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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何冰：“海归”网格长的社区情结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文/图

在新郑市薛店镇经营一家食品加工企
业的王昌东这两天一直为“年终钱”闹心，工
人要发工资，外面的货款还没来到，年底又
想扩大生产多挣些钱，无奈因为“钱紧”，彻
夜难眠……

和王昌东的企业一样，岁末年终，开销
项目增多，让不少企业为“年终钱”头疼，甚
至一些没有门路的企业打起“退堂鼓”，试图
退出竞争，以求自保。

正是心急火燎之时，新郑农商银行面向
全市 200 家中小、微企业集中授信 58 亿元，
如“及时雨”一般速降了企业的“急火”。新
郑农商银行董事长马文明说：“新郑农商银
行的成长离不开政府和当地群众的厚爱，同
样，当群众和企业需要我们伸出援手时，我
们会毫不犹豫。”

其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竭尽全力，扶持
农民就业创业不遗余力，并非是新郑农商银
行的“一鸣惊人”之举，而是已经成为“惯例”。
近年来，从农信社脱胎换骨为农商银行后，该
行紧密配合当地政府针对企业和群众创业就
业政策，“接地气”、“促三化”，创新了系列配套

服务措施，譬如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集中授
信活动、扶工促农的PCF贷款模式，不仅在当
地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更被群众称为贴心的

“小棉袄”，穿上去再也不怕“经济寒流”。
事实的确如此。最近几年，新郑农商银

行可谓成绩斐然，把整个新郑的金融市场带
活了，还带出了人情味和本地特色。

带活新郑本地金融市场。新郑农商银
行牢牢把握新郑“承接郑州产业辐射、承接
沿海产业转移，融入大郑州、融入航空城”的
良好机遇，根据各乡镇经济特色，着力推进

“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一行一
品”特色支行服务转型，有力地助推了地方
特色经济发展。如：该行龙湖支行位于易居
教育城，大力扶持教育产业和服务业；郑州
航空港区支行，瞄准空港物流城定位，大力
支持物流业发展；位于农业乡镇的支行，定
位服务农户和涉农小微企业等等，这种差异
化服务方法，打破了千面一孔的农村信贷模
式，获取了对症下药的效果。

有人情味，不生硬是新郑农商银行从老
百姓和企业中间换来的口碑，具体体现在

“两评、三贷、主动服务”上。首先是搭建个
人和企业两个信用“评台”。该行充分利用
人熟地熟优势，以农户、个体工商户为扶持
重点，按照“小额评定、中端申请、高端营
销”方式，大力开展信用户评定，一经评定与
信用户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并发放“金燕
快贷通——福农卡”，信用户需要用款时，在
自动取款机上可直接刷卡取款，历史性改变
了农民贷款方式；对于中小微企业公开进行
信用评级，每年举行一次集中授信仪式。目
前，新郑农商银行已连续四年累计向 516家
中小微企业授信119亿元。

其次是大力营销银团贷款和新型BCF供
应链贷款。在服务较大型企业方面，该行积
极借助全省农信资金力量，牵头发起银团贷
款对其实施融资服务，曾一次性向好想你枣
业投放银团贷款2亿元；“新型BCF银企农”合
作模式是一种围绕产业供应链、主要为农业
产业化发展服务的贷款模式。2012年该行与
雏鹰农牧签订了BCF合作协议，年度累计向
新郑市养殖业投放贷款2.7亿元，直接惠及农
户5100多户。近几年，这两家企业在该行持

续扶持下，先后发展成为上市公司。
另外，在人情味方面，新郑农商银行还

有特殊表现，那就是为新郑当地捐赠 10 辆
总价值 220万元的校车供当地学校使用，此
举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广泛好评。

