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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管理

金水档案工作创10项第一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新年伊始，一向

被视为“冰点”新闻的档案工作却在金水区
成为“热点”：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金水区档
案局（馆）连创十项全省第一—— 全省档案
工作综合评比位列第一、第一个突破馆藏量
40 万卷、第一个晋升“国家二级综合档案
馆”、第一个获得“全省档案工作先进集
体”、第一个建立门户网站、第一个建成数字
档案馆、第一个成为“全省档案信息化建设
示范单位”、在全省第一个介绍档案现代化
建设和档案资源整合工作经验、省档案局第
一次组织全局 70 多人到该局（馆）参观调

研、第一次组织 18 个省辖市到该局（馆）召
开信息化建设现场会。

在金水，那些在政府机关难得一见的
“红头文件”可以到档案馆查询、复印；想为
孩子建立成长档案，可以请档案工作人员上
门指导……目前，金水区档案局（馆）已成为
金水区的档案保管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及政府和群众之所需的查阅中心。

他们充分利用馆藏 100个全宗，档案资
料41万卷（件、册）的资源优势，通过举办综
合展览、开设网上展厅、设立宣传橱窗等形
式，及时而准确地配合区委、区政府中心工

作。
面向百姓，档案管理人员创新服务形

式，扩展服务范围，把与民生相关的各种专
业档案收集齐全，管好用好，努力把现行文
件查阅中心办成为社会各界服务的窗口。

“十一五”期间，全馆共计接待国内外来
函来电查档 130人次，接待来馆查阅档案资
料11415人次，利用档案资料18500卷，为人
民群众解决各种问题提供了重要凭证。

早在 2003 年年初，金水区档案局就开
始探索区（县）级档案馆信息化、数字化、网
络化管理模式，2005年，率先筹建了全省第

一个“数字档案馆”，并与区直部门、乡（镇）
办形成数字档案馆、室集群，实现了整个档
案业务流程自动化。全区 100 个立档单位
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便录入机读目录485874
条，全文扫描档案 200 多万页，数字化处理
档案照片 16 万余张，在全省首家实现了文
书档案在线归档和全文计算机检索。

去年，金水区档案局（馆）被省档案局定
为全省第一个“数字档案馆试点单位”。在
年底的验收测评会上，金水区以94.5分的高
分夺得目前全省唯一一个“档案信息化建设
示范单位”锦旗。

管城区

道德讲堂走进未教所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 通讯员 康昊增）1月 10日下

午，河南省未成年劳动教养管理所迎来了一群青少年，他
们是由管城区文明办牵头组织接受法制警示教育的未成
年人。

孩子们首先在未教所展览室聆听了讲解员的现场讲
解，并目睹了一幅幅发人深省的图片，来参加警示教育的
孩子们深受教育。在接下来的道德讲堂上，管城区文明
办展示了自强不息的“玉米妹妹”李双双和拾金不昧的好
少年闪博两位同学的优秀事迹，一群身着古装汉服的学
生现场饱含深情地诵读了经典“道德之歌”，为河南省未
教所正在接受劳动管教的学员们，呈现了一场生动感人
的道德教育精神大餐。

惠济区

设立劳资纠纷投诉站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刘培华）在惠济区老

鸦陈办事处薛岗村，有好多服装加工厂，在这里打工的外
来务工者比较多。春节临近，拖欠工资的事情怎么解
决？昨日，务工者们看到了新变化，该区劳动保障部门派
专人到薛岗村设立了外来务工者维权服务站。

自 1月 10日起，惠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辖
区8个镇办外来务工者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了16个维权
服务站，工作人员可以现场接受务工者的投诉，帮助协调
解决劳资纠纷，避免了过去务工者被拖欠工资，想维权还
不知道上哪儿去说理的尴尬。

该局还抽调42名工作人员，组成8支双节期间劳资
问题工作组，按着“排查早、发现早、控制住、解决
好”的要求，主动到基层一线排查农民工工资、工伤处
理等各类纠纷。

聋哑老父供出硕士女儿
本报记者 王 影

在丰乐路上有个简易的修车铺，
修车匠刘太山修车 36 年来拥有了众
多“粉丝”，他修车铺开到哪里客户就
追到哪里。

老刘是个聋哑人，和他的交流有
些困难，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刘，用纸和
笔靠简单的单词和记者沟通。

