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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新闻/综合

“廉政菜园”显作风

本报记者 郭树勋

本报通讯员 王秋生

听说孟州市环保局有个 “廉政菜园”，

11

月

20

日一大早， 记者带着好奇心到环

保局一探究竟。 在办公楼后 ， 记者看到 ，

不到

200

平方米的菜园被划分成大小不等

的十几个小块， 大的有

20

平方米， 小的有

15

平方米。 每块小菜地的地头儿都栽着一

块标牌， 上面清楚地写着小菜地的 “主人”

———环境监测站、 环境监控中心、 环境监

察大队……环保局里的部门是 “一个都不

少”。

每块地里都种着一两种时令蔬菜， 绿

油油的小白菜， 飘香诱人的香菜， 刚破土

露出嫩芽的麦茎……各种蔬菜长势喜人 。

正在采摘小白菜的该局职工食堂刘阿姨说：

“这菜新鲜， 没有打药， 中午吃捞面条， 用

清水洗一洗就下锅了， 味道鲜着呢。”

2011

年初 ， 该局后院还是一片荒草

地， 既不美观也容易滋生蚊虫。 为将这片

荒地充分利用， 局领导班子决定将后院荒

地改建成菜园， 菜园的名字就叫 “廉政菜

园”。 这菜园既降低了 “廉政食堂” 的运营

成本， 又保证了大家的伙食标准。

2011

年

6

月， “廉政菜园” 经过全局

员工的共同努力平整到位， 由该局办公室

牵头， 将整块地按照科室大小， 人员多少

划分成

11

块责任田， 在每块责任田里竖起

责任牌， 标明 “主人” 的名字。 哪一个科

室的责任田管理得最好 ， 蔬菜长得最旺 ，

一目了然。 为确保 “廉政菜园 ” 有人种 ，

有人管， 该局办公室专门印发了 《“廉政菜

园” 建设实施意见》， 将 “廉政菜园” 的日

常管理及维护情况纳入到每一个科室的年

终考评， 确保蔬菜种植质量。

主管该局食堂的李师傅告诉记者， 自

建立 “廉政菜园” 起， 菜园已经种植蔬菜

6

茬儿了， 全局职工食堂日常用的蔬菜百

分之八十都来自 “廉政菜园”。 截至目前，

环保局与同规模但未建立 “廉政菜园” 的

该市政府部门相比， 仅在蔬菜采购这一项

上的花销就降低了

80%

。 “廉政菜园” 和

局内的 “岗位廉政风险防控” “廉政课堂”

“廉政食堂” 等一系列具体的廉政举措共同

构建起局内职工 “防腐拒变” 的工作、 学

习、 生活 “大环境”。

“‘微廉’， 就是指极小的廉政举措与

行动。 廉政建设在抓大的同时也不能放小，

从自身做起， 从身边的每一个细节做起 ，

通过点滴的改变 ，

让廉政理念深入人

心 ， 成为每个人的

生活习惯。” 该局局

长李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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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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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本报通讯员 张俊杰

日前，记者走进我市有名的“灯笼镇”———武陟县西陶镇。虽然

距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月时间， 但镇里的多家灯笼加工厂已经忙碌

起来，一边赶制客户预定的灯笼，一边为春节前的销售高峰储备货

源。

该镇东滑封村村民廉火是镇里最早一批加工灯笼的人之一，从

1987

年至今一直从事这一行业。 年轻时，廉火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能

人，做过生意、生产过沙发。

1987

年，他偶然在外地接触到了灯笼加

工行业，让他感到这不仅是一门传统手艺，行业发展前景也很乐观。

“那一年，俺买了几对灯笼回来研究，当年试生产了

300

多对并销售

一空。 从那时起，俺就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到现在。 ”廉火说。

记者走进廉火的灯笼加工车间看到，

20

多名工人分别在插架

子、砸灯布、贴云纹、牵金丝、印花、粘须等十几道工序上熟练的操

作着。 “这是个熟练活儿，干起来不太累，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 现

在，家乡的灯笼产业越做越大，在家门口工作，不仅可以照顾家庭，

收入也不比城里少。 ”该村村民宋珍对记者说。

“这批灯笼是老客户下的订单，大概要生产到腊月底才能全部

完成，然后再全力为春节前的销售高峰作准备，一直生产到春节前

夕。”廉火告诉记者，他的灯笼生意近年很红火，每年从农历八月到

春节前都在生产。

在采访中， 记者正巧遇到了一位来自山西晋城的批发商前来

洽谈业务。 该批发商告诉记者， 他和朋友在晋城做的都是年货生

意，朋友每年销售的灯笼都是从这里进货的，今年朋友也推荐他过

来看看。

该批发商说

:

