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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在前 执法有力 两网化建设

中原区为农民工撑起“保护伞”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员 管宇）岁

末年初，往往是民工讨薪维权的高发期，而最
近中原区设置的农民工维权热线却不是那么
热，维权案件悄然递减，这归功于中原区保障
农民工合法权益“预防在前、执法有力、两网
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

许多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初，不知道怎
样保护自身权益。中原区劳动监察部门自行
编印了“农民工之家——劳动保障维权卡”，
小小的卡片，清楚告知广大农民工正规的职
介机构、维权热线、投诉地点，同时到人流密

集的场所、各用工企业发放维权卡，使知法、
守法、依法维权深入人心。截至目前，中原区
劳动保障维权卡已发放万余张，印制各种维
权知识手册万余份，举办各种法律知识宣传
千余场次，指导农民工签署正式劳动合同万
余人次。

中原区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作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区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坚持 24 小时电话值班，
通过举报投诉检查、劳动保障执法年审等监
察方式，指导各类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依法签

订和履行劳动合同，监督其按时足额支付农
民工工资。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行
动，由劳动保障、建设、公安、工会等8个
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重点在招用农民工较
多的建筑施工、中小型劳动密集企业、个体
工商户中间开展，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
律、司法等手段，依法快速解决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

15人的劳动执法队伍，36万劳动者的维
权保障，数千家企业的监督巡视，维权力量的
薄弱始终是劳动监察工作的瓶颈。为建立监

察维权长效机制，破解维权瓶颈，中原区实行
“网格化、网络化”监察新模式。按照统一执
法、分级负责的原则，将管辖地域分片包干，
落实监管责任人，实施劳动“网格化”执法。
设立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网络，形
成较为严密的三级劳动用工监控体系。2010
年，依托两网化，中原区三级劳动保障监察机
构分组对辖区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经常出现
劳动纠纷的企业，进行了拉网式排查，督促其
与劳动者依法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中原区
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同比递增32%。

上街区峡窝镇

推行党建指导员制度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克东海 李志峰）上街区

峡窝镇党委从机关中选拔抽调优秀党员干部担任农村党建指
导员，帮扶指导村党支部的党建工作。

他们针对农村工作特点，结合各村实际，及时培训党建指
导员队伍，确保其胜任工作；实行严格问责制，把党员群众的
满意度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把各村的工作运行情况同每个
党建指导员的年度考核挂钩；每月定期召开党建指导员工作
通报会，总结各村当月工作情况，部署下月党建工作要点。与
此同时，要求每个党建指导员撰写季度农村工作报告，对党建
工作特点、热点和难点进行剖析，形成翔实的调研材料，确保
把党建工作落到实处。

柏庙村纠纷较多，党建工作成效一般。该村党建指导员
王滑深入群众，通过认真调查，帮助村党支部明确工作责任，
建立问责制度，使该村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惠济区

369名行政执法者换新证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宋璐）日前，惠济区向369

名经过培训、考核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颁发了
新的行政执法证件。

以此次换发新证为契机，惠济区专门举行了全体执法者
面向国旗宣誓仪式。据悉，此举是为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机
关的依法行政观念，树立行政执法人员为民服务意识。宣誓
仪式上，369 名行政执法人员获得了新的行政执法证件。全
体执法人员在领取新执法证件后面向国旗庄严承诺：执法为
民、服务群众。

该区要求全体行政执法人员要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的观
念，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规范执法。

长兴路办事处

构筑“防火墙工程”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李海峰 白永杰）惠济区长

兴路街道办事处积极构筑“防火墙平安建设工程”，100 余名
义务消防员活跃在大街、小巷、村庄、市场，为辖区居民保一方
平安。

“防火墙平安建设工程”是长兴路街道办事处与武警惠
济消防大队联手推出的一项民生平安工程。去年 4月以来，
在武警惠济消防大队专业指导下，长兴路街道辖区的 3 个
村、2个社区、8个大型批发市场，全部建立了义务消防应
急救援分队，每个分队配备义务消防救援人员 10～20 人，
由惠济消防大队负责专业救援培训，街道安全办负责监督和
指挥。

