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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新郑滨河帝城幼儿园青年男老
师刘泉正带着孩子们做游戏。刘泉是滨河帝城
幼儿园两位男老师中的其中一位。家长们说：
“在幼儿园工作的大多是女老师，男老师做幼
教，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阳刚之气。”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1月5日，新郑市辛店镇前小庄村群众在
接受专家义诊。当日，由河南省委宣传部、九三
学社河南省委、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情系
前小庄慰问演出”在该村上演。慰问团不仅给
村民带来了文艺表演、医疗义诊、科技咨询等惠
民活动，省委宣传部还向该村赠送了200册图
书及10万元捐款。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2011 年年末，寒冷难耐，但无法阻挡
郭店镇吉祥铝业、吉祥实业、华美电器等
项目的火热开工。一个礼拜，三个项目，
总投资 46 亿元，预计年产值在 50 亿元左
右，可带动近 3000 人的就业。如此高密
度、大手笔的项目建设在新郑亦属少见，
郭店的工业强镇之路越走越宽。

南有先期发展起来的新村医药产业
园，北有龙湖宜居教育城，郭店夹在中间
的尴尬，总是与天时失之交臂。虽占据地
利，但大型货车穿境而过，给郭店的形象
蒙上一层又一层的灰。郭店在新郑的北
部“默默无闻”了很多年。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只有全力以赴
抓招商，千方百计上项目，才能巧破发展
难题。作为招商办工作人员，田全成也记
不清何时变得忙碌了起来，而且是一年比
一年忙。一到单位就得跟成堆的资料和
电话打交道。在这里，埋头苦干的工作人
员、摞得很高的文件、一刻不停的电话声，
交织成一曲忙碌的交响曲。

接完企业负责人的咨询电话，田全成
泡上一壶茶，原来并不常喝茶的他现在茶
喝得很勤。“这是去南方，跟南方的企业客
商洽谈必须精通的。”抿了一小口后，田全
成说这茶很苦，但味道不错。

田全成告诉记者，这几年去南方已经
有 10 多趟，与 10 多家商会建立了联系。

“南方人爱喝茶，喝茶的时候与他们沟通

起来更亲切。”田全成说，这个道理看似很
简单，却是外出好几趟后才总结出来的，
通过对各地的区域风俗文化的了解，谈合
作也更容易些。

郭店镇负责人谈起当初招商也确显
不易。早上还在镇里开会，下午便飞到外
地与客商接洽，晚上还得回来安排第二天
的工作。“两头儿不见日头儿，比明星大腕
安排得还满。”看似玩笑话，却道出了郭店
镇以“人和”招“天时”的那股干劲儿。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郭店由当
年大大小小 10 多个企业，发展为现在 40
多个，其中亿元以上就有建华管桩、亚龙
汽车、远大钢构等8个。2011年新招项目
10个，“个头”一个比一个大。这块生金之
地，已完成由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的完美
嬗变。

一个项目从引进到最后落地开花成
功的背后，往往倾注着默默地付出和辛勤
的汗水。当初，为说服企业安家落户，郭
店镇一班人花费了不少心思，而如今为了
推进项目建设，他们更是倾注了满腔心
血。

“一个项目，一套方案，一名领导，一
套班子，一抓到底。”这是郭店镇在为客商
服务中实行的项目推进机制。“企业项目
引得来是基础，更重要的是要留得住发展
好。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真诚的
服务。政府就是‘超市’。”这是郭店镇负

责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同时也是郭店镇服
务工业项目的行动，领导干部纷纷走进企
业，深入建设工地，热情服务项目业主，积
极为业主排忧解难。

福鑫玻璃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自杰大
为慨叹：谁能想到，这里两年前还是一片
空地，项目从立项到投产不过一年多的时
间，周围已经是一个宽阔的“人造平原”，
分布着大片的厂房。

