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人凡事

初冬时节，记者在新郑市滨河
小区见到靳俊英时，她正安静地坐
在家中，一针一线地做着香包，美
观大方的图案，精致可爱的造型，
惹人喜爱。她面前的桌子上、窗台
上除了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香包，还
有颜色各异的绳子、布料、珠子等，
五彩斑斓，琳琅满目。

靳俊英今年 69 岁，做香包已
经有几十年了。“打小，我看到我奶
奶、姑姑拿着针缝制香包，趁她们
不做时，我也捏起针缝起来，慢慢
地就学会了。”她说，这个手艺是祖
传的，她家好多老人都会制作。在
她们的影响下，在香包淡淡的中草
药香味中，靳俊英渐渐地掌握了这
门手艺。

“之前，人们没有钱，都是用碎
布头做香包，只有大户人家才会
买。哪像现在啊，人都讲究了，对
款式、布料、花型都挑剔些。”靳俊
英说，香包作为一种民俗物品，是
在布料上用彩线绣出各种图案，然

后缝制成不同的造型，内芯填充上
丝棉、自己磨制的香草，寓意吉祥
如意、驱灾避邪保平安等。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看似简
单的香包，制作工序却很烦琐，考验
着制作人的手艺。老人说：“做香包，
可有讲究啦。”什么场合需要挂什么
香包、哪个款式的香包应该放到什么
位置、每个香包有什么含义……也有

“说法”，比如：“钥匙坠”一般是之前
富有人家出嫁闺女的陪嫁，“元宝
花”应该挂在客厅里，“松鹤瓶”代表
福寿含义。几十年过去了，靳俊英
亲手做出了无数个表达美好愿望
的香包，也成了远近闻名的“香包达
人”。女儿、儿媳在她的影响下，也
能熟练地制作香包。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香包
的要求也提高了。“得慢慢改进，咋
好看咋做。我想着啥好看了就试
着做出来。”老人说，香包变化的是
外形、样式、结构，可里面包裹的白
芷、苍术等中草药，以及那股独特

的药味不会改变，香包所代表的文
化和艺术内涵也不会改变。

“很多人喜欢香包，我去登封、
新密，不一会儿就卖完了。去了几
次，他们一看到我和家人，就说这是
新郑的香包，得买个。”老人说，卖这
东西一点也不伤脑筋，他们都知道
新郑“出产”香包。尤其是端午节
时，老人制作的香包就很畅销，很多
人用它驱蚊避邪，表达美好祝福。
她很享受做香包的过程，她说：“一
心无二用，做这心静，手不闲、眼不
闲、脑不闲，可以解忧，不会得病。
做成了我看着欣赏欣赏，心里高
兴，我这也算老有所乐吧。”

凭着自己独特的手艺，老人制
作的香包经常在新郑市文化馆里

“露脸”，大家对她的作品啧啧称
赞，她本人也被评为新郑市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香包）代表性
传承人。今后，她打算在新郑市文
化馆的支持下，帮助更多人学习制
作香包，让更多人知道新郑香包。

香包，裹住满满情意
——记新郑市“香包传人”靳俊英

本报记者尹春灵

责编 何秀娥 编辑 刘国润 校对 曾艳芳

电话 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2015年12月2日 星期三 新郑·综合T2

本报讯（记者 尹春灵 高凯 通讯员 秦菁
阳）近日，记者从新郑市人社局获悉，截至11
月30日，该市共转移农村劳动力16816人。

该市以就业促民生，认真落实各项就业
优惠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为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各类就业保障，取
得了显著效果。

搭建服务平台促就业

农村有富余劳动力，他们有何就业意向，
出路在何方？

为了回答好这个问题，新郑市主要对该
市农村劳动力的家庭成员情况、家庭主要收
入来源情况、技能状况、就业情况、就业愿望、
培训愿望、生育愿望等信息进行调查，全面掌
握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
况。截至目前，该市共对农村40余万人进行
了就业调查，为全面掌握全市农村劳动力就
业信息提供了基础数据。

掌握了基本信息后，该市进一步搭建服
务平台，完善了市、乡、村（社区）公共职业介
绍平台，目前已建立乡镇公共职业介绍平台
16个，社区公共职业介绍平台18个。

为让更多农村待转移劳动力坐上“就业
直通车”，今年以来，该市在市、乡镇、村（社
区）共召开专场招聘会 19场，提供就业岗位
8600个，通过专场招聘会实现就业 1300人；
同时，积极与中部六省的就业网络——中部
就业网进行连接，配置“就业点点通”自助服
务终端，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

培训到家增强技能

家住新郑市孟庄镇潮河新城社区鸡王片
区的王文群，做水电工作。要是在以前，他就
有点犯愁了：“出去干活，老板得看证，没证不
好说。”而这一切随着该市实施的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工程而发生改变。