如今，长兴路街道辖区各村庄、社区、市场都制定有一套
完整的消防应急救援预案，100 余名义务消防救援队员已经
普遍专业轮训一遍，街道组织开展消防救援演练 10余场，在
各公共场所配备齐全了各类消防器材，街道安全办组织对辖
区消防工作进行定期检查、定期培训、定期演练。

刘寨办事处

催查兑现农民工工资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涂保厚）春节即将来临，刘

寨街道办事处早着手，对辖区农民工工资问题进行催查，督促
辖区用人单位及时兑现。

刘寨街道办事处采用摸清农民工底数、工资发放及拖欠
情况等措施，要求辖区各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最长期限不得超
过2个月，确保农民工能够及时拿到应得工资，以维护农民工
合法权益。同时，对多次催促仍不能兑现的，办事处会同惠济
区劳动监察大队采取强制措施予以追缴。目前已追缴拖欠农
民工工资230000余元。

金岱工业园区

跻身百亿“产业俱乐部”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康昊增）记者从管城区年

度经济工作会议上获悉，金岱工业园区去年园区企业完成生
产经营性销售收入 100.08亿元，经济规模提前一年跻身百亿
元产业聚集区行列。

金岱工业园区是河南省首批重点产业集聚区，按照“主业
突出，产业配套，特色鲜明”的要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2.3亿元完成了规划区域内的全
部道路建设任务，形成了“三纵六横”的路网格局，并建成了河
南省首座 110 千伏的数字化变电站，实现了水、电、路、气等

“八通一平”。开通绿色服务通道，提供融资投资服务，促进资
金和项目对接。截止到去年底，该园区累计进驻项目 49个，
总投资45亿元，完成经营性销售收入92亿元，完成全部工业
增加值8.25亿元，初步形成了家具制造、彩印包装、汽车零部
件销售及物流三个主导产业。

程胜，郑州交警队伍里一名普普
通通的民警，但他却被誉为护卫生命
的使者，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他
参与了十多个生命的紧急援救。

刚刚过去的圣诞之夜，就发生了
一件这样的事。去年12月24日晚，他
在市区的金水大道执勤，在缓慢的车
流中，突然一辆面包车的女司机大声
向他求助，原来女子的父亲在家中突
然大口吐血，慌乱中女子驾车往医院
赶。程胜走上前，一眼就看到车内老
人那痛苦的神情，只见转眼间他已跨
上了停在旁边的警用摩托，接着快速
打手势示意女子的车出列进入路旁避
险带，然后拉响警笛，为女子的车开道
前行，迅速赶往附近的河南医学院。
到了医院，程胜直接上前用双手托起
女子的父亲就往急诊室跑，老人一摆

头，又是一大口血吐出来，顺着程胜的
警服往下流。由于救治及时，女子的
父亲脱离了危险。

程胜执勤的岗位周边有好几所大
医院，像这样主动向他求助的事时有
发生，久而久之，上班时就多了份关
注，尤其偶遇塞车，他的注意力更是高
度集中，只要遇到求助，只要看到 120
的车闪着警示灯，他立即就会上前为
之紧急开道。去年夏季的一天正中
午，河南扶沟县的一位产妇，因难产加
并发症从县医院急转郑州，郑州市公
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求助，立即将
信息下传，指示要做好保通。为防误
事，程胜直接与该救护车上陪护人员
通话，并用手持电台与入市后途经的
岗点保持着联系，就在救护车下了高
速即将进入市区时，一名女婴已在车

内诞生，因该产妇有并发症且事先诊
断为双胎，虽经陪护医务人员紧急处
置，但产妇一度休克，并伴随阵阵抽
搐。程胜的手机连续响起，通报着行
进的位置，道路保通的级别也在迅速
提高。救护车进入金水大道后，已完
全开辟出一条绿色通道，程胜驾车全
段护送引导，直接驶入就近的郑州妇
幼保健院，没误一分钟就进了抢救室。

程胜急病人所急，是由于他执勤岗
特殊的位置，也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很大
关系。十几年前他刚入警时参加打黑
专案组，不幸患上了出血热，刚恢复一
点，紧接着父母先后查出患上癌症。在
日夜伺候父亲的日子里，他深深读懂了
亲情和生命的珍贵。父亲是两眼看着
他淌着泪逝去的，他把对父亲未尽的
爱，呵护着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鞭炮销售
开始申请
相比往年
有些冷清