2012年2月，国家领导人调研新郑农
商银行时说：“人熟地熟是农村商业银行的
优势。”此话再次肯定了新郑农商银行扎根
县域和群众、企业之间的和谐关系。

倾力奉献地方，新郑农商银行业同样收
获了累累硕果。据了解，截至 2012年末，该
行总资产突破 100亿元，其中各项贷款余额
达到50.74亿元，年度累计投放贷款55.81亿
元；各项存款余额达到91.48亿元，年度新增
21.27 亿元。存贷款市场份额分别达到
42.8%和 41.8%。年度交纳各项税金近 8677
万元。先后被新郑市评为“纳税十强企业”；
被河南银监局评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
单位”；被省总工会评为“河南省安康杯竞赛
优胜单位”，这也是河南省金融机构唯一获
奖单位。另外，其龙腾 E 贷枣致富信贷产
品，还被省银行业协会评为“全省银行业十

佳创新产品”。
“千载机遇临壮乡，正是击鼓奋进时。”

当前正是区域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机遇期，尤其是十八大之后，国务院批复
了中原经济区规划，同时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扬帆起航，这对毗邻机场的新郑来
说是大好机遇，对新郑农商银行来说更是不
容错过的最佳机遇。

为此，该行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新型城
镇化建设要求，大力推进“金融服务进村入
社区”、“阳光信贷”工程建设，努力实现“结
算无盲点、服务全覆盖”。为此该行确定了
5000 人以下新型农村社区跟进自助银行、
10000 人以上新型农村社区跟进二级支行、
各村镇主要商业中心自助服务全覆盖三个
目标，着力加快二级支行、自助银行建设和
网上银行建设。截至目前，新改造一线网点
48个、阳光信贷服务大厅17个、开通了网上
银行，布放 POS 机 1673 台，布放自助取款
机、存取一体机73台，覆盖新郑市各个乡镇
社区，有效满足了城乡居民和小微企业的金
融服务需求。

新郑农商银行：用心用情服务造福一方天地
本报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时晓蕾 朱金海

要闻简报

昨日上午，市委书记吴天
君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调研督查畅通郑州工程建设情
况。吴天君指出，要科学调度，
加快进度，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和施工安全，统筹做好务工人
员生活保障工作。

市领导孙金献、张建慧一同
调研。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昨日上午，市
委副书记、市长马懿带领市直相关部门
负责人先后来到二七区临时救助站、东
建材民工服务管理站、市救助管理站等
地，调研我市对特殊困难群体帮扶救助
工作。马懿强调，要抓紧制订完善行之
有效的工作制度，积极探索建立特殊困
难群体帮扶救助长效机制，将有限的资
源用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确保
特殊困难群体安全过冬。

市领导姚待献、吴忠华等陪同调研。
二七区临时救助站位于解放路市农

村人力资源市场附近。自2012年12月14
日设立以来，已累计接收被救助人员 571
人，目前，已基本实现了辖区内街头夜晚

无露宿流浪人员现象。马懿一行走进救
助站内，认真察看被救助人员的被褥，详
细了解他们的家庭及接受救助情况；认真
听取救助站工作情况介绍，了解救助站工
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金水区零工信息服务站东建材市场
服务点，自2012年12月20日设立以来，已
为300多人次符合条件的困难外来务工人
员提供了用工信息和服务登记。在住宿
点，马懿与一位正在休息的装卸工人交
谈，详细了解家庭住址、月收入等情况。
马懿嘱咐工作人员要加大巡查力度，确保
不再出现外来务工人员露宿街头的现象；
要加强对住宿点的安全管理，确保住宿点
及住宿人员人身、财产安全。马懿勉励市

场运营主体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做好短
期外来务工人员的住宿服务。

进入冬季以来，市救助管理站积极
开展冬季救助服务工作，准备流浪乞讨
人员保暖物资，确保他们安全过冬，仅
去 年 12 月份就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6267人。马懿走进市救助保护流浪儿童
中心，与小朋友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嘱咐管理站工
作人员照顾好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确
保孩子们健康成长；在管理站成年人救
助中心食堂，马懿详细了解被救助人员
家庭情况、来郑生活情况等。