该市将创业培训班和职业技能培训班开

到村组、社区里，学员在家门口就能参加培
训，既节省了培训成本，又调动了学员积极
性。王文群通过在家门口培训取得“通行证”
后，找到满意的工作。

紧紧围绕农村“社区”建设，该市大力推
进实施“双免”工程，采取送岗位、送政策、送
技能等形式，把培训送到家门口，开展农民夜
校等。现在，家政服务、电工、焊工、创业技能
培训等，可供市民选择。很多市民通过培训
有了一技之长，迈向勤劳致富的道路。

目前，该市已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10167
人，创业培训 834人，再就业培训 1695人，新
生劳动力培训 895人，企事业单位职工技能
提升培训 6553 人，高技能人才培养 391 人。
技能培训犹如阵阵春风、缕缕细雨，浸润着市
民的心田，激发着广大市民干事创业的热情。

农企“相亲”多元就业

为及时准确地掌握企业用工需求和

动态信息，使企业尽可能吸纳本地劳动
力，该市建立完善了空岗信息报告制度，
对全市规模以上企业进行空岗信息调查，
施行定期（每月两次）报告制度，经汇总后
统一在全市发布，为广大劳动者及用工单
位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就业服务，架起了
供需双方的沟通合作桥梁，形成了新的劳
务合作模式。

目前该市已建立空岗对接的企业有 235
家，通过职业介绍服务平台共向农村劳动力
发布求职信息 862 条，提供就业岗位 23075
个，其中向流入到新郑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提
供就业岗位123条。

“我们已在全市 15 个乡镇（街道）安
装了中部就业网信息终端，让农民不出
乡镇就能看到各地企业的招聘信息，使
他们尽快实现就业。”该市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说。

新郑今年已转移农村劳动力1.6万余人

中华黄帝故里建设促进会
第一次会长办公会在京召开
绘制发展蓝图 明确五年纲领 设立创业基金

本报讯（记者刘佳美 沈磊）11月26日，中华黄帝故里建
设促进会第一次会长办公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黄帝故里建设促进会行动纲要（2016—2020）》和《关于
设立新郑轩辕创业投资基金的建设》，明确了未来五年内，中
华黄帝故里建设促进会的发展目标，为市场经济新常态下的
发展指明了道路。新郑市领导王保军、李志强、马国亮出席。

会 议 就《中 华 黄 帝 故 里 建 设 促 进 会 行 动 纲 要
（2016—2020）》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保障机
制进行情况说明。未来五年内，促进会将围绕黄帝思想研
究工作、黄帝故里的建设及拜祖大典规制提升、黄帝文化的
宣传推广、黄帝文化创意产业、全国黄帝文化资源的合作利
用等方面寻求新突破。会议并就《关于设立新郑轩辕创业
投资基金的建设》作情况说明。投资基金的设立，将为新郑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更多的资本支持，实现地方文化与
创意、资本、人才、产业的多维度融合。

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华黄帝故里建设促进会行动纲要
（2016—2020）》和《关于设立新郑轩辕创业投资基金的建设》
热烈讨论、各抒己见，并经表决一致通过。会议指出，中华黄
帝故里建设促进会要从眼前的、具体的、要紧的事情做起，将
黄帝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小康社会的建设、新农村
建设等方面相结合，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调动社会
各方面力量参与其中，为打造中华民族的信仰认同体系，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2016年度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 昊涵）近日，新郑市召开2016年度全市党
报党刊发行暨报刊发行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会议。该市领导
王保军等出席会议。

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该市 2016年度党报党刊发行
和报刊发行专项整治工作正式启动。会议传达了《中共新
郑市委办公室关于做好2016年度〈人民日报〉、〈求是〉杂志

〈河南日报〉、〈党的生活〉杂志和〈郑州日报〉发行工作严格
规范发行秩序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村级组织用公费订阅报刊必须订阅重点党报党刊，其
他各类报刊包括党刊所属子报子刊均不得列入党报党刊征
订范围和征订文件。各单位要大力推广将重点党报党刊作
为公共文化产品统一实施政府采购的做法。各级组织部门
要根据实际情况，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党费，用于支持本地
区的基层党组织订阅重点党报党刊。

王保军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党报党刊发行及报刊发
行秩序整治工作作为加强本行业、本系统、本单位党建工作的
重要内容，确定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督促检查，做好计划
落实和统计汇总工作，实现重点党报党刊的有效覆盖；同时，
要周密部署，确保全市报刊发行秩序规范、总体稳定。

“印象河南·2015 省外
媒体中原行”走进好想你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近日，“印象河南·2015省外

媒体中原行”集中采访活动走进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红枣文化及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参观、采访。

据了解，来自上海、黑龙江、吉林、山西及省内的34家主
流媒体及都市类媒体近60人，“组团”对河南省文化产业、现
代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等多个领域的新变化进行深入采访。

记者团一行先后来到中华枣文化博物馆、透明工厂、枣
木雕艺术馆（万佛苑）、红色枣园革命文物展馆、中国红枣城
进行参观，纷纷对好想你在红枣产业及红枣文化方面的格
局和用心表示赞赏。

