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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付凯明 通讯员张
攀）继10月1日下午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郑秋红主持召开电子商务园区推进协
调会，研究解决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后，7日上午，郑秋红再次召
集国土、发改、规划、财政、消防等
部门到标准化厂房电子商务园进行现
场调研，并召开工程协调会。

协调会上，郑秋红强调，电子商
务园建设意义重大，既可以打造示范
区新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点，又对提升
示范区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郑秋红要求，一要抢抓机遇。目
前，各地都在竞相发展电子商务产
业，将电子商务作为今后新的税收增
长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电
子商务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之一，集全
市之力打造电商产业园，成立了专门
领导小组推进此项工作。全区上下要
统一思想、齐心协力，抓住当前发展
电商产业的良好机遇，做好电商产业
园建设的相关工作。二要明确职责。
各相关单位、部门要明确职责，明确
时间节点，明确施工标准，要倒排工
期，抓好工作进度。要在确保安全生
产的同时，保质量抢进度。三是要创
优环境。要创优政策环境，制定好电
商扶持等各项政策；要创优社会环
境，绝不允许出现强买强卖现象，发
现问题要从快从严打击。各部门各单
位要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服务意识，
在有效的工作时间内，保证涉及电子
产业园的各项任务快速推进。四是要
严格督查。对涉及电子产业园区建设
的各项任务，要明确时间节点和工作
标准要求，确保按时间节点进行。

会议还对电商产业园一期装修、
配套公租房建设、周边道路建设、园
内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商项目招商
工作等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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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树勋

《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中村改
造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快实施城中村
改造和新型城市社区建设，统筹城乡一
体化发展，提升城市品位，改善群众生
活条件和城市面貌。为此，示范区结合
实际，制订了示范区城中村改造行动计
划，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

所谓“城中村”，从狭义上讲，是指
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
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
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
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讲，是
指在城市高速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时代
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
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城中村作为中
国农村城市化的产物，从地域角度看，
主要处于城乡接合部，属于城市范畴，
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从社
会性质看，仍保留了传统农业的因素；
从产业业态看，主要以从事工商业为
主；从与城市的关系看，是位于城市市
区却带有农村性质的一种特殊社区。

示范区成立以来，开始进入城市化
加速发展期。但郊区化现象也随之悄然
出现，形成了集聚城市化和郊区化二元
并存的局面。示范区城中村的出现，就
是这种城乡二元并存局面的典型产物。
城中村的村民从居住区域、职业范畴角
度看，都已完全城市化。但在土地规
划、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生活方式等
方面尚存在诸多深层次的城乡差异，城
中村形成了具有城市与农村双重特征的

“混合社区”，成为城市社区与传统农村
社区之间的“灰色地带”。近年来，示范

区在市有关部门和相关城区的紧密配合
下，在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抓住重
点，因地制宜，完善措施，有序推进，
城中村改造成效明显，形成了符合示范
区实际的城中村改造体系。为进一步加
快城中村改造步伐，示范区把城中村改
造作为重点工作进行推进，积极探索城
中村改造的特有模式。

城中村改造大盘已定

纵观示范区城中村改造行动计划，
其总体目标是在以往工作基础上，总结
经验，统筹规划，改进流程，2014年启
动试点村；2015年启动大沙河以北核心
区内符合改造条件的村；到2020年基本
完成城市规划区内政府批准并列入改造
计划的村。其近期目标是拟定李万街道
秦屯村、文苑街道和屯村作为改造试点
村，确保2014年底前开工建设，同时指
导其他符合条件的村开展改造前期工
作，成熟一个，启动一个。

在具体工作方面，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动员部署准备阶段（2014年8~9月底
前）。组建班子和工作机构，明确职责分
工，时间节点、目标任务，通过调查摸底，
讨论方案，征求意见，出台安置拆迁补偿
相关政策，做好干部职工培训工作，对
城中村改造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二是
试点启动阶段（2014 年 10~12 月底前）。
完成改造项目市政府的报批、发改立
项、建设方案规划、建设工程规划、施
工图设计、土地出让、监理、开发企
业、施工单位的招投标等开工前工作，
并启动试点社区项目安置房开工建设，
以点带面，探索经验，指导实践。三是
查漏补缺、分类推进阶段（2015年1~6月
底前）。在先行试点基础上，做好查漏补
缺工作，根据示范区实际发展需要和重
点工程相结合，按照先易后难，有步骤

推动其他符合改造条件的村开展城中村
改造。四是巩固提高、全面推进阶段
（2015年7~12月底前）。对试点改造村工
作进行全面总结，建立长效改造运作管
理机制，稳步启动拆迁、攻坚破难，全
面推进，确保按期完成城中村改造任务。

