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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伟彬 高凯 文/
图）献出一份爱心，拯救一个家庭！
7 月 29 日，在新郑妇产医院一楼大
厅，全体员工将一份份爱心放入捐
款箱，帮助一个不曾相识但命运不
幸的家庭。

据该医院妇产科主任李花婷介
绍，前几日她看到了《可怜父子病房
安家》的新闻，极大地触动了她。在

省医院一家病房，一个年仅四岁的
小男孩陪在父亲的病床前，一年前，
他的母亲因额窦癌去世，而今他的
父亲也因得了复杂性白血病与病魔
进行着殊死搏斗。天真无邪的他没
有像其他孩子一样的童年，面对即
将失去的父亲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天一早，李花婷就请假要
去郑州看望孩子，医院负责人詹国

泰询问后，也很同情这个不幸家庭
的遭遇，经过院领导会议通过，发动
全院干部职工一起捐款帮助这个不
幸的家庭。

在当天下午的捐款仪式上，短
短的20分钟就收到该院干部职工爱
心捐款 5745 元，并在当天下午第一
时间将这份爱心捐款送到了孩子父
亲手中。

7月 25日，家住新郑市和庄镇老庄刘村
的刘大爷想要取点钱家用，但他却走进了村
里的一家便利超市。在一部计算器模样的

“取款机”前，他熟练地刷卡、输入密码、取
款、登记……原来这里是新郑市农商银行设
立的“助农取款服务点”。

“过去村里没有取款点，每次都得趁着
去镇上的机会取钱，不说花费不少坐车钱，
更花费了大量时间。有时候特别着急用钱，
还得到左邻右舍去借。现在银行在村里设
立助农取款服务点，只要有需要，随时支取

很方便，还能查询账户信息，银行这种服务
真是好！”刘大爷开心地告诉记者。

一个商户、一张“助农取款服务点”标识
牌、一部POS机、一张银行卡已成为助农取款
这种新型农村支付结算方式最形象的概括。

该市和庄镇一家便民超市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自从超市与农商银行合作开设了
助农取款服务后，不仅方便了老百姓取款、
领补贴，也给超市带来了更多生意。不管是
白天还是夜里，我这儿总是热热闹闹的。每
次大家在我这儿取的钱其实都是我自己先

垫付的，之后农商银行会将取款人账户中相
应的金额转划到我的银行卡里，同时付一定
的手续费或补贴，挺好的。”

据了解，为让广大农民朋友接受“助农
取款服务点”这一新生事物，新郑市农商银
行通过一系列生动形象的宣传，主动选取一
些有经济实力、信誉良好、有服务意愿的商
户发展成合作对象，主要为群众提供小额取
款、查询等服务。

据该市农商银行和庄支行相关负责人
介绍，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取款机这些

金融服务在城市居民看来很方便、快捷、常
态化，但是多年来，它们在农村一直无法有
效地普及。为此，该行选取人口比较多、离
金融网点较远的行政村设立助农取款服务
点，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使农民群众足不出
村就享受到方便、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如今，随着一个个助农取款服务点成立
落户，村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小额取款的便
利，在此带动下，农村使用银行卡的风潮也
渐渐刮起，住在一些偏远乡村里的农民也开
始逐步与先进的金融理念接轨。

今年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因为
一边是创下历史新高的毕业生规模——来
自教育部公布的数字称：2013 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达 699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 19 万，
刷新纪录；一边是计划招聘岗位数的下降
——权威部门对全国近 500家用人单位的
统计显示，2013 年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
为15%，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

如何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成为新
郑市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广大高校毕
业生关注的焦点。连日来，记者走访新郑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新郑市零工市
场，了解该市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人社部门
引导毕业生多渠道就业

7 月 28 日，记者从新郑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享受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的高校毕业生可享受一次性
求职补贴，每人 1000 元。另外，为帮助高
校毕业生积累工作经验，人社部门每季度

集中发布一次见习岗位，安排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见习补贴标准为每
人每月500元。

