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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关注

“一学三促”活动开展
以来，新郑市各单位在不
断提升服务水平的同时，还
不断改善服务场所环境。图
为该市新建路街道工作人
员用花卉装点便民服务大
厅，为前来办事的群众营造
宾至如归的温馨气氛。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高伟红 摄

经济发展报告（之五）

一直以来，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
善民生，是新郑市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
姓的郑重承诺。无论是住房还是就业、
教育还是医疗，困难群体都成为政策优
先扶持的对象，低收入群体都成为民生
政策关注的焦点。

大病补贴暖人心
9月4日，当74岁的新郑市具茨山管

委会柿树行村村民赵留栓，接过6万多元
大病理赔款时，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感
谢政府的好政策，大病保险真是减轻了我
们农民的负担。”4月30日，赵留栓被诊断
为主动脉夹层动脉瘤，两次住院医疗费
16万元。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让条件本
来就不好的家庭雪上加霜。但由于是参
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员，赵留栓经新农
合补偿2万多元后，又得到中国人寿提供
的50%大病保险补偿款6万多元。

参合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对于新
郑市50多万参合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件好

事、实事。截至目前，该市共有近 600 名
参合群众符合大病保险补偿待遇。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相结合的运行
模式建立后，参合农民患重大疾病时的保
障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大大缓解了农村居
民“一人得大病，全家陷困境”的局面。

创业就业不再难
见到冯跃增的时候，他正开着洒水

车进行作业。今年 3 月份，46 岁的新郑
市民冯跃增，下岗之后一直找不到合适
的工作，他到该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大
厅根据自己会开车的特长填写了再就
业报名表。1 个月后，经过审核、培训他
成为离家不远的市环卫公司的一名路
面洒水员，享受岗位补贴、社保补贴以
及所在单位的工薪等惠民政策，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真没想到像我这样的下
岗工人还能再次就业，我本来是抱着碰
碰运气的想法报名的，仅1个月我的工作
就有着落了！”

为做好全市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的援
助工作，新郑市积极开发适合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的后勤服务、保洁保绿、家政等
服务业，通过提供常年免费就业培训、公
益性岗位安置、优惠政策扶持、鼓励自谋
职业等有效措施，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保证“零就业家庭”出现一户解决一
户，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的目标，
及时掌握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动态，有力保
障了公益性岗位工作落到实处。今年以
来，该市新增城镇就业再就业岗位 6719
个，其中安置公益性岗位 395 个；小额担
保贷款累计发放 5367 万元，其中个人创
业贷款4067万元，企业贷款1300万元，有
效保障了就业再就业工作的落实。

小巷深深情更深
小巷虽小，却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

相关。由于车辆增多，有些小巷路面破
损严重，下雨时坑洼积水成为一个个“陷
阱”，居民出行十分不便。近日，记者在

新建路郑花巷看到，原来“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的路面，如今已是干净整
洁，排水畅通。一位姓王的老大爷说：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多年，以前出门经常
脚踩泥，现在好了，路又宽又平。”“背街
小巷改造真是太好了。”提起背街小巷改
造工程，这里的居民刘卓才出口就是赞
扬：“路面修了以后，大不一样，出行很方
便，背街小巷改造真是实实在在的民心
工程啊。”

按照“水通、路平、灯明”改造标准，
在今年背街小巷改造工程中，一些没有
安装路灯的小巷还安装了路灯，晚上居
民不会因为看不清路而不便出门。截至
目前，该市城区 29 条背街小巷综合改造
工程已经提前完工，现在正在进行路灯
安装工作。

一批批民生工程相继竣工，一笔笔
民生资金及时拨付，一张民生保障网正
在不断延伸，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惠及
新郑百姓的同时，也温暖了他们的心田。

民生工程普惠新郑百姓
本报记者 赵丹沈磊边艳

学习精神学习精神 促作风转变促作风转变 促科学发展促科学发展 促民生改善促民生改善

这是2013年8月的一天。
烈日下，阳光里，新郑市新

村镇裴李岗村的村民们正在自
家玉米地里浇地。看着干渴的
玉米咕咚咕咚地喝着甘甜的
水，他们别提多高兴了。

可是谁也想不到，就在前
一天，该村的村民还正在为浇
地苦恼着呢。原来村里农田机
井的水表坏了，这个机井所负
责的120亩地有一半以上还没
有浇上呢。

镇里的包村干部张青峰在
走访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
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联系技术
人员前来修理。检查、修理、调
试，经过几个小时的修理，水又
哗哗地从井里流了出来。