“这里的灯笼是用传统手工工艺制作，质量好，价

格还公道，在市场上非常畅销。 我这次来这里本来只是想先看看，

然后多比较几家再决定买哪家的货， 但在这里看了之后就决定先

预订

500

对， 和廉老板建

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

合作共赢吧！”听到客户的

话， 站在一旁的廉火也笑

得合不拢嘴。

11

月

19

日， 博爱县海华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纺纱工正在精梳纱生

产线上忙碌。 据悉，近年来，该公司

坚持走品牌化、差异化发展道路，加

大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力

度， 已成为河南省最大的精梳纱生

产基地。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城市转型的养料

□

刘 熙

慕名云台山水，中外游客纷至

沓来；拥有“太极之乡”，焦作文化

扬名四海；“四大怀药”使中外游客

有口皆碑；“风神轮胎”让焦作制造

走向世界……。

这座旧日的“煤城”，如今处处

散发着转型的气息。

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我———

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这个城市

的大舞台上，我扮演了一个并不起

眼但很有意义的小角色。这里还有

很多和我一样的人， 都在坚守岗

位 ，忙碌奔波 ，努力思索着 、探索

着、奋斗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

一直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石。而教

师，则在教育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

要的角色。如果教育是城市里必不

可少的一抹绿，我想，教师也许就

是这座城市里的园丁吧。教师为这

个城市注入养料，用心浇灌出每一

片鲜嫩的绿叶，描绘出这个城市的

璀璨未来。 而随着焦作转型的步

伐，作为教师的我们，也该顺应时

代的潮流，给城市注入新的养料。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

却艰辛”。城市的转型，需要我们对

自己的岗位倾注更多的努力和热

情。爱岗敬业是教师职业的首要要

求：教师是一个小岗位，却有自己

的大舞台。 只有爱岗敬业，教师才

能积极面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才能

不断地完善自我，在教育活动中收

获硕果，用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

感捍卫教师的光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城市的转型，需要我们更

新观念，努力创新。 我要改变为考

试服务的传统观念，让学生从分数

的奴隶变为学习的主人； 要从以

“教”为出发点转变为以“学”为出

发点，启发学生学习，使课堂真正

成为学生获得知识、 增强能力、发

展智力以及思想情操受到良好熏

陶的乐园。 唯此，教师才能为城市

的发展培育出创新人才，促进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

“涉浅水者得鱼虾，入深海者

获蛟龙”， 城市的转型需要我们努

力学习， 不断进取。 如今， 知识

和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 时

代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学习观念 ，

确立 “边学边干、 边干边学、 终

身学习” 的观念， 紧跟当代知识

和技术的发展步伐。 拓宽知识视

野， 更新知识结构， 不断提高教

学质量和教书育人本领， 更要养

成求真务实和严谨自律的治学态

度， 恪守学术道德， 发扬优良学

风， 身体力行， 以自己的实践感

召每一位学生。

如果说焦作是深邃的大海，教

师就是奔向大海的河流，就是深夜

照亮海岸的灯塔，给学生照亮前行

的道路； 如果说焦作是广袤的原

野， 教师就是辛勤耕耘的园丁，让