为拓宽就业渠道，引导高校毕业生多形
式就业、创业，新郑落实了中小企业吸纳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税收、金融、社保补贴等扶
持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
并积极做好人事代理、职称评定等服务工
作。除此之外，新郑积极开发基层岗位，不
断推进“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
一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级岗
位计划”、“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
服务基层政策，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基层就
业。另外，新郑加大扶持力度，为高校毕业
生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开发、创业培训、融资
服务、开业指导、跟踪扶持等创业服务。

用人单位
技术性人才紧缺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高校毕业生就业，
新郑市零工市场免费提供职业介绍、职业

培训，并于每周六联系用人单位进行现场
招聘面试。

7月27日9点，记者在新郑市零工市场
看到，服务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咨询找工
作的大学毕业生络绎不绝。在《用工单位
登记表》上记者看到有几十家招聘企业的信
息，内容包括招聘职位、人数、相关要求、工
资待遇等。招聘职位包括市场营销、普工、
技工、管理、文秘、会计等，许多招聘企业在
招聘信息上都标明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一家公司招聘负责人说：“我们这次想
招8名销售助理，要求能吃苦耐劳，有经验
者优先。现在已经有 5 名大学生来应聘
了。”正在填写个人信息的牟鹏告诉记者：

“现在大学生就业比较困难，我打算先找一
份销售工作干着，自食其力。”一家锅炉公
司的招聘负责人说：“我们想招1名技术人
员，因为专业性强，要求必须是对口专业的
大学生。我们已经连续来了 3 次，希望今
天能招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很多用人单位更

倾向于有一技之长的学生，营销类、服务类
人才十分走俏，就业需求量也较大。技术
性较强的人才比较短缺，许多中小企业面
临招工困难。

毕业生
先就业后择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面对眼下严峻的
就业形势，许多毕业生不再寄希望于走出
校门就能找到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他们
开始转变观念，选择先就业后择业。

在新郑零工市场，记者见到了洛阳师范
学院会计专业毕业生程蕾。程蕾的手中拿
了5份招聘信息，她对记者说：“我想找一份
会计工作，但会计专业求职者较多，不一定
能找到。如果找不到会计职位，我打算先找
一份工作干着，积累一些社会经验，然后在
工作中继续找合适的单位。毕竟学的是会
计专业，不想荒废了。”程蕾表示，现在大学
生就业越来越难，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她的
同学早在今年3月就开始联系工作单位了。

申茜茜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
生，她说：“父母供我上大学不容易，我从大
二开始就利用假期勤工俭学，积累了一些
社会经验。我现在正在选择去哪家公司工
作，无论怎样，我都要尽快就业，坚决不做

‘啃老族’。”

“常回家看看”
入法引热议

本报记者 刘佳美高凯

十多年前的《常回家看看》之所以能红遍大江南北，
是因为它唱出了众多父母、游子的心声。对于从小就接
受“百善孝为先”教育的中国人，一直将“常回家看看”当
做孝敬父母的基本道德。

前不久，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正式实施，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但多久回家一
次才算“常回家”？如何监管这一行为？实施的可行性有
多大？新法实施后，立即引起了新郑市民的热议。

赞同：是对老年人精神的慰藉
采访中，不少市民对于此项规定表示赞同。在新郑

某事业单位工作的贺永禄告诉记者，结婚后，他就和父母
分开居住，但即使再忙，每周他和妻子都会带着孩子回父
母那里住两天，陪他们聊天、散步。在他看来，“常回家看
看”写入法律是件好事，最起码能提醒子女要常回家看望
父母。

“看着一大家子人在我跟前有说有笑，我的心里才不
会空。”今年 65 岁的陶福喜独自一人在该市和庄镇陶庄
村的家中居住，两个儿子都在郑州打工，平时除了周末，
家中就只有她自己。“人老了，没个人说话，看着空荡荡的
房子，心里憋得难受。孩子们能回家，这比给我买什么都
高兴。”对于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陶福喜显得很激动。