马懿强调，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确保
特殊困难群体安全过冬是当前各级党

委、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各级各部门
一定要从密切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维护
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建和谐社会的高
度，充分认识解决好特殊困难群众生活
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级党委、政
府要持续开展关爱救助活动，市人社、民
政、公安、卫生等部门要密切配合，继续
坚持每天全面排查工作制度，及时发现
问题，积极开展救助帮扶。要立足工作
实际，抓紧制订完善行之有效的制度，确
保有限的资源用到真正需要帮扶的弱势
群体。要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探索特殊
困难群体和外来务工人员帮扶救助工作
长效机制，满腔热情地做好困难群体的
帮扶救助工作，确保困难群众安全过冬。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 江
国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8 日宣布，从
2013 年 2 月 1 日起调整呼吸、解热镇
痛和专科特殊用药等药品的最高零售
限价，共涉及 20 类药品，400 多个品
种、700 多个代表剂型规格，平均降价
幅度为 15%，其中高价药品平均降幅
达到 20%。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批
调价的化学药品，与 2011 年至今已分
四批调整的抗生素、循环、神经、激素、
消化、抗肿瘤、免疫和血液等8类药品，
属于同一轮次调价品种，大部分属于临

床常用药品。
这位负责人说，国家降低这些药品

的价格，可以有效减轻患者负担。
记者从发展改革委获悉，此次国家

在降低高价药品价格、减轻群众用药负
担的同时，也注重加强了对低价药品的
价格扶持。

据发展改革委有关人士介绍，下一
步，将研究调整部分中成药价格。

据了解，为降低化学药品消费者负
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 2001 年
起，已先后出台了三轮药品价格调整方
案，涉及近 2000 种药品。最新一轮药

品降价可每年减少病人负担 600 多亿
元。从轮次上讲，2000 年以来，药品价
格的全面调整已有三轮。最早进入医
保目录的品种，累计降价幅度平均已达
40%，高的达到 80%；最新进入医保目
录的品种，降价刚刚开始，平均只有
15%左右。

本轮化学物品调价从 2011 年年
初开始，至今已调整五批次。其中，
高价药品平均降幅达到 20%。如治
疗老年痴呆的“艾斯能”，降价前日
费用 32.6 元，降价后日费用 19.8 元，
降幅 39%。

下月起400余种药物降价
平均降幅15%

马懿调研特殊困难群体帮扶救助工作时强调

制订完善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
建立起帮扶救助工作长效机制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广受关注的新一
年度大学排行榜揭晓。浙江大学实现了三连
冠，北京大学蝉联亚军，清华大学蝉联季军。我
省的郑州大学居 36 位，比去年下降两位，河大
为66位，与去年持平。

该排行榜来自民间大学评价和排名领域的
专家武书连主持的《2013 中国大学评价》。这
一排行榜是国内目前较有影响力的大学评价之
一。据悉，中国尚无官方的大学排行榜。今年
获得第 4 名到第 10 名的大学依次是：上海交通
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
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作为河南两所领军高校，郑大名列第 36
位，比去年下降两位，综合排名超过一些985高
校；河大为66位，与去年持平，综合排名超过了
部分211工程院校。

《2013 中国大学评价》还首次设立了大学
性价比排名。我省的河南师范大学进入性价比
排名前十，排第10名。

港龙航空开通
郑州至香港航班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昨日，随着一架空客

A320客机在郑州新郑机场国际机场降落，港龙
航空的郑州至香港返往航班正式开通，郑州成
为该公司在内地的第 21 个通航城市。市委常
委、副市长薛云伟出席航班开通仪式。

港龙航空为国泰航空集团的一员，是一家
以香港为基地的航空公司。此次开通的来往郑
州至香港的定期航班编号为KA741，每天16:05
从郑州起飞，18:45 到达香港；香港至郑州航班
编号为 KA740 ，每天 12:45 从香港起飞，15:10
到达郑州。航班将由空中巴士A320客机执飞，
班次为每日一班，往返票价 1760 元起。据介
绍，随着客流量的增加，港龙航空还会将客机换
成空客A330，航线也会加密。