郭店镇负责人说：“我们就是项目
的‘保姆’。当好‘帮办’保姆，项目很
快就能投产，然后才有可能长成‘大个
子’。”该负责人介绍，对于引入的重大
项目，镇政府有一个专门的“帮办”负
责人，他会及时主动向企业提供相关政
策咨询，帮助办理项目备案、环保、消
防等审批手续；帮助即将进驻的投资人
办理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筑工程规划
或施工许可证等相关手续。

帮办人甚至还帮联系地质勘探、
设计图纸、图纸审查，帮助申请用水
用电，竣工验收。“听兄弟单位说，
一年多来，他们还帮助多家企业申报
了科技新产品、科技新企业呢。”李自
杰说。

就在吉祥铝业项目奠基前不久，郭店
镇招商办发现其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
书过期，需要重新备案，否则环评、控规等

手续根本办不下去。项目负责人也一时
无措，帮办负责人主动请缨，在郑州、新郑
两地奔波一周，终于在开工前补办了确认
书。“为了项目快速推进，郭店镇作出了最
好的跟踪服务，他们几乎把公司围墙以外
的一揽子事全包了！‘政府超市’，证明我
们当初选择郭店很明智。”该项目负责人
说。

去年，不少企业都相继出现了“用工
荒”。为了帮助企业解决这一后顾之忧，
郭店镇全力以赴帮助企业招用工，组织劳
保部门深入企业走访调查，摸清和掌握企
业缺工情况，建立企业用工档案，一方面
积极组织企业参加新郑市、移民村举办的
用工招聘会，另一方面镇主要领导以身作
则，通过电话联系、派发招工广告等方式，
主动为企业当起了“服务员”，帮助解决企
业用工。

大项目带动大产业，既构建了引资
金、聚人气的“磁场”，更解决了统筹城乡

“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力场”。
今日再看郭店，好项目、大项目纷至沓来，
发展环境、生活环境节节攀升，老百姓的
日子越过越舒坦。截至 2011 年年底，全
镇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4 亿元，财政收入
完成 3000 万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
成18.3亿元，规模以上工业销售收入完成
64.3万元。郭店人忙出了成绩，忙出了发
展，忙出了气势。

本报讯（记者 孙瑞 高凯 通讯员 张
苹）市委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结束后，
新郑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迅速组织干部
职工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全面规划2012年食
品药品监管工作。

该局提出，2012 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紧扣市委、市政府的战略决策和中
心工作，结合“郑州都市区重要组团城
市、中原经济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先行
者、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示范城市和华夏民
族寻根拜祖圣地”发展思路，围绕“确保
一个中心、建好一个班子、带好一支队
伍、创造一流业绩”，顺应新时期、新变
化、新趋势、新思维，把加强食品药品监

管工作，与实施食品药品监管十二五规划
统一起来，与履行食品安全监管新职能统
一起来，与深入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整治统
一起来，与加强队伍监管能力建设统一起
来，保障全市人民饮食用药安全，推动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该局将重点抓好五方面工作：一是以保
障饮食用药安全为本，巩固国家级食品安全
示范县创建成果，争创国家药品安全示范
县；二是以科学创新为源，稳步推进电子监
管进程；三是以队伍建设为先，深入实施素
质提升工程；四是以作风建设为基，全面开
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五是以宣传教
育为重，持续开展好“食品安全宣传周”、“全
国安全用药月”等主题宣传活动。

来到和庄镇
敬老院，记者的
目光首先被门口
一人多高的石雕

“寿”字吸引。简
单的一个字，就
让人马上明了这
个平凡院落的独
特功用。

由于正值中
午，四合院式的
敬老院里，老人
们有的坐在太阳
地里惬意地晒太
阳，有的闭着眼
躺在躺椅上听家
乡戏，所有的场
景都显得那么的
安逸。

看到有人来
采访，今年已经
89 岁 高 龄 的 李
喜年老人热情地
拉着记者的手，
介绍起他现在的
幸福生活。

“俺来敬老
院 5 年了，这里
的工作人员一直
都兢兢业业地为
俺们老人提供各
种服务。先说吃
吧，每顿至少两

个菜，主食有米饭、面条等，一周没有
重样的，而且像我们老年人牙都不怎
么好，他们（工作人员）帮我们把馒头、
米饭什么的都做得很软，而且顿顿都
是热菜热饭，从来没吃过一点凉的。”

