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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关注

抓项目 促发展

新郑一中新校区
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讯（记者 刘栓阳 高凯文/图）
新郑一中新校区建设工程是新郑市
2011 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6 月 13
日，记者在新郑新城采访时看到，工
人们正在紧张施工，现场一派繁忙
景象。

据了解，新郑一中新校区总投资
1.95 亿元，校区设 90 个教学班，可容
纳 5000 名学生、100 名教职工学习
生活。

党旗映丰碑党旗映丰碑 庆祝建党90周年系列报道

“我们这一片的人都认识老苗，他是我们
这儿知名的‘社会法官’。”新郑市城关乡村民
田金福告诉记者，“我们这里一有纠纷，大家
都会想到让他来进行调解。”田金福一提起乡
里的社会法庭，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

在乡镇、街道设立社会法庭，是新郑市创
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截至目前，新郑
已在全市建立了 15 个社会法庭，在解决基层
矛盾纠纷中以方便、快捷、免费等特点受到了
群众的一致好评。

今年60岁的苗卿瑞，由于人缘好、待人热
情、处事公道，被聘为新郑市城关乡的社会法
官。“能为大家化解点矛盾，为社会做些贡献，
我自己多跑跑腿、磨点嘴，都是值得的。”苗卿
瑞笑着说，“从担任社会法官到现在我已经接
手了数十个案件，而且调解成功后的案件没
有出现反悔的情况。”

“像老苗这样的社会法官在新郑还有很
多，通过他们的努力，许多矛盾纠纷都在基层
得到了有效化解。”新郑市法院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自从推行社会法庭工作以来，该市严

格按照社会法庭建设标准和社会法官选任标
准，不走样、不打折，对社会法庭工作进行研讨
和部署，并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各乡镇进行
实地考察，与当地党委、政府进行沟通协调，选
择办公地点，研究社会法官选任办法，有力地
保证了社会法庭建设健康、有序、深入地开展。

为扎实做好这项工作，新郑市按照“党委
领导、政府支持、法院推动、多方参与”的原
则，组织召开了由各乡镇、街道主要领导参加
的社会法庭工作协调会，取得地方党委、政府
对社会法庭建设的领导和支持。该市还以各
基层法庭为前沿，积极与乡镇、街道办事处逐
一进行沟通对接，使社会法庭办公用房和社

会法官的选任工作得到及时有效的落实。
社会法官的选任对社会法庭建设能否收

到好的效果起着关键作用，新郑市通过严格筛
选，建立社会法官库，坚持“两个具有、两个乐
于”的选任标准，在严格的选任程序“监督”下，
选拔了一批热心公益、有威望、有影响、有责任
心的社会贤达人士，并统一颁发聘书。为加强
对社会法官的管理，该市还建立了常驻社会法
官库和非常驻社会法官库，对全市社会法官进
行集中培训，提高他们处理纠纷的能力。

此外，新郑市进一步加强宣传，在乡镇、
街道醒目位置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利用农村
的闹市集镇，设立咨询台，散发传单，把社会

法庭的职能、性质、处理纠纷的方式等宣传到
群众心里，提高公众知晓率。

为充分发挥社会法庭的作用，新郑市建
立法院与社会法庭的沟通衔接机制，通过对
到法院立案大厅要求立案的当事人进行宣
讲，引导他们通过社会法庭处理纠纷，经当事
人同意后，将案件移送至对应的辖区社会法
庭。同时要求将无需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
移交到社会法庭进行处理，有效发挥社会法
庭的调解作用。“我们还建立了委托社会法庭
调解案件的工作机制，将一部分传统民事案
件有序分流到社会法庭进行调解。社会法官
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要求法官参与其中，共
同调解。”该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说：“对于社会法庭调解的结果，当事人提出
申请后，由人民法院出具司法确认书，即可确
认其法律效力。”

截至目前，新郑市从社会各界群众中
选任社会法官 452 人，成功调处各类民事
纠纷 632 件，无一反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社会法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本报记者 赵丹

“有人讲课，手把手教技术，还是
免费的。”家住新郑市观音寺镇夏庄
村的小张苦于没有一技之长而不能
外出打工，在新郑市农村劳动力培训
基地进行免费培训后，学会了烹饪，
很快被一家酒店招聘。