大学排行榜出炉
郑大36位 河大6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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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神女飞天神女 郑州骄傲郑州骄傲
刘刘 洋洋

谈起事业，她一脸虔诚：“也许我不能永远做航天
员，但是我会一直做和航天相关的工作。”

谈起生活，她笑靥如花：“我也喜欢晚上贴个面膜。”
……
她热爱生活，她很得意自己：“非常会做可乐鸡翅。”
她热爱工作，她说：“只有轻易的失败，却不会有随

随便便的成功。”
她热爱家乡，她说：“家乡人民哺育了我，为我的成

长注入正能量。”
她对家人满怀愧疚，她说：“等闲下来了，好好陪家

人看场电影。”
笑容清浅，语调轻柔，一身戎装下，既有“神女”的坚

毅刚强，也有女性的温柔美丽。
她，就是我国首位女宇航员——刘洋。

曾经留学韩国首尔的
何冰，海外归来选择服务基
层社区。1 月 7 日，记者在
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
协作路社区见到了这位 28
岁的网格长。

“这屋里怪冷的，阿姨
你可要注意身体。”刚进协
作路社区 61 号院李养琴的
门，何冰便寒暄道。李养琴
老伴患病在住院，何冰知道
后就过来看看，顺便把自来
水公司“一户一表”改造进
展告诉她。

协作路社区 61 号院内
有几栋老楼一直未进行“一
户一表”改造，平时水费按
户均摊，由于每户人口不
同，用水量有差异，每月收
水费都会有争执。何冰跑
东家串西家解决争议，一个
目的：不能因欠费停水。为
解决这个遗留问题，去年他
协调供水单位进行“一户一
表”改造。现在申请表已交
上，正排队等候安排施工。

“变管理为服务居民很
欢迎。”何冰的体会是，做好
社 区 工 作 主 要 是 搞 好 服
务。说着容易做着难。何

冰一到社区就遇到件难事：
协作路 61 号院临街楼有几
家饭店扰民，群众苦不堪
言。居民张淑英找到何冰
投 诉 楼 下 热 干 面 店 的 问
题 。“ 住 宅 楼 下 不 能 开 饭
店。”查明政策，何冰便利用
网格系统直报，最终辖区工
商所依法下达停业通知书，
并将饭店取缔。

“何冰，来，快坐下暖
和暖和。”何冰刚进冯先国
的饰品店，店老板便热情
地招呼着。何冰和冯先国
以前似“仇家”，现在成兄
弟。去年 7 月，四川攀枝花
的冯先国花 4 万元转让费
从一浙江租户手中接下这
个小店，准备卖“千里香馄
饨”，哪承想这里刚纠正过
几户住宅楼下开饭店的问
题。门头正装修，何冰一
天几次来讲政策，有事没
事边拉家常边劝导，最终
说服了冯先国转行卖起箱
包。“现在生意怎么样？”记
者问。“这里靠近医院，卖
包虽不如开饭店赚钱，但
每月也能收入五六千元。”
冯先国高兴地说。

何冰腿勤、嘴勤、手勤、
脑勤，经常和居民聊天了解
需求，多想办法为群众办
事。在他的奔波下，配合该
家属院修了停车场、平整了
活动场地、安装了健身器
材，社区干净整洁，秩序井
然。他们还利用社区文化
中心的微讲坛、微体验、微
公益、微课堂等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

自从成为协作路社区
第一网格长后，何冰善学好
思，边学边干，很快和居民
打成一片。如今这个有410
户人家、1247 口人的社区，
谁家有事都找到这个“大男
孩”。“小事不出网格、大事
不出社区”，何冰这个网格
长成了居民的贴心人，他也
在服务中体验到无比的成
就感。

何冰到居民家中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