旁边卖水果的巫先生是老刘的朋
友，他主动当起了“翻译”。老刘从
1975年开始修车，他上一个修车摊摆

在南阳新村。
几分钟后，一名老客户推着一辆

车把出问题的自行车走过来，老刘跑
过去检查。“来老刘这儿修车的人，差
不多都是回头客，时间最长的近 30
年。”刘女士从 1987 年开始和他打交
道，由于时间久了，大多能读懂老刘的

“哑语”，“人实在，技术也好，小毛病从
没收过钱”。

老刘心里一直怀揣着一份骄傲，

脸上总是露出灿烂的笑容。“每天挣的
钱不多，可是心里高兴，二闺女在南京
一所大学读研究生。”老刘有些不好意
思地笑着说，一想到女儿，什么苦都不
觉得苦了。

从周边人听说，老刘家住老鸦陈，
从家到摊位，他每天来回要跑30多里。
老伴双腿残疾，修车摊所有的事儿一
直都是由他独自打理，家里连件像样
的家具都没有，可是老刘却觉得很幸福。

流动商贩搬进疏导点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宋俊芳 娄彦娟

“以后我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再也不用在街头
打游击了。”近日在新圃西街的临时疏导点，卖水果
的张庆春身穿制服，站在崭新的货架前招徕顾客。

据悉，福华街辖区背街小巷多，鞋城周边及小
赵砦生活区人流量大，流动商贩较多。一直以来，
他们从流动商贩的定点、安置、日常监管等方面探
索出一整套的治理流程。

近日，街道又按照统一标准、统一制作、统一
式样的标准，免费为摊点经营户配备统一样式、规
格的售货架30余个，购置统一制服70余套。同时
对经营时间货架摆放等也进行统一规范，确保每
个摊点都能成为城市一个亮点。

下一步街道还将在辖区苗圃街、永安东街等
其他道路设立此种类型的便民摊位，真正把临时
疏导点打造成大家的“民心工程”。

京广路办事处投入资
金8万余元，购置了10辆
垃圾车、更新70辆老旧垃
圾车，聘请清洁保洁人员
20余人，全面开展卫生大
清除。

本报记者 安群英 摄

老城居民用上天然气
本报记者 栾月琳

啪嗒一声响，崭新的天然气灶腾起了一片蓝
色的火焰。看着眼前的情景，家住商城路硝滩社
区7号楼的回族老太杨秀兰乐得合不拢嘴。

位于商城路的管城区城东路办事处硝滩社区
7号楼、8号楼是两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居民
楼，由于楼房建成时间早，配套设施不全，自建成
之日起至今，楼内居民做饭、取暖都是烧蜂窝煤球
或者使用罐装煤气。

2011年9月，几位老年居民找到了硝滩社区，
希望社区出面帮助协调解决居民安装使用天然气
的问题。社区主任赛哥主动承担重任，他与社区
委员李爱玲一起，开始了不间断的奔波。三个多
月的忙碌终于有了结果。感动于社区工作人员的
尽职尽责，市房管局和天然气公司决定特事特办，
开通绿色通道为居民解决安装天然气的问题。

昨天，天然气终于通进了居民各家各户，硝滩
社区7号楼、8号楼一片欢腾。

上街区国税局

慰问走访“穷亲戚”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王荣安 张秋芳)

春节临近，1月12日上午，上街区国税局领导干部
带着春节礼品到帮扶村朱寨村，慰问了83岁的困
难老党员张金岭。

上街区国税局和朱寨村从 2006 年就由区文
明办牵线结成了“文明亲戚”。6 年了，上街区国
税局和朱寨村互相学习，互相支持，结对帮扶，两
家亲戚越走越亲。特别是对贫困党员和群众给予
及时帮扶。老党员张金岭年老多病，家庭经济十
分困难。上街区国税局就把老张作为重点帮扶对
象，经常给予热情周到的帮扶，让他体验到大家庭
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