村民的谈笑声与水流的声
音重叠在一起，成为了当天裴
李岗村最美的一幅画面。

而这只是新村镇深入开展
“一学三促”活动的一个场景。
到群众中去走访调研，帮助群
众切实解决问题，成为该镇力
争达到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

“双赢”的重要途径。
真心诚意听取群众意见，

时 刻 把 群 众 的 冷 暖 放 在 心
上。在该镇社情民意排查表

上，记者看到的都是一些琐
碎的事情：某某村文化大院
的远程教育系统无法观看，
某 某 村 邻 里 之 间 发 生 了 纠
纷，某某村的有线电视线路
被车子挂断……

“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
哪怕是再小的事情，对于群众
来说都是生活中的大事。”该
镇另一包村干部对记者说，在
走访调研中，虽然苦点累点，
但是看到群众遇到的难题都
一一得到了解决，他们的内心
也会感到欣慰。

社情民意就是天。“我们全
体党员干部与群众面对面交
流，倾听群众对基层工作开展
情况的意见和建议，收集了大
量信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
进一步拉近了干群关系，为各项
工作推动提升了助力。”新村镇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走访
调研，他们也清醒地看到了在工
作开展当中的很多不足，针对群
众重点关注的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
各项问题和党员如何发挥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等方面提出的意
见，他们将深刻反思，积极寻求
解决办法。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张宝文到新郑调研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高凯）9 月 2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一行到新郑市好想你枣业
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省、郑州市领导储亚平、白红战、朱专
兴及新郑市领导王广国、李书良、李志强、苏铁林陪同。

张宝文一行先后到中华枣文化博物馆、枣产品加工车
间、红色枣园革命文物展馆实地察看，对新郑市依托红枣资
源，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要求该
市要继续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农业产业化向
更高水平发展。

抓项目促进度 抓招商促投资
坚定不移推进新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9 月 23 日，新郑市领导王广

国、刘建武、关民安、王建民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新郑新区
调研项目建设。

该市领导一行先后到轩辕湖景观工程、创业服务中心、新
郑新城第二社区、望京新城、中兴广场等地进行实地察看，详
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和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实地察看和听取汇报，该市领导要求，新区建设时间
紧、任务重，相关部门和施工单位要抓好项目进度，科学组织
人力物力，做到项目促开工，开工促进度；要抓好投融资，完善
相关政策，为项目建设提供保障；要抓好招商引资，招引一批
商业、文化旅游、行政办公等有拉动性、带动性的项目；要抓好
管理及班子建设，坚持目标导向，坚定信心决心，确保新区建
设早出形象。

创新举措 务求实效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高凯）9 月 16 日，新郑市召开第 55 次
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工作周例会。该市领导刘建武、陈莉、王俊
杰、孙淑芳、付桂荣、汤晓义等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重大项目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大局，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周例会制度，形成长效机制，认真落
实会议形成的一致意见和行之有效的办法，齐心协力、通力协
作、统筹推进，破解难题；同时，要高度重视跟踪问效，加大督
查力度，建立激励机制，真正使重大项目推进周例会成为富有
成效、推动工作的会议。

着力打造现代综合交通道路体系
本报讯（记者 沈磊）9月18日，新郑市召开加快推进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专题会议。该市领导刘建武、孙淑芳和相关单
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该市领导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提前谋划，按照
十二五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加快东西路网建设、南北路
网畅通，强化城内与城外道路贯通，加快新郑与大郑州、与航
空港的衔接，不断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着力打造完善、高效
的现代化综合交通道路体系。

新郑拟建具茨山
国际休闲度假区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9月18日，新郑市召开老区扶贫开
发建设协调会。该市领导刘建武、左建新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在开发建设中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安置就业，通
过改善生产方式，引导群众改变生活方式；要坚持开发与保护
并重，挖掘历史内涵，提升文化品位，将具茨山国际休闲度假
区打造成为集历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为一体的休闲度
假胜地。