说着，他领着记者来到他的房间，
宽敞的套房里并排摆放着两张床，床
边是整整齐齐的衣服。李喜年指着床
边的衣服，乐呵呵地跟记者说：“俺们
这儿，平时没什么花费，除了吃是院里
提供的，连穿的衣服都是敬老院给发
的，尤其是冬天，院里给我们每位老人
发放了棉衣、棉裤，连棉鞋都有。我身
上穿的是去年发的，今年的还没来得
及穿，这不，还在那儿放着呢！”

看完了卧室，老人带记者来到了
他的“菜园”，“俺是个农民，从小就会
种地。现在老了，没啥事做，院里就给
俺们提供了一片空地，专门让俺们能
种点儿菜什么的，这样不但让俺有事
做，还能锻炼身体，偶尔生病也不用担
心地里的菜会荒废，院里还找了专人
负责管理，现在俺们吃的菜就是俺种
的呢！”

据该院工作人员介绍，和庄镇敬
老院现有和李喜年一样集中供养的老
人 75 名，根据市里的意见，他们还吸
纳了 42 名自愿来敬老院养老的社会
老人。两类老人虽然供养费用来源不
同，但是在敬老院里的待遇都是一样
的。

为了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和庄镇敬老院不但专门开辟
空地给老人们种菜，而且针对老年人
喜欢扭秧歌等文艺活动，组织他们积
极参加市里组织的各种活动，特别是
每年正月十五的表演。“我们现在就在
排练着呢，为2012年的正月十五做准
备”。该院工作人员说。

吃住不用愁、生病有人看，每个月
还都有养老金可以领，在和庄镇敬老
院里，“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幸福晚
年生活已不再是梦。

加强和规范刑释解教人员
的安置帮教工作，预防和减少
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
是促进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
重要手段。新郑市特殊群体帮
教服务中心立足于对此类人群
的服务，在安置帮教工作中对
刑释解教人员始终坚持“教育、
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高度
重视，积极开展工作，对预防重
新犯罪，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起
了重要作用。

特殊群体帮教格
局的构成

除了设立市刑释解教人员
安置帮教协调领导小组，还在
全市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设
立安置帮教组织共 334 个，形
成遍布全市的安置帮教工作网
络。其中市级帮教组织 1 个，
乡镇级帮教组织 15个，村级帮
教组织 318 个，安置帮教工作
人员共计 1051人，安置帮教人
员由派出所、司法所和人民调
解、治保等组织的人员组成。
市、乡、村（社区）三级帮教工作
网络的形成，为安置帮教工作
的顺利开展打下了组织基础。

2011 年 1 月至今，新郑市
共有刑释解教人员 242 人，其
中刑释人员 219 人，解教人员
23 人。这些人员中大部分文
化素质偏低，文化程度以初中
小学水平居多，年龄结构集中
在 25～55 岁之间。全市刑释
解教人员中所有人员落实帮教
措施，帮教率达100 %，重新违
法犯罪率控制在1%以内。

为了能使刑释解教人员学
会一技之长，该市于 2011 年 2
月设立安置帮教基地，成立安
置帮教服务中心，内设帮扶教
育工作站、法制宣传室、心理咨询站、社区矫正室、特殊
群体宿舍，工作人员由司法局派驻。同时，联系新郑华
润纺织有限公司等企业作为安置帮教实体，对符合安
置条件的刑释解教人员优先推荐到这些企业就业。