本报讯（记者 宋晔 文/图）再有
一个月，就是新年了，春节燃放烟花爆
竹是传统习俗，是增添欢乐和喜庆气
氛的。昨天上午，记者在金水区行政
审批服务大厅看到，今年前来申请办
理销售烟花爆竹零售点的市民有些冷
清，没有了往年排长队的情景。

前来申请的王先生对记者说，现
在大家都提倡低碳环保的生活，燃放

烟花爆竹是最不低碳环保行为。再说
现在各个小区的车都多了起来，放炮
还怕炸到别人的车，所以过年放炮的
人就开始少了。还有就是往年销售烟
花爆竹的市民并没有想象中的赚的钱
多，所以今年来申请的人就显得有些
冷清。

金水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的杨主
任告诉记者，郑州市建成区范围内烟

花爆竹销售点总量控制在 600 个以
内，其中，金水区销售点最多，为 220
家。允许零售烟花爆竹的时间为农历
腊月二十六至正月十六，其他时间禁
止零售。销售人员需经安监部门教育
培训考试合格持证上岗，严禁组织车
辆自行提货，节后未售完的烟花爆竹
交原批发单位集中保存。

图为工作人员在接受申请。

七旬老妪被骗之后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王君 张宝珍

七旬老妪叫张国翠，家住二七区蜜蜂张街
道办事处蜜南社区。昨日上午 9 点多钟，她手
捧一只纸箱，抖抖索索地来到郑州交通运输集
团物流总公司金象物流公司客服中心投诉。

经客服人员耐心询问，才知事情原委：张国
翠老人今年 70 岁，老伴长年瘫痪在床。前几
天，外地有个推销员上门推销健身按摩器，她预
付220元买了一个。按摩器通过封丘金象物流
托运到郑州金象物流公司，昨日，老人冒着严寒
提到货一看傻了眼，按摩器多处破损、断裂，没
法使用。经人指点，她找到客服理赔部要求赔
偿。

工作人员边扶老人坐下，边仔细检查按摩
器，发现包装完好，除封口被老人打开，其余无
破损，显然这不是运输途中损坏的。看来老人
是受骗了。

老人一听急了，哭诉道：“俺吃政府给的低
保，省吃俭用才给老伴儿买了这个按摩器，货款
已付过，这可咋办呀？”

老人声泪俱下，脸色陡变，双眼微闭，从身
上摸出了速效救心丸，一时间在场的人都不知
如何是好。

“大娘，您别急，问题总会解决的。”这时，闻
讯赶来的客服理赔部主任刘惠敏问明缘由后，
边安慰老人，边给封丘金象物流取得联系，要求
帮忙找到发货人，查明情况。

可走理赔程序需要时间，看着老人焦急的
样子，为防不测，刘惠敏便倡议客服人员先把钱
垫出来。于是，大家你 10元、他 8元，不一会就
凑到了189元。

老人双手颤巍巍地接过钱，含着热泪紧握
刘慧敏的手说：“妞，你们金象人真好，叫俺咋感
谢呀！”

“不用谢。”刘慧敏边说边联系车，把老人平
安送回家。

音乐响起来
本报记者 郑 磊 通讯员 袁朝晖 邵丽丽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每天清晨，嵩山路办事处贾砦社区街道都
荡漾着清脆的歌声，这段耳熟能详的歌曲，除了
给清晨寂静冷清的街道平添些许和谐外，还能
让人回忆起儿时的温馨。

社区一大早哪来的“演奏家”？细心的居民
最终发现，在悦耳铃声的伴奏下，有清洁工人打
扫街道的忙碌身影，有运送垃圾的车辆嘟嘟开
动的声音……“听到歌声，大伙儿就知道清洁车
来了，赶紧将垃圾送到指定地点。”居民李大妈
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歌声是社区为运送垃圾的车辆专门
配置的，为的就是提醒居民及时就近倒垃圾。
嵩山路办事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贾砦社区
新实施的垃圾“清扫、收取、运送”一条龙服务中
的一项重要举措。据介绍，近期贾砦社区下大
力气整治村容村貌、路容路貌，每条街道都设专
人负责打扫，并配备专项保洁设施，努力为辖区
居民营造卫生、整洁的居住环境。经过一段时
间整治，社区街道卫生情况有了明显改观。