在新郑市，像小张这样以前只
会“侍弄”土地的农村劳动力顺利
转移到城镇的还有很多。新郑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在创
先争优活动中坚持以民生为本，
把 劳 动 力 转 移 就 业 作 为 工 作 重
心，强化服务，让人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了就业政策和措施带来的深
刻 变 化 与 实 惠 。 2011 年 1 月 至 5
月，新郑市已成功转移农村劳动

力 9679 人 ，占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55.3%。

“招聘岗位：孵化人员；招聘单
位：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植物保护……”在新郑市人社
局网站、招工宣传栏和人才市场大屏
幕上，时刻更新公布着招聘和求职信
息。该市人社局“穿针引线”，建立健
全企业用工空岗信息报告制度，依托
人力资源市场和职业中介机构，及时
收集并对外发布全市企业用工信息
和求职信息，在招聘单位和应聘人员
之间“铺路搭桥”，以实现劳动力的顺
利转移。截至2011年5月底，全市共
有 153 家用人单位在人力资源市场
进行招聘用工登记，招聘专业工种64

个，提供用工岗位 4827 个，网上发
布用工岗位 1165 个。

2011 年元宵节举办的“新郑市
‘双免’工程实施暨城乡劳动力春
季招聘会”场面火爆，河南正龙、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200
多家用工单位为农民工、大中专毕
业生、“4050”人员、复转退军人等
各类求职人员提供 8000 个岗位，
达 成 就 业 意 向 和 用 工 协 议 6000
多人。

新郑市人社局还抢抓富士康集
团落户郑州航空港区的机遇，把协
助富士康招工作为一项“重头戏”，
通过开展招聘会和农村集会广泛宣
传，并在市人才劳动力市场和乡镇

人才劳动力市场设立专门的富士康
招工点，多措并举协助富士康集团
招收工人。

新郑市庆鸿电子集团的生产线
“走进”新郑职业中专的校园，学生
不出校门就可以实习，还可以得到
生活补贴，毕业就等于就业。新郑
市人社局积极做校企联合培训的

“红娘”，着力通过培训提升劳动力
就业技能。该局坚持初级培训抓引
导，中级培训抓技能，高级培训抓创
业，依托基层服务站、技工学校等各
类培训资源，大力开展新生劳动力
就业前引导性培训，就业困难人员
技能培训，创业人员创业培训，以培
训促进就业。

省领导李新民调研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陈瑜杰）6月12日，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李新民到新郑调研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情况。郑州市领导高建慧及新郑市
领导吴忠华、李占龙、赵建武等陪同。

李新民一行先后到市公安局、市法院诉
讼调解对接中心、市人民检察院进行实地察
看。每到一处，他都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
解，与各单位负责同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
工作开展情况。

通过实地察看和听取汇报，李新民对该
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给予肯定，认为该市组
织措施得力，活动势头良好。同时，他希望
新郑市继续深化和完善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把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积极创新，通过
学习教育求提高、服务群众求满意，创出特
色，确保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
效果。

省司法厅领导检查
指导基层司法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跃东）近日，省司法厅厅
长王文海一行先后到新郑市和庄镇司法所、
市法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市特殊人群安置
帮教中心等地检查指导基层司法工作，该市
领导赵建武陪同检查。

通过实地检查，王文海对新郑市基层司
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就如何做好下一步
工作，王文海强调，有关部门要多措并举，进
一步强化法制宣传氛围，紧密围绕当前工作
重点，全力做好基层司法建设各项工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幸福生活营造良好司
法环境。

中组部干部四局领导
调研邮政服务“三农”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跃东 孙珂）近日，中组
部干部四局副巡视员刘素利一行先后到新
郑市薛店邮政支局、百全连锁超市等地调研
邮政服务“三农”工作情况，该市领导李志
强、刘五一陪同调研。

通过实地察看，刘素利充分肯定了该市
邮政服务“三农”工作，认为该市邮政部门在
原有服务职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邮政品牌
和网络优势，积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拓
展服务领域，不仅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实惠，
也推动了邮政事业不断发展。

省文化馆评估定级
验收组到新郑指导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成龙）近日，省文化厅社
文处副处长葛聚朋带领省文化馆评估定级
验收组，到新郑市验收指导工作。