目前，在李万街道秦屯村、文苑街
道和屯村等试点村试点项目开工中，严
格按照每个时间节点进行推进。推进工
作领导小组已经成立，并编制了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和改造工作流程。《规范城中
村改造实施意见》及《城中村改造安置
拆迁补偿方案》 正在征求建见建议中。
附着物清点、公示将在 11 月 10 日前完
成。户型申报、签订协议完成时间为11
月15日前。市政府审批完成时间在10月
30日前。其他如招投标、行政许可以及
开工现场的补偿兑付、临时围墙、临时
水电、临时道路也将于 12 月 20 日前完
成。

城中村改造探索前行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浩大、复杂、覆
盖面广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
文化、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近年
来，示范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科学
破解“筹资难、征迁难、安置难、配套
难、审批难、管理难、兑现难”等难
题，以最大的决心、最硬的举措、最优
的政策、最快的通道、最佳的效益，全
力以赴推进城中村改造，实现“变农村
为城市、变农民为市民”两个历史性转
变，积极探索具有示范区特色的科学改

造城中村之路。
近年来的城中村改造中，示范区坚

持与众多民生项目点、线、面相结合，
大拆迁、大建设、大安置、大整治，以
大项目带改造、带整治、带开发、带建
设。一是以面带动城中村改造模式。新
城建设、集聚区建设，从面上整片推动
了城中村改造。二是以线带动城中村改
造模式。“以路带更新”“以河道带更
新”和沿线带动城中村改造，是示范区
有机更新的一大特色。三是以点带动城
中村改造模式。如总部经济、商业中
心、文化中心建设的整村拆建等。

示范区在破解城中村改造的难题中
进行积极探索。面对筹资难，示范区按
照科学规划要求，坚持集约节约用地的
原则，进一步优化城中村改造规划，在
改善环境上下功夫、多投入，科学破解
了筹资难问题。面对征迁难，示范区科
学制定政策，维护城中村居民的合法权
益，实现示范区、集体、个人三赢，同
时严格依法依规办事，统一补偿标准和
征迁程序，科学破解了征迁难问题。面
对安置难，示范区科学规划和设计农转
居公寓，积极探索货币安置等安置方
式。面对管理难，示范区按照建设新型
城市社区的要求，坚持属地管理，理顺
管理体制，健全社区组织，规范物业管
理，强化“洁化、绿化、亮化、序化”
管理长效机制，遏制违法建筑，科学破
解了管理难问题。同时，示范区还在就
业难上进行积极探索，合理安排农民就
业，实现了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
——示范区抓好六项重点工作综述（四）

本报记者 付凯明

听说示范区李万街道杨庄村村民
丁秋梗无怨无悔照顾脑瘤丈夫十几
年，事迹十分感人。10 月 2 日一大
早，记者前去采访。

路上，随行的村干部一直在讲述
着这对患难夫妻：“真是不容易啊，
家里穷得可怜，能这样坚持走过十几
年真是不容易。”虽然通过村干部的
描述，记者心里已经有了一些感知，
但真正到了现场，记者不禁被眼前的
情景所触动：屋子里昏暗潮湿，几乎
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发黄的墙壁上
雨迹斑驳，一股浓重的潮湿气味扑鼻
而来。这就是赵栓成——故事的主人
公的家。

这段美丽感人的爱情故事还得从
22 年前说起。1992 年，同在一个村
的赵栓成和丁秋梗经人介绍成为夫
妻。丈夫聪明能干，妻子孝顺贤惠，
小家庭过的甜蜜幸福，全村人都夸这
夫妻俩真是天生一对。一年后，夫妻
俩有了一个宝贝儿子，一家三口享受
天伦之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幸
福的日子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2003
年8月的一天，丈夫赵栓成干活时突
然晕倒，后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脑
瘤，必须立刻手术。妻子丁秋梗闻听
此讯大哭了起来，儿子才 10 岁，家
里的顶梁柱又倒了，以后的生活该怎
么过？

无奈的现实总要面对。为了保
命，赵栓成前后手术做了两次，花费
十几万元；为了给丈夫看病，丁秋梗
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在
亲戚朋友那里欠了不少债。

丈夫经过治疗，总算性命无忧。
可是却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双目失
明，一只耳朵失聪，嘴角歪斜，走路
颠簸，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每个
月还需要大量的药物维持。也就是从
此开始，丁秋梗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
囫囵觉。每天天不亮，她就要早起做
饭，直到儿子上学。这边，她又要忙
着照顾丈夫起床、刷牙洗脸。伺候丈
夫吃完饭，丁秋梗就赶紧给丈夫洗衣
服，给他按摩，搀扶着他走路进行恢
复锻炼。傍晚，儿子放学回来，又要

抽出时间辅导孩子功课，照顾他睡
觉。晚上睡觉，刚刚躺下没过久，丈
夫就要起夜，丁秋梗就得赶紧起来招
呼，有时候一晚上要起来几次。

刚开始的时候，丁秋梗不知偷偷
流了多少泪。也有不少人劝她放弃丈
夫，她这么能干，趁着年轻完全可以
重新再组建一个家庭。丈夫赵栓成实
在不忍心拖累妻子和孩子，也劝说妻
子离开自己。可丁秋梗却对丈夫说：