担忧：真正落实困难多
在采访中，有不少年轻人表示，自己也想回家看望父

母，可却是心里有苦说不出。“不是不想回家，是回家一趟
确实不容易。”老家在洛阳的肖大宝在新郑市一家公司任
职。他说，自己一般半年才回家一次，虽然公司也规定有
探亲假，但主要是针对未婚青年，像他这样已婚且有配偶
在身边的，要工作满3年才能休假，所以平时他只能给父
母打电话报声平安。

23 岁的楮磊在新郑的一家建筑工地上打工。他告
诉记者，自己在外打工挣的钱有一半用在房租和生活费
上，其余的都寄给父母。刚外出打工的头两年，他还会回
家看望一下父母，这几年为了给在农村的父母改善一下
居住条件，他打了三份工，花钱时也变得精打细算起来，
回家的次数也就更少了。

“常回家看看”入法后，谁来监督执行？“常回家”中的
“常”指的是多长时间一次？这个该由谁来界定？采访
中，许多市民对此条规定提出了质疑。不少市民认为，

“常回家看看”入法容易执行难。

专家：入法更要入心
“这条规定其实是针对当下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需求

不断增加而制定的。”新郑市明言律师事务所的周光律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随着目前家庭模式的转
变，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紧跟社会节奏，子女与老人聚少离
多，是导致空巢老人增多的主要原因。新法能在一定程
度上强化子女赡养父母的责任观念，鼓励大家常回家看
看，这样也更易于缓解当前空巢老人出现的各类问题。

“‘常回家看看’入法更应入心。”郑州大学西亚斯国
际学院法学院张广仲老师认为，在我国2亿的老人中，有
一半过着空巢生活，其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逼人尽
孝’不如‘促人尽孝’。用人单位要为子女提供‘常回家看
看’的条件，比如规定员工每年享有数次带薪回家看父母
的假期。也可将孝敬父母作为提拔干部的衡量标准，在
辖区设立‘孝心本’，对子女看望父母的次数进行监督。”
张广仲说，如果能从制度上促人尽孝会更好。

爱车加油，
你自助了吗？

本报讯（记者 刘冬 实习生 刘宏恩）7 月 23 日，
记者在郑新路新村段的某自助加油站看到，不少车
主通过自助加油机给自己的爱车加油。这种自助方
式吸引了不少车主前来“取经”，然而方便快捷的同
时，自助加油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一定要注意正
确操作。

记者在自助加油站看到，为方便客户加油，每台
加油机上都贴着自助加油流程图，车主只需按插卡、
输入密码、输入油量、打开油箱提枪加油等流程操
作，整个过程两三分钟就能完成，车主们再也不用排
队加油了，大大提高了加油的效率。据了解，自助加
油不但能够省时，而且能够省钱，每升油能够省3到
5分钱。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来自助加油的车主，其中
车主刘先生告诉记者：“自助加油既方便又快捷，不
但省去了排队时间，更关键的是实惠，别小看这5分
钱，加得多了，省下的钱自然就多了。”但是对于作为
一个自助加油的新手李先生来说，这个过程却不太
顺利。“自助加油的确很新鲜，我也愿意尝试，可是刚
接触还没有操作熟练，感觉不是太方便。”李先生表
示会慢慢适应这个转变，但让他最不放心的是加油
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据加油站负责人介绍，自助加油是一种发展趋
势，而对于安全问题，需要提醒广大车主注意的是安
全操作最重要。自助加油时，车辆要熄火，切勿拨打
手机、发短信等。同时，在加油站内不能抽烟，加油
期间避免触摸头发，由此产生的明火和静电存在极
大的安全隐患。另外，一定要仔细看清加油机上的
油品标志，一旦大意将柴油错当成汽油加进爱车，将
会导致车辆无法使用。

近日，新郑市质监局举行“走进质量大讲堂”活
动，数百名孩子走进企业，聆听工作人员关于食品安
全和消费维权等方面的知识。图为孩子们参观位于
新郑的河南达利集团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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