通过座谈、察看相关材料，验收组充
分肯定了该市文化馆建设方面取得的成
绩，同时希望该市及时查缺补漏，以评估
定级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
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伟彬万斌）近日，新郑
市丹尼斯·庆都生活广场开幕，该市领导陈
莉、刘五一、李颖军、关民安、缑云峰、戴宇
林、苏铁林、王海民、李建国、陈春环等出席
此次活动。

丹尼斯·庆都生活广场商业项目
主体面积2.8万平方米，集购物、休闲、
娱乐、餐饮为一体，是新郑目前最大最

全的休闲购物广场，它不仅将成为该
市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将成为带
动全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引擎。

该市领导希望丹尼斯·庆都生活
广场突出便民、利民、惠民特色，不断
提高品质，提高特色化、形象化、个性
化服务，实现自身发展与地方经济发
展的“双赢”。

丹尼斯·庆都生活广场开幕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高凯）近日，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举行该公司
上市郑州市答谢酒会。省、郑州市领
导何东成、王哲以及新郑市领导马国
亮、刘五一、王保军，韩国代理商等相
关领导与嘉宾应邀出席了此次酒会。

何东成对“好想你”的成功上市表
示祝贺，认为此次成功上市标志着企
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希望该公司

不断开拓进取，做大做强以红枣为主
的木本粮产业，为河南农业发展做出
新的贡献。王哲、刘五一也对公司上
市表示祝贺，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关注“好想你”的发展。

该公司董事长石聚彬代表全体员
工表达谢意，表示“好想你”将继续做大
做强木本粮特色产业，打造“良心工程、
道德产业”，掀起绿色休闲食品热潮。

本报讯（通讯员 秀娟）近日，“走遍
新郑·孝德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新
郑市龙湖镇泰山村举行，河南省慈善
总会副会长、河南省孝文化促进会会
长鲁献启及新郑市领导高林华、马国

亮、付桂荣、彭德成、刘五一出席启动
仪式。

仪式上，与会领导为泰山村发放
了孝道文化书籍，并观看了孝道文化
讲座。

“走遍新郑·孝德进万家”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丹）近日，新郑市
领导吴忠华、李志强带领农委、水务部
门负责人先后到城关乡官刘庄万亩高
产示范田、辛店镇农资超市和观音寺
镇麦收现场，调研“三夏”生产工作。

该市领导要求要做好农资供应，
进货渠道要正规，产品质量要优质，要

为粮食的稳产高产把好关、做好保障。
在 S103道路改造施工现场，该市

领导要求施工单位要加快施工速度、
强化工程监理，确保工程如期保质完
工；要搞好对接，维持好道路交通秩
序，尽可能减少施工给群众带来的不
便，确保道路平安畅通。

新郑市领导调研指导“三夏”生产

本报讯（记者赵地）近日，新郑市开
展“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该市
领导刘仲利、孙淑芳、左建新、王保军出
席活动。

据了解，今年6月份是全国第十个

“安全生产月”。新郑市高度重视，紧紧
围绕“安全责任、重在落实”的主题，突
出对一系列法律法规宣传，在全市形成

“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良好
氛围。

新郑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喆 高凯）近日，新
郑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二次
会议，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林华、党组书
记李书良，副主任孙阔、王军生、彭德成、郭
明熙、王金灿、左建新出席会议，市委常委、
副市长李志强等列席。

会议通过了人事任免案，任命孙
淑芳、康红阳为新郑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决定免去张国宏、马少军、景
雪萍新郑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
免去张书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职务。

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二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边艳）近日，新郑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高林华，党组书记李
书良，副主任孙阔、王军生、郭明熙、王
金灿、左建新带领部分人大代表视察
该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副市长刘五
一陪同视察。

通过视察，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
指出，各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
传力度，明确责任，严格责任追究
制度：要进一步做到严密执法、严格
执法，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再上新
台阶。

人大代表视察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编者按：2010年11月，新郑被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确定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
综合试点。几个月来，该市围绕“创新”做文章，紧盯“幸福”下工夫，以建设平安、和
谐、幸福新郑为目标，以独有的做法绘就出了一幅幅可圈可点的民生画卷。近日，本
报记者走进该市社会法庭、民生110、“六护员”管理站进行了深入采访，向广大读者
展示该市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做法，本期推出《社会法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创新社会管理共建和谐新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