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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张温
良）昨日一大早，新郑西大街经营装
修生意的小老板张建国带着几个助
手从新郑出发了。张建国此行目的
是到登封承接一家酒店的装修工
程，这两年因为生意做得旺，他的业
务成功拓展到了登封，所以往返新
郑、登封挣钱已是常事。

曾是下岗工人的张建国，如今
能把生意做得如此红火，得益于新
郑市政府推广的“集中式”免费创业
和技能培训。正是他在培训中学到
了装修经营方面的技能，这才有了

这“一招鲜”的发家致富。
过去，在新郑像张建国这样下

岗、待业的人有不少，虽然也都有
重新创业和再就业的欲望，但因为
学技术难和缺乏创业经验，所以很
多人只能是碰运气的找一些营生，
凑合着过日子。为了解决这个难
题，从 2007 年开始，新郑市在当年
的“十件实事中”将初、高中毕业生
等形成的新劳力和城镇待就业人
员全部列为技能培训对象，进行免
费技能和创业培训。2008 年至今，
新郑又全面实施免费职业教育，将

全市所有应届、往届初高中毕业
生、复员退伍军人等全部纳入免费
职业教育范围内，进行技能培训和
创业培训。

在培训过程中，政府根据待业
群众的个人学习意愿和个人创业打
算，对接受报名参加培训的人员进
行分类，并开设装修、物流、销售等
培训和技能班，针对个人所好、所长
对参加培训的待业人员进行培训。
学业有成后，再积极帮助联系有关
单位或是创业项目、贷款等帮助学
有所成的待业者顺利走上新的岗

位。
有了“一招鲜”，自然不怕创业

难。在“集中式”免费培训家喻户晓
的同时，学会了技术、有了创业能力
的人在新郑越来越多。据了解，截
至目前，新郑共对 1400 多名新生劳
动力、7091名农村劳动力、1067名下
岗职工等进行了免费的职业技能培
训，并积极联系单位帮助参与培训
的人员就业，实现了就业率达95%以
上。同时，在创业培训的带动下，新
郑还新增创业实体 87 家，并成功带
动了370多人就业。

“有技能、学会创业本领，群众
才能安居乐业。”该市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今后是大众化教育时代，学习
课本上知识的机会更多了，掌握知
识的人也会更多了。所以，在这样
的环境下，拥有一技之长和创业本
领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招鲜”让群众美梦成真，也
给新郑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增添了
更多的繁荣，如今，新郑街头游手好
闲之人少了，争着到工厂里上工的
人多了，街上新店铺开业的礼炮响
得更频繁了。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杜
素敏 王怀）这几天，来自淅川定居
在荥阳市广武镇魏营村的村民挺高
兴。来到这里后，当地政府不但对
他们的生活很关照，还组织他们到
荥阳东区、刘禹锡公园、正在建设的
国电荥阳电厂等工农业旅游示范点
进行游览，让他们对新家有了一个
全面的认识。

为配合淅川移民安置工作，展示荥
阳魅力形象，也为了使移民对荥阳有个
更好的了解，荥阳市开展了“移民游荥
阳”活动。从第一批入住荥阳移民到达
至今，共分三批巡游，历时两周。移民们
将分别参观荥阳东区、刘禹锡公园、国电
项目等工农业旅游示范点。

参观新家后，移民魏晓涛高兴地
说：“这里的发展比我们的家乡好多
了，我们对建设新家园充满了信心。”

本报讯（记者张乔普通讯员朱星伟张
效强）学技术，谋发展，建设新姚湾。9月2日
上午，姚湾村就业技能培训班开班典礼在郑
州通信科技学校举行。南水北调丹江口库
区160名迁至中牟县姚湾新村的移民开始接
受为期三个月的免费就业技能培训。

为了拓展从淅川迁移到中牟县刘集镇

姚湾村村民的就业和创业门路，真正使搬
迁移民“稳得住、有产业、能致富”，中牟县
通过对姚湾村移民入户走访调查，委托郑
州市通信科技学校对有就业意向的16～45
周岁之间的 160 名移民进行为期三个月的
知识学习和业务技能实际操作。从报名专
业来看，大多都是一些社会上热门的电子、