树木枝繁叶茂。教师能使城市的文

化符号更加多元化，发展内涵更加

丰富，综合实力得到提升，为焦作

经济转型尽一分微薄之力。

（上接一版）国家旅游局网站、河南

省人民政府网站、河南旅游网、《焦

作日报》《焦作晚报》、焦作电视台、

和讯网等新闻媒体经常对旅游标

准化创建工作进行宣传报道；各县

市区、各旅游企业也通过设置标牌

标语、

LED

宣传栏、印制宣传手册

等多种方式，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

宣传氛围。

在旅游标准化示范市创建过

程中， 我市通过走出去、 请进来、

树标杆、 学先进等方式， 加强了

全市旅游相关行业的培训和交流，

为旅游标准化创建工作的进一步

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市旅游局

不仅编印了

1200

套 《旅游标准化

资料汇编》 发到各相关单位， 还

分行业、 分专业、 分层次、 分形

式举办旅游标准化培训

2000

多人

次。 各试点单位也纷纷制订详细

的培训计划， 通过邀请专家现场

授课、 视频教学、 案例分析及角

色扮演等生动多样的形式， 使主

动学习标准、 自觉贯彻标准的意

识在行业内深入人心。

投入到位 功能完善

去年以来，我市在全市旅游标

准化建设中共投入

9265

万元用于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完善了

全市旅游服务功能。

作为成员单位，市财政局积极

争取上级旅游资金

897

万元；市旅

游局投资

1700

万元用于旅游标准

化、宣传和信息化建设， 在四条高

速公路出入口、 城市通往各景区

的主要旅游交通道路沿线及城市

道路 ， 新设近百块旅游标识牌 ，

又在火车站广场、 长途汽车总站

设立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为游客

提供旅游信息、 接受旅游咨询投

诉， 还在市区主要道路街口设置

了

12

个旅游信息咨询点， 满足了

日益增长的海内外旅游者的需求；

市城管局投资

289

万元用于城区

公厕改造； 市交通局投资

238

万

元， 建立了旅游集散中心和旅游

信息咨询中心， 设置了咨询接待、

售票、 候车等功能区， 具备了旅

游交通运输、 旅游集散、 旅游咨

询、 旅游综合服务等功能； 市公

安局投资

570

万元整修、 新建道

路交通指示标牌

200

余块， 在通

往景区的道路标牌上增设了景区

指示方向； 市民政局投资

300

万

元对城区道路标牌进行了整修 、

完善， 指导焦作新区在主次干道

路口安装了一批标准化道路标牌；

市园林局投资

200

万元用于通往

景区道路的绿化； 市住建局投资

100

万元用于城区河道绿化 ； 市

林业局投资

110

万元加强了森林

动物园建设； 各县市区累计投资

3871

万元旅游专项资金用于旅游

标准化建设。

特别是今年，我市又先后投入

4

亿多元，建设了云台山百家岩综

合开发项目，神农山文化旅游园区

游客服务中心、餐饮服务中心和大

型生态停车场项目，青天河宾馆改

造升级项目和观音峡提升项目，温

县太极拳文化旅游园区中华太极

国际交流中心演武馆、接待中心等

一批旅游项目， 在交通、 游览、安

全、卫生、通信、环保、综合管理等

方面，全面按照标准化要求进行升

级完善，进一步规范了景区的各项

服务，提升了景区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示范到位 竖起标杆

企业是标准化工作的主体，也

是标准化创建的重点所在。在旅游

标准化示范市创建过程中，我市首

批选择了旅游产业优势明显、旅游

标准化工作基础较好的

80

家企事

业单位作为标准化试点单位，涵盖

了景区、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购

物场所、旅游餐馆、旅游娱乐场所、

旅游汽车公司、旅游汽车站等

8

个

业态，采取树立标杆、鼓励先进、试

点先行、全行业覆盖的模式，强力

推进旅游标准化创建工作。

试点工作的落脚点在实施标

准，开展企业（设施）相关标准认定

工作是检验标准落实情况的直观

体现。 目前，我市共有

A

级以上景

区

10

家 ； 新评定星级旅行社

96

家， 全市星级旅行社达

102

家，占

全市旅行社总量的

91%

；星级饭店

34

家，“绿色旅游饭店”