帮教服务中心以刑释解教人员及其亲属为服务对
象，对服务对象进行心理疏导、心理矫正、法律宣传及技
术培训，同时，帮教中心为特殊人群准备了临时宿舍，为

“三无”人员进行过渡性帮扶。自帮教中心成立以来，已
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集中培训三次，110人接受培训，培
训率达65%；推荐安排就业91人，就业率达82%。

特殊群体安置帮教的运行模式
帮教服务中心通过刑释解教人员信息管理平台，

对服刑在教人员信息及时核实、掌控。了解全市所有
服刑在教人员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每月底将全
市上个月的人员信息进行核实整理，并同时将信息核
实情况提交至郑州市司法局，做到信息核查率 100%。
接到监所的刑满释放、解除劳教的通知书后，中心的工
作人员及时将刑释解教人员信息录入信息库，在 3 天
内做好接受准备工作，5天内制定好帮教计划。

采取市、乡、村三级帮教制度，层层落实任务以及
责任，形成直线式管理，对帮教对象做到“五必访”、“五
谈心”。即婚丧嫁娶必访、有病时必访、家庭闹纠纷时
必访、天灾人祸时必访、回归当天必访；犯了错误时谈
心、遇到挫折时谈心、思想有疙瘩时谈心、情绪反复时
谈心、重点帮教对象重点谈心。

提前介入，做好帮教工作，与狱所联系，通过人访
和书信来往开展服刑人员的帮教工作。

该市帮教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定期到新郑市监狱与
工作人员进行对接，对新郑籍的服刑在教人员进行帮
扶，为他们送去衣物及法律书籍。还通过书信来往，鼓
励新郑籍服刑在教人员积极接受改造，争取早日回归
社会。

并在全市大力开展“一帮一”活动，即一名帮教干
部（基层干警）寻找一名刑释解教人员结为帮教对子，
做到“三帮”，即帮助其思想转化，帮助其技能培训，帮
助其推荐就业。

通过安置帮教工作的开展，有心理问题的回归人
员把心灵上的包袱卸掉了，有的抛掉了自杀的念头，有
的放弃了对他人进行人身伤害的恶念，有的鼓起了重
生的勇气；没有技能的回归人员经过推荐，免费学到了
驾驶、电脑、气焊等一技之长，成了掌握自己生活的舵
手；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的回归人员有了临
时过渡的安置场所，解除了其后顾之忧；法制宣传室让
他们有了学法的课堂，学法懂法用法让他们逐步摘掉
了法盲的帽子。

新郑市坚持不懈地建立和完善“出来有人接、接回
有人管、就业有人扶、困难有人助、政策有保障”的安置
帮教工作格局，开创出“全方位管理、全方位覆盖、全
方位保障”的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工作新局面。

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

走基层 新气象

郭店的工业强镇之路
本报记者 刘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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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瑞 高凯 通讯员 王
蒙）市委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闭幕
后，新郑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召开班子扩大会
议对全会精神进行学习贯彻。交通运输系统
的党员干部职工表示要深刻理解，准确把
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市中心工作
上来，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
来，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市委四届三次全会
精神。

会上指出，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要做到
“三个结合”。一是要与节前各项工作相结
合。重点抓好安全生产、安全运营工作，紧
绷安全生产之弦，突出做好重点部位、关键
环节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确保交通运输系
统大局安全稳定，同时要搞好春节前的扶贫

慰问工作。二是要与机关作风转变相结合。
全系统要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对各科室、
各二级机构上、下班情况及工作落实情况进
行暗访式督察，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通报；同
时要切实抓好环境卫生，共同营造干净、整
洁、有序的工作环境。三是要与党风廉政建
设相结合。全系统要切实加强春节期间的党
风廉政建设，要筑牢廉洁从政的思想防线，
坚决抵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局班子成员要率
先垂范，管好自己、树好样子，做廉洁自律
的模范。

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新的希望，全系
统上下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在局领导班子
的示范带动下，开好头，起好步，为交通运
输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交通运输局

深刻理解 准确把握
药监局

创新监管 保障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