计算机、汽车驾驶、厨师、农机、电焊等专
业。

中牟县同时安排专职人员搜集整理县
内、外用工信息，为移民就业牵线搭桥，保
证学员及其他有就业意向的移民有适合自
己的工作岗位，使姚湾新村的移民尽快安
居乐业。

“一招鲜”就能立片天
新郑市“集中式”培训解决群众创业难

家电下乡惠农政策，
推动了农民的消费热情。
记者昨日在中牟县姚湾村
看到，多种新型的节能太
阳能热水器展销受到村民
的青睐。据销售人员介
绍，随着广大农村生活水
平的提高，这种高效、清洁
的洗浴产品深受农民欢
迎，他们每天平均可销售
5台左右。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朱星伟 张效强）连日来，中牟项目建
设捷报频传：占地 196 公顷、投资 8
亿元的郑州绿博园在中牟产业园举
行奠基仪式；凯特电器、汉方药业、
河南金马肥业有限公司、河南金博
士种业有限公司、河南欧帕工业机
器人有限公司等一批重点骨干企业
建设如火如荼。中牟县准确把握经
济形势，在工业兴县战略中实现了
项目建设的逆风飞扬。

中牟县以郑州新区建设为契
机，认真筛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
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投资效益大
的重点项目，并大力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活动，三
大工业产业板块初步形成。

中牟产业园成为郑州新区建设
的主阵地。制定完善了中牟产业园
专项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建设、入驻
学校建设和沿线用地开发强度及新
建道路投资等各项规划。环球美食

城、中粮农产品精深加工、金博士种
业、中大生物化工等一批大项目和
河南财专、万方科技学院、郑州铁路
职业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郑州幼师等10所学校的新校区相继
开工建设。凯特电气、汉方药业、奥
林特药业、博大机械、帅龙枣业等 7
个项目建成投产，形成了产业聚集、
板块发展的工业产业链条。

汽车产业园成为全县经济发展
的“驱动机”。中牟汽车工业园以郑

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河南红宇企业
集团、海马商务汽车有限公司为主
体，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整车生
产基地。为了提升行业地位和企业
实力，中牟县今年拿出1亿元设立汽
车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对企业融资贴
息和奖励，首期6平方公里的工业园
内东工实业、郑州轻汽技改、江铃底
盘、重庆华达、川岛机械、超雄空调等
20多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陆续开
工建设，年底将全部投产。去年，该

县全年生产汽车 5.1万台，占全省的
63.8%。今年将实现整车生产8万台，
销售收入突破80亿元。

九龙国际物流园区成为“产业
航母”。中牟县积极围绕九龙国际
物流园区产业规划，加快郑州中小
企业创业园项目入驻，瞄准汽车零
部件、新型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医
药化工、高新技术等支柱产业，全力
打造了一批投资主体明确、动力机
制强劲、财税贡献突出、市场运行顺
畅、就业效应明显的“产业航母”。
年内力争新引进项目 68 个，投资超
亿元项目 45 个，培育规模以上企业
20家，形成群体规模优势，带动经济
跨越发展。

三大板块铺就中牟工业发展新路

为保证库区移民来到荥阳安家后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近日，荥阳市卫生防疫部门组
织专业防疫人员对移民新村进行预防性消杀防疫。两天时间，共使用稀释消毒药水6000公
斤，喷洒面积两万平方米，为移民新村卫生安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报记者 谢 庆 摄

学技术 谋发展 建设新姚湾
160名移民在中牟免费接受就业技能培训

淅川移民
畅游荥阳

当前，正值“三秋”农忙季节，记者在我市农
村看到，农民正在加紧对玉米抢收、抢晒，确保
秋粮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本报讯（记者 高凯）“我重新站起来
了。”“感觉很棒，以后就更有力气干点事儿
了。”昨日，新郑市残联院内喜气洋洋，该市
13名下肢残疾的市民在残联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成功装上假肢，他们抑制不住心中的
兴奋开心地交流起来。

在现场，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将前来安
装假肢的残疾市民一一扶到准备好的凳子
上，并拿出石膏、软膜等检测器具和材料，
精心地帮助残疾市民安装假肢。

