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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
象乾）新郑市梨河镇高辛庄的李永
贵退伍后一直四处打零工，为找到
合适的工作，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到新郑市劳动部门登记了个人求
职信息，却没想到很快就接到劳动
部门打来的电话。昨日，记者从当
地了解到，李永贵经过培训后，现
在已成为郑州加加味业有限公司
的一名员工。

在新郑，像李永贵这样能方便
快捷地找到工作的农村劳动力越
来越多，他们都得益于该市多渠道
搭建了能辐射全市各地的就业信
息平台，并不断加大就业培训力
度，使一大批求职者顺利掌握了就
业技能，成功走上工作岗位。

在就业信息发布方面，该市强
化服务，依托人力资源市场和职业
中介机构，及时收集企业用工信息，

并通过网站对外发布。据了解，今
年以来，已有 107家各类用人单位
进行了招聘用工登记，并提供用工
岗位8000多个。另外，今年该市还
重点抓好为期三个月的“春风行动”
和为期一周的“民营企业招聘周”活
动，集中提供就业岗位10800多个，
并达成用工意向5000余人。同时，
特别为移民村量身打造用工专场
招聘会 6场，并向移民发放宣传册

3000多份、招工信息120多条、提供
岗位2500余个。

在就业培训方面，该市针对用工
方的用工需求，及时整合信息，对剩
余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帮助城乡劳
动力掌握就业技能。同时，通过与高
校联合、校企联合，依托新郑市技工
学校建设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
组织高技能人才培养567人，企业职
工技能提升培训3447人。另外，为

适应当下用工的各色需求，该市还多
种形式、多层次先后开办了焊工、电
子、美容美发、家政、酒店管理、企业
管理、种植和养殖等培训班，共培训
19033人次，其中18804人实现了就
业和再就业。

据统计，截至目前，新郑市已
经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959
人，就业前培训 16207 人，专业技
能培训8558人。

“柴莉莉真是个贤惠孝顺的好媳
妇，在她婆婆生病的时候，她天天给婆
婆喂饭，端水擦身，洗头洗脚，端屎端
尿，比亲闺女还亲。”“老高真是前世修
来的福气，有这样的好媳妇……”这是
高村乡吴村的几位大伯大妈正在议论
和表扬他们村里的好媳妇柴莉莉。

柴莉莉嫁到吴村已经 19年了。她
因孝敬长辈，夫妻恩爱，和睦邻里，连年
被评为村里的好媳妇，孝顺公婆的好名
声在吴村家喻户晓。

婆婆高兰英患有糖尿病，在饮食上
有诸多禁忌，柴莉莉从医生那里详细了
解了糖尿病人的衣食住行等注意事项，

每顿饭都按照老太太的饮食要求来
做。也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孝
敬，让婆媳俩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2010年5月份，高兰英患脑梗塞，被
家人送到了市中医院。由于床位紧张，
柴莉莉和丈夫就打地铺睡在婆婆身边，
柴莉莉细心地给婆婆洗头喂饭、擦身洗
衣、端屎端尿，还经常讲些身边的新鲜
事讨老人欢心。邻床的病友得知她是
老人的儿媳妇时，都羡慕老人有福气。
婆婆的双眼湿润了，紧紧拉着柴莉莉的
手说：“闺女辛苦你了，都是我这个病身
子拖累了你……”

柴莉莉在照顾好婆婆的同时，还经常

看望帮助村里的孤寡、空巢老人。2003
年，吴村选举妇女主任，村民们都不约而
同地将手中的一票投给了柴莉莉，使她一
连几年都以最高票当选村妇女主任。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柴莉莉的
娘家在高村乡穆寨村，他们村北就是历
史上二十四孝之首王祥的坟冢。从小父
亲就给她讲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柴
莉莉经常说：“我一定要把‘贤孝’这个传
家宝传承给自己的子女。”因为日常生活
中的榜样引领，柴莉莉的一双儿女也非
常优秀上进，孝敬老人。母亲节或者是
生日，柴莉莉在外上大学的女儿总要为
母亲送上祝福。

新郑再转移农村劳动力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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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莉莉正在给婆婆按摩。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李伟杰）
“水有了，路硬了，幸福的日子也就到了。”
看着直通家门的水泥路，康店镇北油殿村
老李笑开了花。日前，记者从巩义市了解
到，自“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
机制群众工作队驻村工作启动以来，巩义
市群众工作队从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入
手，跑项目，筹资金，修路、打井、饮水……
共协调各类帮扶资金 4075.8万元，大办实

事好事，赢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
因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产业结构

单一、康店镇北油殿村年人均收入只有1400
元，是省级贫困村。群众工作队科学制定三
年帮扶规划：第一年打基础，第二年抓提高，
第三年促巩固。目前，总投资近200万元的
阵地建设、打井引水、道路硬化、基础设施配
套、农业综合开发等工程项目，已圆满竣工，
价值约200万的整村推进项目申请正在审