“你能活过来就是最大的奇迹，咱们
在一起不容易，不管怎样，只要你还
有一口气，我就绝不会放弃！”

2008 年，在妻子多年精心照料
下，丈夫的病情好转了很多。丁秋梗
得知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个盲人按摩培
训班，把消息告诉丈夫后，不服输的
丈夫立即让她给自己报了名。虽然照
顾自己都很困难，但赵栓成还是刻苦
学习，不仅学会了按摩，还考取了盲
人按摩资格证书。赵栓成从此迷上了
传统中医按摩，他也想自食其力，为
这个家作点贡献，为操劳的妻子分担
一点。丁秋梗看着对生活充满信心的
丈夫，心里很是慰藉，她也决定全力
支持丈夫，帮助丈夫在家里开起了

“老赵按摩店”。平时丈夫帮别人按摩
的时候，丁秋梗就在一旁跟着学。闲
暇之时，她拿起有关推拿按摩书，在
丈夫那个只能靠助听器听到一点声音
的耳朵旁大声朗读，帮助他提高医学
水平。这一习惯，她已经坚持了 6
年。

然而，好景不长。2013 年 3 月，
丈夫因病再次住院。为治病，丁秋梗
借了不少钱，生活愈加艰辛。儿子在
外当兵，由于要照顾丈夫，她不能外
出工作，只得在家里开起了小卖部，
靠着卖些油盐酱醋、啤酒香烟维持家
用。趁着每天中午丈夫睡觉的时候，
丁秋梗去外面给别人干两个小时的钟
点工，一个月下来也有几百元的收
入。

面对经历过的种种困难与艰辛，
丁秋梗讲述起来总是尽量轻描淡写，
有几次都是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却硬
是没有流下来。她说：“不管栓成怎
么样，我都不会放弃他，做人要有良
心，要讲情义，这是最起码的。”质
朴的语言，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十一年的坚守

本报讯（通讯员赵丽丽）示范区
近日召集阳庙镇、苏家作乡水利工作
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进一步加强南
水北调总干渠安保巡查和安全生产工
作。

会议传达了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安
全保卫会议和市水利局安全生产会议
精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充水
试验安全保卫和巡视检查工作的通
知》、关于转发《焦作市水利局关于
切实加强当前水利安全生产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针对充水试验的安全保
卫工作，会议要求，一是进一步提高

认识，逐级分解任务，强化督导检
查，严格落实责任；二是进一步加强
巡视巡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确保
人员安全；三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加
强值守，确保工程安全。阳庙镇和苏
家作乡要做好南水北调安全保卫巡视
值班工作，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制度，
安排值班人员加大巡查频次，加强安
保巡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
保人员和工程安全。示范区还发放
5000 份宣传彩页，包括 《致中小学
生的一封信》《致学生家长的告知
书》等。

示范区加强
南水北调充水试验安保巡查

本报讯（通讯员王冬） 连日来，
苏家作乡多举措做好秋季秸秆禁烧暨
综合利用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苏家作乡乡、村两级通过出动宣
传车辆、广播、张贴标语、悬挂横
幅、禁烧标旗、印发通告等宣传形
式，大力宣传秸秆禁烧的重要意义；
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机械，提高秸秆
还田质量，把秸秆还田作为秸秆综合

利用的重要渠道来抓；对不能秸秆还
田的地块，鼓励村民搞好秸秆收割、
运送、青贮等，供应凯瑞等养牛场，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增加收入。同
时，该乡成立乡、村两级秸秆禁烧巡
逻队，每村配备不少于10人的巡逻队
员，24小时不间断巡逻，确保能以最
快速度处理突发事件。

苏家作乡

多举措开展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靳祥凝）为维护前
期环境卫生整治成果，改善群众生活环
境，宁郭镇将美丽乡村建设贯穿秸秆禁
烧工作的始终。

该镇在加强秸秆禁烧工作的同时，
不断对环境卫生整治进行宣传，各村充
分利用广播、悬挂宣传横幅等形式，宣
传秸秆禁烧工作及美丽乡村建设的意

义，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该镇
采取班子成员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
组干部包户的三级责任制，及时组织人
员清理玉米裤苞叶，并提醒各户在清理
玉米苞叶时，采取集中堆放、统一掩埋
的方式，一次性清理到位，还要对自家
门前的杂物及时清理。截至目前，该镇
一共清理垃圾900多立方米。

宁郭镇

秸秆禁烧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机关干部在向村民发放秸秆禁烧宣传资料。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农民在青贮秸秆。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农机手正在进行深耕作业。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巡逻队员在清理玉米苞衣。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