“过去，一直想给自己装假肢，但因为
家里条件困难，难以承担安装假肢的费用，

只能放弃。”前来安装假肢的一名残疾人
说，“有了假肢的帮助，行动当然比以前方
便，这样就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和装上假肢的残疾人一起开心的还有他们
的家人，一位残疾人家属对记者说：“有假
肢的帮助，自己就能腾出时间，多挣点钱。”

据了解，当天来到现场安装假肢的残疾

人全部是截肢患者，共有13名，其中6人安
装了大腿假肢，7人安装了小腿假肢。该市
残联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此次安装假肢
的患者多为家庭条件贫困，甚至有些家庭是
因为残疾而至贫的。安装假肢后，残疾患者
可以自理生活，不用再拖累家人，能缓解家
庭的压力，使全家人的生活得以改善。

站起来，过新生活
新郑13名残疾市民免费装上假肢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田金敬）“专
家化验后把结果给俺，田里缺啥养分俺就施啥
肥，明年大蒜还能丰收！”看到县里的土肥专家
从自家田里取了土壤样本，官渡镇孙庄村村民
孙志勇笑得裂开了嘴。

进入 9月份，中牟县 28万亩大蒜陆续开始
播种。县农业局土肥站、区域服务中心站相
继在各乡镇开展取土、测土、发放配方施肥建
议卡，并在示范村举办大蒜备播、田间肥水、
病虫害防治管理技术培训班，帮助农民科学
播种。

中牟县土肥站站长任志永介绍说，为强
化培训效果，便于农民接受培训，确保使农民
掌握大蒜种植技术要点和操作规程，农业局
土肥站、区域站采取现场技术指导和集中培
训相结合的办法，白天由专家深入生产一线，
取土、测土、发放配方施肥建议卡，面对面为
群众讲解田间管理技术要点；夜间借助投影
仪等多媒体教具，由土肥、植保等农技专家为
种植户开展集中授课。

截至目前，中牟县已在专业合作组织、龙头
企业、大蒜示范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示范村开
展取土、测土、发放配方施肥建议卡 400 余份，
发放科技技术明白纸2000余份，开展送技术下
乡培训20余场。

中牟农业专家田间地头测土配方

技术下乡保大蒜丰收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王炎军 田华
冉）“希望我们的经验感悟，能对大学生朋友
在择业、就业和创业的道路上有所帮助。”近
日，新密市“十佳”创业之星的现身说法，为
该市大学毕业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就业创业
培训课。

新密今年有 1000 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
走出学校大门。由于目前就业总量压力、
结构性矛盾、社会就业观念滞后等问题突
出，使毕业生就业面临挑战。面对新形势，
该市人事劳动局组织该市“十佳”创业之星
向 600 多名大学毕业生作了一堂生动的创
业专题报告。

报告会上，创业之星代表来集镇陈沟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志超，“十佳”大学
生村干部、全市唯一一名大学生村党支部书
记刘耀磊和“十佳”党员创业之星、袁庄乡拐
沟村养鸡专业户刘建辉，分别从自己解放思
想的心路历程，创业发展的艰辛过程，以及成
功的喜悦和奉献家乡、回报社会的人生追求
等方面作了精彩的报告，他们奋发有为的创
业豪情、过人的创业胆识、坎坷的创业经历、
感人的创业精神，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
毕业生的心。报告会后，20 余名应届毕业生
加盟了创业之星们的民营企业。

新密六百多名大学毕业生学创业
“十佳”创业之星现身说法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赵志伟）眼
下，农村“三秋”生产陆续开始，为了确保农
民秋收用电，昨日新郑市供电公司启动“三
秋农田用电”服务预案，派出 300 多名工作
人员奔赴管区变电站进行设备检修，同时
成立由 7 人组成的 24 小时供电抢修小分队
待命。

在观音寺镇供电所附近记者看到，3 名工
作人员正忙着对输电设备的开关、线路等重要
部位进行安全检修，并对一些老化的部件进行
更换。现场一位工作人员说：“农机用电全面开
始后，一些老化的部件肯定难以承受，及时更换
后可确保用电的质量。”