16

家，三星

级饭店中

60%

以上被评定为“绿色

旅游饭店”。此外，我市还将旅游餐

馆、旅游购物示范店、推荐店、旅游

娱乐场所、温泉旅游度假区、游览

船、游乐园、绿色旅游景区、旅游电

子商务网站等也纳入了新认定范

围。

全市旅游试点企业充分认识

到“标准就是市场、标准就是竞争

力、标准就是效益”，积极开展试点

工作，结合企业实际，在特色化、精

细化上下功夫，研究建立高标准的

企业体系。 其中，由云台山景区主

导编制的《河南省地质公园地质遗

迹保护规范》《景区内部旅游客运

交通管理规范》已由省质监局发布

实施，成为河南省地方标准；由云

台山景区编制的《景区数字化技术

应用规范》已通过全国旅游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的评审，即将成为国家

标准。

据统计，在旅游标准化创建过

程中， 我市共编撰各类企业标准

5300

余项， 使企业的服务水平和

经营管理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今

年

10

月

14

日，云台山景区顺利通

过了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专家组

评估验收。

10

月

22

日，陈家沟景

区顺利通过了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检查验收。

创建到位 产业升级

轰轰烈烈的创建全省旅游标

准化示范城市工作，极大促进了我

市旅游产业素质和服务质量的提

升，也进一步提高了焦作旅游的知

名度、 美誉度，“太极圣地·山水焦

作”的品牌形象深入人心。

统计显示，

2011

年，我市共接

待游客

2281.25

万人次，

2012

年增

至

2605.18

万人次 ， 今年截至

10

月份已达

2695.9

万人次。 全市旅

游综合收入也由

2011

年的

171.92

亿元、

2012

年的

200.28

亿元，增至

今年截至

10

月底时的

213.29

亿

元。 游客总体满意度同样逐年提

高，

2011

年时达

94%

，

2012

年提高

到

95.1%

，今年的游客总体满意度

已达

97.6%

。

自创建活动开展以来，我市接

待游客总数和旅游总收入节节攀

升，优美的旅游环境、优质的旅游

服务、优越的旅游体验，让每一位

到焦游客都能开心而来、 满意而

归。

今天的焦作，流光溢彩，生机

盎然，魅力四射。今天的焦作，正牢

牢把握创建全省旅游标准化示范

城市的历史性机遇，推动旅游产业

大发展、旅游服务大提升、旅游品

质大跨越。 面向未来，焦作旅游将

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加速与国际

接轨，逐步展现绿色焦作、活力焦

作、魅力焦作、和谐焦作、美丽焦作

的迷人风采，加快建成文化品位鲜

明、现代元素丰富、绿色生态宜居、

公共服务健全，具有独特国际感召

力、吸引力、聚集力和影响力的国

际知名旅游城市！

乔

庙

乡

：

多

元

发

展

惠

民

生

本报记者 杨仕智

在记者的印象中， 武陟县乔庙乡是个典型的

农业大乡，记者近日再次踏上这片热土，看到的却

是不一样的景象。

5

个超亿元的大个头项目已经在乡西落地生

根；新建成的四路一街一社区，把乔庙老街装点得

如同一座新市镇；乡东一个

3000

亩优质水稻生产

基地、一个莲藕种植基地，成了郑州人垂钓、观光、

休闲的好去处……

一个“西工、中城、东休闲”的发展蓝图，被勇

于创新、务实重干的乔庙人描绘得更加绚丽多姿。

一个昔日农业大乡的华丽转身是怎样实现

的？ 乔庙乡党委书记张兴文感慨万千：“这是乔庙

乡践行‘人民在心中、转型我先行’取得的丰硕成

果。 ”

