接过老人写的春联，已是满眼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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