据悉，为了确保秋忙用电的质量，新郑供电
公司除派出300多名工作人员奔赴管区变电站
外，该公司成立的 7 人抢修小分队也开始进入
待命状态，小分队配备了精良的检修设备和车
辆，如果接到断电求助电话，可以第一时间赶往
抢修。

另外，该供电公司派出了巡查小组，对管区
内的变电站设备、运行情况、消防安全情况等进
行巡查，以及对电气设备的清擦维护、值班情况
执行调度命令等进行督察，从而确保“三秋”时
节电力供应畅通无阻。

新郑供电抢修队24小时待命

服务三秋不断电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周松涛）9 月 1
日起，新密市成为郑州首个设置单行道路的县
（市），该市6条主要道路单向通行。昨日，当地
交警部门表示，从这几天的运行情况看，设置单
行大大缓解了交通压力。

6 条实行单向交通的道路位于新密市中
心，分别是：东大街（五四广场至开阳路段）设
置为自东向西单行，青屏大街（开阳路至密新
路）设置为自西向东单行，文化街设置为自东
向西单行，府西街设置为自北向南单行，幸福
路设置为自南向北单行，青峰东路设置为自
南向北单行。

此前，新密市曾就此召开听证会，新密市人
大、政府、政协、出租公司、客运公司、安监、交
通、法制、沿街商户、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代表
共60余人参加了听证会，对实行单向交通提出
了合理化建议和意见。

新密市6条街道单向通行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王炎军 寇
海荣）日前，新密市人劳局将筹集的 3 万元
资 金 及 党 员 捐 款 3850 元 送 到 了 该 市 丁 沟
村 ，帮 助 该 村 贫 困 党 员 发 展 散 养 柴 鸡 项
目。据介绍，鸡场建成后，每年可增加村民
收入 7.2 万元。

新密市力求通过 4 项制度，为贫困党员
解疑难、送爱心。其中包括经常走访制度、
双向承诺制度、限期脱贫致富制度和帮扶
督察考评制度。具体为，机关党员到贫困
党员家中细致走访，深入了解他们存在的
困难，共同制定详细帮扶计划，并每月至少
走访一次。结亲帮扶双方对帮扶内容、形
式、达到效果及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进行
承诺，签订帮扶承诺书。对有劳动能力、有
创业意愿的贫困党员，结合实际，制定切实
可行的脱贫计划，明确脱贫时间，提供创业
支持，确保早日脱贫致富。该市市委组织
部建立了帮扶台账，实行季度督察、半年检
查、年终评比、定期通报，加强督察考评管
理，并将考评结果纳入党员干部政绩考核
和年度考核。

截至目前，该市机关党员在帮扶活动中已
为贫困党员送慰问金70余万元，申请帮扶资金
80余万元，担保贷款或无偿借款200余万元，培
训养殖能手、技能人才342人，办实事、好事400
余件。

新密4项制度帮扶贫困党员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通讯员 朱星伟 洪玮
琨）“企业技术中心的技改项目能够这么快批下
来，并获得市政府 30 万元专项研发资金的支
持，真得感谢县委、县政府的关心爱护、感谢‘服
务小分队’的帮助。”昨日，拿着市政府的批文，
郑州越达自动化焊接设备有限公司的老总张玉
良由衷赞叹。

张玉良所说的“服务小分队”指的是中牟县
向各大企业派驻的工作组。今年以来，中牟县
大力开展“企业服务年”活动，向全县 100 家重
点服务企业派驻了 40 个工作组。工作组帮助
企业办难事、解难题、渡难关，为企业科学发展
提供零距离的贴心服务，被企业亲切地称为“服
务小分队”。

截至目前，“服务小分队”共收集企业各
类意见建议 400 余条，帮助部分企业解决影响
和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11 个；与有关单
位协调，帮助企业解决资金 7000 多万元，解决
办理手续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48 个，调解
企地纠纷 6 起，查处涉企“四乱”案件 1 起，查
处恶意阻工、强装强卸等损害企业建设环境
的案（事）件两起。

专办难事 巧解难题
中牟“服务小分队”助推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