“迎国庆讲文明树新风展风采”
系 列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启 幕

本报讯（记者 边艳）9 月 18 日，新郑市第十一个“公民道
德宣传日”暨“迎国庆·讲文明·树新风·展风采”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正式启动。该市领导刘建武、缑云峰、王海民出席活动。

据了解，此次系列志愿者服务活动一直延续到十月初。
其间，该市将组织全市46家文明单位参与系列志愿者服务活
动，参与活动人员现场签名寄语、开展广场便民服务、义务献
血、“维护溱水生态，共建美好家园”、慰问道德模范等多项志愿
服务活动，以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迎接新中国的64周年华诞。

人 大 代 表 视 察
十件实事办理情况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刘冬）9月23日，新郑市人大常委会
领导李书良、王军生、孙阔、彭德成、郭明熙、王金灿、左建新、
杨流带领部分人大代表，就 2013 年新郑市政府承诺办理的

“十件实事”办理情况进行视察。该市政府副市长赵建武、缑
云峰陪同。

通过实地察看，代表们对该市“十件实事”办理情况表
示满意。同时建议，要继续把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放在政府
工作的重要位置，要将办理的着眼点放在抓落实、促进度
上，严把时间关和质量关，有效推进项目实施，确保把实事
办实、好事办好。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
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
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
活动的最高标准。多年来，新郑
在推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坚定
不移地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改善
民生，不遗余力地为群众办实事、
谋福祉，全市人民的生活质量和
满意度显著提升。

就业岗位更多了，职工工资
增加了，城市低保标准提高了，
农民有了基本医疗保障……从
生活质量到生态环境，新郑通过
坚持不懈的努力，拓展着民生工
作的内涵与外延。这种着眼于
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民生”观，让
60万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改善民生没有终点，要不断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让老百姓得到更多
好处。而开展“一学三促”的最终
成效体现在解决好群众最关心、
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真正让
群众受益，让群众满意。

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着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幸福新
郑，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
主体作用，坚持问计于民谋民
生、问需于民保民生，从人民群
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把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进一
步深化和体现。

着力和改善民生，要切实办好政府实
事，对已启动办理的实事，相关单位部门要
按照“能快则快、能超则超”的原则，倒排工

期，高效落实，争取早日完成，对
尚未动工的实事项目，要确保按
期完工，让群众尽早享受发展成
果；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围绕
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居住环境、完
善公共服务、实现财产权益的目
标，多为群众着想，从体制机制
着手，不断地进行探索和研究，
结合各自实际，想高招、出实招、
求实效、主动作为，科学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实现群众资产大
增、收入更高、生活质量更好、社
会保障面更宽，确保群众利益最
大化；要持续提升社会服务管理
水平，把深化坚持依靠群众推进
工作落实长效机制作为全市开
展“一学三促”活动的重要载体
和特色措施，持续探索，抓好结
合，实现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
化，不断扩大网格化管理成效。

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但
是发展必须惠及民生幸福。只有
坚持发展的过程和发展的目的都
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
文化需求，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
到发展成果，才能使科学发展成
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我
们一定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
生之忧，把是否以人为本，是否为
人民群众谋幸福，作为检验和衡
量我们一切工作的重要标尺，进

而把幸福变成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物质精
神享受，让新郑人民过上更加富裕、文明、有
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好日子，实现幸福新郑建
设的美好愿景。

社情民意就是天
本报记者 赵聪聪 通讯员 苏鹏飞

本 报 讯 （记
者 沈磊）9 月 22
日，记者获悉，在省
地方经济社会调查
队发布的《2013 年
度河南省百强乡镇
评价报告》中，新郑
市薛店镇、新村镇、
龙湖镇、辛店镇、城
关乡、梨河镇六乡
镇进入2013年度全
省百强乡镇行列。

据了解，此次
百强乡镇评选工作
以科学性、系统性、
可比性、可操作性
为原则，涵盖经济
发展水平、社会发
展 水 平 、基 础 设
施 水 平 、人 民 生
活水平、可持续发
展 5 大方面、26 个
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