众人接力
帮扶百岁老人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吴朝轻 李爱华

建中街办事处建华社区住着一位108岁的
老人袁仙，为让老人安度晚年，帮扶组、社区以
及爱心人士多方联手，帮助老人解决生活困难，
使老人多了一大批热心的“社会亲人”。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袁仙老人今年已经
108岁了，唯一的女儿也年近80岁，母女俩靠女
儿 1000 多元的退休金生活，经常要为生活费、
医药费犯愁。建华社区帮扶组得知后，多次与
慈善总会和民政部门联系，为老人争取来数千
元医疗费。帮扶组工作人员还经常去家中看望
慰问老人，帮忙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

建华社区对口帮扶人员、建中街街道政协
委员曾平多年来一直把袁仙老人当长辈来照
料，老人生病住院，他暗中垫付医药费；逢年过
节，他第一个提着礼品去看望。为让老人日常
生活有个照应，办事处、社区工作人员除了经常
登门看望老人，还发动社区居民主动关爱老
人。现在老人身体稍有不适，左邻右舍都会上
门慰问；每逢老人生日，来拜寿的人更是络绎不
绝，把老人乐得合不拢嘴。

回迁户心气顺了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班计划

“以前这里污水横流，出门就要穿雨鞋，现
在铺设了青石板，走路很方便，心气顺多
了！”在管城区北下街办事处北顺城社区裴昌
庙街 15 号居民楼，租赁户韩道海在这里租住
多年，靠做生意营生，看到忙忙碌碌的施工人
员，他心情格外感激，让家里人每天烧开水，
送到工地。

裴昌庙街15号和16号楼有170多户居民，
大多是回迁户。车棚紧邻居民楼，路面裸露，没
有排水设施，垃圾和污水随处乱倒乱放，一年四
季都成了“雨天”，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到处水
汪汪、臭烘烘，楼上楼下居民不敢打开窗户，出
门就要穿上雨鞋。针对这种现状，居民怨声载
道，办事处和社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每年进
行整治，难以彻底改变这种状况。

郑州市市政管理局进驻社区后，听了居民
的反映，赶到现场进行勘察，专门找来专业的设
计人员和施工队，入冬以来经过紧张施工，清理
垃圾 100多卡车，并投资 35万元安装了下水管
道和污水井，接通了上下排水管，铺设了青石板
路面，使楼院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群众得到了实
惠。

花园路巡防队员
反映，因近期金水河
无水，不少小学生到
河床上捡螺蛳，上游
突然放水会给孩子们
带来危险。寒假即将
来临，希望家长和学
校做好孩子安全教育
工作，让孩子远离危
险！

本报记者 郑磊 摄

路灯“复明”民心暖
本报记者 郑 磊 通讯员 孙新豫

短短 180 米长的三官庙社区北
拐街，却是居民通行的必经之路。
由于种种原因，该路段一直黑灯瞎
火，过往居民没少吃苦头：摔个跟
头事儿小，盗抢案件也不少。如今
来了帮扶组，困扰居民 30年的路灯
终于“复明”，这无异于严冬中的一
抹暖流。

三官庙社区北拐街系原郑州造

纸厂、市嵩山制药厂、市第二印染厂
三家单位共建的道路，此路虽然只有
180 米长，却是社区居民通往郑上路
的主要道路，东临郑上路小学，西挨
三官庙菜市场，人流量非常大。“这条
路建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可一直没
有路灯。”社区居民告诉记者，这让他
们“很受伤”：道路状况极差，摔个跟
头事儿小，盗抢案件也时有发生，社

区虽装有摄像头，但由于天黑没有路
灯，监控设备也形同虚设……

这条“黑路”也牵动着社区帮扶
组的心。在重点社区帮扶活动中，中
原区建设局积极筹措资金，同时协调
施工单位，终于在新年来临时彻底消
除“顽疾”。路灯亮了，居民乐了，不
少居民很激动：“30年了，晚上终于能
放心出门了！”

护卫生命的使者
通讯员 彭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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