批中，此项目的实施，将使该村的基础设施、
文化场所、整体面貌等得到进一步改观。

自2012年群众工作队工作开展以来，
共协调各类帮扶资金 4075.8万元，引进帮
扶 项 目 1511 个 ，累 计 整 修 、硬 化 道 路
453.47公里，修建、整修大小桥涵17座，新
修水渠 42780 米，维修水库、塘堰坝等 21
个，架设维修电线63319米，实现了帮扶一
村，变化一村，见效一村。

巩义群众工作队协调四千万元帮扶贫困村

竹林镇镇长当选
全国妇联执委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王晓辉）昨
日记者从巩义市了解到，中国妇女第十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日前在北京闭幕。会议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第十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296名，巩
义市竹林镇镇长李书转高票当选，成为我省
农村基层女干部的代表。

1983年，李书转当选为竹林村第一任村
长，经过11年努力，群众收入增加了30多倍，竹
林村成为文明富裕先进村。1994年竹林建镇，
任竹林镇第一任镇长，截至2012年，竹林镇人
口发展到近两万人，人均收入达到19200元，比
1982年增长了240多倍。此前，李书转分别于
1989年和200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今年
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荥阳首部微电影
《风雨真情》开拍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李显文）前
日,荥阳首部微电影《风雨真情》开机仪式在荥
阳举行，并进入开拍阶段。

据了解,微电影《风雨真情》讲的是一对事
业成功而陷入婚姻危机的夫妻的故事。女主角
想要挽回自己的婚姻，于是和丈夫一起去以前
两人艰难打拼时吃馄饨的地方。女主角用真情
打动丈夫，挽回了即将崩溃的婚姻。该片以微
电影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社会中年人
群的感情、婚姻真实状况。特别是经历了风雨
坎坷走向富裕之路的成功人士，在这个物欲横
流的时代应如何操守自己的感情和婚姻。

微电影计划拍摄制作完成后将在各个主流
电影网站广泛播出并参赛微电影节。

新密地税敞门听建议

征集可行性建议80条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 通讯员 李清喜）税
收服务还有哪些要改进的地方？纳税便捷程
度还有哪些提升空间？近日，新密地税局面
对全市纳税人，开展“敞门听建议”活动，近一
月时间，征集到可行性建议80条。

配合活动，新密地税局提出了“五个利
用”：利用户外意见箱“集意见”。在办公楼大
院门口和各办税窗口设置意见箱；利用热线
电话“听意见”。开设电话投诉专线，指定专
人接听。利用座谈会“求意见”。党组成员参
加纳税人代表座谈会。利用走访“谈意见”。
该局负责人走访所聘请的 30名行风特邀监
督员，共商解决问题的办法。利用调查问卷

“填意见”，累计向社会各界发放调查问卷共
计 500余份。截至目前，“敞门听建议”活动
共征集到可行性意见建议80条。

家居闹市，双叶木门，土砖泥墙，家中烙
画随处可见，画面色调丰富，层次高雅，栩栩
如生，这就是烙画名家王国显的家。10月30
日，记者在登封市西南街见到了他。

王国显今年 61 岁，祖籍平顶山叶县，
出生书香世家，自幼跟随家人学习烙画，
年轻时候的王国显辗转许多地方，“我和
老伴一直在外创作，后来来到嵩山，一下
子来很多创作灵感，就决定在登封安家。”
王国显和家人 1990 年落户登封，先后创作
了许多关于嵩山的烙画，每部作品都受到
市民喜爱。他表示要把嵩山地区所特有
的文化和宗教都用烙画表现出来。

“烙画是中国民间艺术，现在国内学
校还没有烙画专业课，所以我更要把这种
艺术传承下去。”他教过无数的烙画爱好
者，倾尽了自己所有的技巧，他的女儿也
不负父望，手法日趋成熟。王国显不但会
烙画，反笔书法，剪纸画他都精通。

王国显告诉记者其烙画作品《清明上河
园》已被河南博物馆收藏。回顾自己走过的
几十年，说：“很精彩，很多美好回忆，对艺术
创作深爱并且无怨无悔。”

登封有个烙画名家

巩 义 前 三 季 度
地税增收1.7亿元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刘柱）日
前，记者从巩义市地税局了解到，截至 9 月
底，巩义市地税局累计各项税收收入 126165
万元，同比增长16.1%，增收17492万元。

“现在缴税太方便了，一分钟税票就开出
来，还有现在税务部门的服务是越来越好，免
费发放缴税指南，上门服务。”巩义市某建材
店老板满脸笑容的拿着刚领出的发票离开办
税服务大厅。以上只是巩义市地税局加大便
民服务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巩义市地税局
坚持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同步推进，实现“同
城通办”、“财税库银”、“网上申报”等更加方
便快捷高效的服务方式，实现了前三季度的
增收。此外，通过成立纳税人培训学校，精心
组织“为纳税人服务日”、办税服务厅开放日
等灵活多样的征纳互动活动，也增强了纳税
人对地税工作的了解，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
满意度，使税收收入平稳增长。