乔庙乡是有名的豫北水乡，

29

个村、

6

万亩耕

地，其中有

3.8

万亩水稻、

4000

亩池塘，盛产大米、

莲藕、黄河鲤鱼。地处郑州、焦作、新乡“金三角”地

带的乔庙乡，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然而，优

越的区位优势、丰沛的水资源，并没有给这里的老

少爷们带来丰厚的收入，鱼米之乡、财政穷乡依然

是该乡的真实写照。

变资源区位优势为经济优势成了乔庙乡新一

届领导班子的必然抉择。该乡决策层在深入调研、

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确立了转型发展的总体思

路，制定了“西工、中城、东休闲” 的发展方略，明

确了力争用五六年时间把乔庙乡打造成豫北 “明

星乡镇”的奋斗目标。

以新型社区建设发展城镇化为切入点， 实现

村庄、人口集聚，改变生活发展方式。如今，一个新

型农村社区已经落成， 另一个新型农村社区正在

火热建设中。

以结构调整引领发展。 新发展优质大米

3000

亩和莲藕

3000

亩，打造休闲农业。 配合莲藕基地

建设，该乡要再建一个

500

亩大生态水景农庄，规

划建设酒店、

300

亩水面和果蔬， 为游客提供划

船、垂钓、采摘多种娱乐项目，感受水乡风情。

招收引资项目建设助推发展。 焦作东站铁路

以北，乔庙乡有

10

个村，面积有

10

平方公里，这

里已经投资

2

亿元修了两条路， 郑焦晋高速公路

正在这里开口。该乡依托詹店新区，紧抓高速路焦

作东站开口机遇，招商引资上项目，已有

5

家企业

入住。 其中，投资

15

亿元的河南种业物流园已经

建成，有

6

家企业进入，物流覆盖周边

300

公里，

成了豫北最大的种业物流产业园。

以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发展。该乡修建了乔武、兴乔等四条路，乡东、

乡西都能上高速，

10

分钟到武陟、

20

分钟到焦作、

30

分钟到郑州，彻底

改善了交通状况。 该乡投资改造了乔庙老街，全省首家实现落电入地，

统一了门面标牌，改造了街市道路，引进了现代超市、改造了卫生院，正

筹建街心游园，启动了两个社区建设。

走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记者看到的不仅是一幅壮美的发展

图景，还看到了乔庙人身上那股不甘落后、奋勇争先的劲头。

河南理工大学视觉艺术

研究中心昨日揭牌

本报讯 （记者岳静） 昨日上

午，河南理工大学视觉艺术研究中

心举行成立仪式。中原文化艺术学

院党委书记、院长、河南省原省长

助理、省政府秘书长卢大伟，河南

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少安共同为

该中心揭牌。

河南理工大学视觉艺术研究

中心依托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视

觉艺术专业办学基础，整合全校视

觉艺术创作、 教学和科研力量，引

进了国内外视觉艺术学者和专家。

中心成立后，将大大促进学校视觉

艺术学科的发展，有利于培养视觉

艺术设计研究和创作的专门人才，

提高大学生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

武陟县公安局

合成作战显威力

本报讯 （记者董柏生 通讯

员师娟、 姚广博） 守土有责，各负

其责，是对各单位、各部门以及各

岗位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可近日

记者在武陟县公安局采访时注意

到，每日

8

时，局属各警种负责人

都要集中到局机关合成作战室，将

本部门前一天收集的案（事）件信

息进行现场综合分析研判，值班局

领导将研判指令直接发布给一线

办案民警。

武陟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吴嶶告诉记者，这种从根本上打破

警种信息不共享、各自为战的部门

壁垒和警种界限的做法叫合成作

战。

“在当前人、财、物快速流动、

社会信息高速发达、刑事犯罪高位

运行的背景下，如果仍然沿袭传统

的依靠单一警种侦查办案的模式，

离开情报信息的支撑，将越来越难

以适应日前严峻复杂的治安局势。

公安机关迫切需要建立各警种之

间的日常工作协调机制，在信息研

判应用、缩小侦查范围、确定侦查

方向、锁定嫌疑人员等方面实现优

势互补，发挥整体作用。 ”吴嶶说。

基于这样的认识，该局在广泛

调研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整合大

情报、刑警、巡警、网监、视频、刑事

技术等优势资源，探索出了集案件

研判、 作战指挥为一体的作战模

式，于去年

6

月份组建了“合成作

战室”， 并在今年

5

月份与指挥中

心联合办公， 形成了多警联动、信

息集约、 快速反应的打防管控体

系。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合成作

战室实行逐案研判和每日

8

时集

中研判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值班局

领导每日在合成作战室值班，对全

县发生的案件和重大事件进行及

时研判，并将研判指令直接发布给

一线办案民警；次日

8

时，由局长、

政委组织值班局长、 接班局长、刑

警、交警、治安、网警等进行集中再

研判。研判后将研判报告上交到研

判平台上，对可能形成系列的案件

进行串并，对苗头性案件进行预警

研判，有视频监控的进行视频侦查

（制成宣传片到县电视台每天播

放，截图照片放到各派出所户籍室

和看守所让人辨认）。 仅通过视频

侦查这一项，今年该县公安部门就

串案

115

串

321

案，侦破案件

231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89

名。

合成作战成立一年多来，不仅

节省了大量的财力、警力、物力，而

且也使该县刑事案件发案率大幅

下降，破案率明显提升，尤其是系

列案件破案时间较以往缩短了

50%

，街面侵财性案件同比下降了

21.78%

。今年

1

至

10

月份，该局各

类刑事案件破案率较去年同期上

升了

12.63%

，“两抢一盗” 案件破

案率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13.78%

，

侦破率动态保持

100%

。

⑨

中站国土资源分局

建立批而未供土地防控长效机制

本报讯 （通讯员刘连生、 马

素琴） 为提高土地资源保障能力

和利用效率，促进中站区批而未供

土地的有效利用，近期，中站国土

资源分局积极探索建立批而未供

土地的防控长效机制。

为做好该项工作，该分局严格

项目准入制度，进一步规范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和用地预审，严格农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报批条件审

查，对前期工作不到位或征地补偿

资金未落实的项目，不予办理农用

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报批手续；实行

土地出让预申请制度，及时公示列

入土地出让计划的用地信息，使预

申请用地者能及时参加竞投或竞

买；加强批后动态巡查监管，加大

批而未征、征而未供、供而未用、用

而未尽土地处置力度，对超出项目

投资合同约定时限的闲置土地坚

决依法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