解决7万人饮水不安全问题

荥阳夺得“中州杯”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素萍 张
玉净）昨日，从郑州市冬春水利暨高标准农田
建设现场会上传来喜讯，荥阳市夺得 2012~
2013 年度郑州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州
杯”奖杯。这是该市近年来首次获此殊荣。

据悉，“中州杯”是郑州市政府设立的水
利行业最高荣誉奖。2012年，荥阳市水务部
门投入资金1.17亿元，全面开展以河道治理、
饮水安全、节水灌溉、机井升级改造等为重点
的水利工程建设。以集中供水工程为重点，
解决了7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实施寺河、
王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对枯河、索河、汜水
河进行一期治理，在全市41个小流域的13个
乡镇（办事处）217个行政村建设监测预警体
系，实施农田灌溉机井升级改造工程，完成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2.4平方公里，全年新
增有效灌溉面积 3000 亩、旱涝保收田面积
1000亩、节水灌溉面积 5000亩，恢复和改善
灌溉面积35000亩。

中牟开展“一学三促”
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磊 程鸿
光）“通过‘一学三促’活动的开展，我深感责任
重大，作为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发挥先锋
作用。”近日，中牟县教体局的选手王慧娟赛后
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为进一步推动“一学三促”活动深入开展，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工作，加强学
习实践，增强群众意识，提高服务基层、服务群
众、服务事业发展的能力水平，中牟县组织开展
了“一学三促”活动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全县各
单位、各乡（镇、街道）及大学生村干部等109名
选手参加比赛，通过预赛的激烈角逐，最终 33
名优秀选手进入了决赛。

选手们以“转作风、比干劲、优服务、促发
展”为主题，结合各自单位在工作中转变作风、
推动发展、为民服务的好典型、好做法、好经验，
结合个人的思想、工作实际，畅谈感想和收获。
比赛选手通过身边的真人、实事，讲述了在基层
工作的点点滴滴、中牟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
生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对“一学三促”活动的感
悟和体会，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远 程 教 育 搭 建
城关镇农民致富桥

本站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韩红瑞）“这
个节目我爱看，对发展养殖业帮助很大。”日
前，新密市城关镇甘寨村村民邵二伟，在自家
观看从村书屋借来的远程教育“生猪疫病防
治”碟片时介绍道。

农村党员干部群众学习、发展和文化生
活的需求日益增多，该镇积极利用远程教育
平台为党员群众受惠增收搭建致富金桥。该
镇9个远程教育接收站点将村文化书屋分类
整理出的图书、音像等资料，借阅给党员群众
在家学习和观看，打造农村党员干部“家庭课
堂”。依托农村专业合作社、产业园区、种养
殖基地在全镇范围内建立了 28个农村党员
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实践培训基地。在开展农
村实用技术培训时，先通过远程教育设备在
线学习，学完后组织群众到实践培训基地，进
行现场讲解和实际操作，巩固在线学习内
容。目前，已落实 49名技术指导员对 335名
农民科技示范户开展结对帮扶工作，今年以
来累计指导农户1740人次。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邢晓
玲）“劲丰路占地 35亩，涉及六里岗村群
众 28户，坟头 23个，养殖场 1个。为尽快
清障，我们工作人员每天 5点多就上门找
群众做工作，有时一户群众需要找六七
次，家里没人到地里找，到打工单位找，直
到把工作做通。”11月 6日，在中牟县汽车
产业集聚区劲丰路施工现场，东风路街道
分包项目负责人屈炳峰回想起前段时间

的工作，仍历历在目。
近年来，中牟县加快新型城镇化建

设步伐，中牟汽车工业产业集聚区总规
划面积由原来的 21 平方公里达到 71 平
方公里，由汽车及其零部件生产制造和
汽车后市场服务两大板块组成。2013
年，计划入驻企业 30 家。10 月集中开工
项目 13 个，总投资 25.06 亿元，总占地面
积 894 亩 ，建 成 后 预 计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24.93 亿元，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3.5 万人。
为使项目顺利入驻，东风路街道包村领
导、包村办公室联合村组干部、群众代
表、联户代表深入被征地农户宣传调查，
采取“一线工作法”，每天早上 5:30、中午
12:00、晚上 7:00在村委集中，各组汇报工
作情况后再分头入户。对涉及的各户人
口、土地面积、补偿款等张榜公布，群众
无异议再发款到人。

近一两年来，随着新
郑新型社区陆续投入使
用，不少村民回迁住进了
干净整洁的新社区。为
了使干净整洁的环境持
续保持，该市引导村民们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为
共同拥有一个干净、漂
亮、绿色的生活环境而努
力。图为该市薛店镇常
刘社区。

本报记者 高凯 摄

东风路街道用服务助力汽车产业集聚区

孝老爱亲之

王国显正在创作。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冯俊超刘弋楚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