据了解，“印象河南·2015省外媒体中原行”活动已经
成功举办7届，是河南省与兄弟省加强交流、展示河南新形
象、提升河南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有效之举。

当事人：河南省新郑市安瓿
厂，法定代表人：李玉华（女，现年
61岁，汉族，家住河南省新郑市辛
店 镇 辛 店 1025 号 ，身 份 证 号 ：
410123195407147629），企 业 注 册
号：410184000022501（原注册号：
4101842810160），地址：新郑市新
村镇郑新路中段321号，联系电话：
0371-62628608。

经查，你单位于 2013年 9月 26
日在河南省新郑市新村镇郑新路
中段东侧，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开工建设厂棚一处（钢架
结构，地上一层，地下一层，总建
筑 面 积 720 平 方 米 ，工 程 造 价
225804 元 ）的行为，已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

条第一款的规定，参照《河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
标准（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城
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
见》的规定，你的违法行为为无法
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决
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限 15 日内
自行拆除该建筑物并处人民币贰
万 贰 仟 伍 佰 捌 拾 元 肆 角
（¥22580.4）罚款的行政处罚。

请你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15日内到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
行（账号：00000002962850021012）
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但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
数额。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新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
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
月内直接向新郑市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因其他方式均无法向你送达
新城管罚决字〔2015〕第 013 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现依法公告送达。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60日即视
为送达，联系电话0371-69950026。

2015年11月27日

公告送达

新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新城管罚决字〔2015〕第 013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关于新郑市第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暨
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入选作品公示的

公 告
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

见，现将新郑市第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暨第二届文学
艺术优秀成果奖入选作品予以公示，公示期自即日起7天。

在此期间，凡对公示作品有异议的，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
向新郑市第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暨第二届文学艺术
优秀成果奖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反映。

联系电话：0371-62677216
通信地址：新郑市人民路 186号（市委市政府办公楼 406房间

宣传部宣传科）
邮政编码：451100

新郑市第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暨
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评奖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12月2日

新郑市第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入选作品名单（共6件）

一、歌曲（2首）

1．《青莲谣》
申报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主创人员：李晓唱、夏宗贵等
2．《我是一名环卫工》
申报单位：新郑市城管执法局
主创人员：张英喜
二、文艺类图书（4部）
1．《黄帝故里文化之旅》（纪实文学）
申报单位：新郑市文联
主创人员：郭伟民
2．《具茨山岩画调查报告》（报告文学）
申报单位：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秘书处
主创人员：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
3．《具茨山与中华文明》（纪实文学）
申报单位：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秘书处
主创人员：刘五一
4．《乡愁》（纪实文学）
申报单位：新郑市委老干部局
主创人员：荆勇杰 靳录

新郑市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入选作品名单（共8件）

一、图书类（1项）

《星光璀璨——我们身边的历史人物》（人物传记）

申报单位：新郑市市志办
主创人员：靳录
二、大型文艺活动（3项）
1．《花开盛世》——2015全国民办高校德育论坛专场演出
申报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主创人员：丁凯、陈辉等
2．《文化种在乡·幸福满新郑》——2014年新郑市全民大联欢

文艺总展演
申报单位：新郑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刘学敏、薛冬等
3．《黄河大合唱》
申报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主创人员：夏宗贵
三、舞蹈类（1件）
《红灯随想》
申报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主创人员：马斌
四、曲艺类(3部)
1．《喜上加喜》(山东快书)
申报单位：新郑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刘学敏、王洪勋等
2．《瞧闺女》（河洛大鼓）
申报单位：新郑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刘学敏、薛冬等
3．二胡与剪纸《留住乡愁》（情景剧）
申报单位：新郑市文广新局
主创人员：刘学敏、薛冬等

作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有效载

体，郑州大学西亚斯

国际学院大学生创业

街成了该校大学生实

现创业梦想的重要平

台，它将创业实训、创

业孵化、创业指导、创

业服务相结合，为学

校创业者提供了良好

的工作空间、网络空

间、社交空间和资源

共享空间。图为该校

大学生在创业街商铺

紧张工作。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新郑启动“智慧党建”试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佳美）12月1日，新郑市召开城市社区建

设暨智慧党建工作推进会。该市领导刘德金、赵建武出席。
会议学习贯彻了省、郑州市社区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

并对具体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还对该市“智慧党建”
试点工作进行了情况说明。据了解，新郑将在部分乡镇启
动“智慧党建”试点工作，通过示范带动，用1至2年时间实
现“智慧党建”信息网全覆盖。

刘德金要求，要全面贯彻从严治党要求，突出社区党建
的引领作用；要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努力提升社区服务质量
和水平；要认真落实四项基础制度，完善社区建设的长效机
制；要注重部门统筹协作，全面提升建设整体水平，以严的
精神、严的要求、严的措施抓好落实，为建设临空经济强市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点线面网”打造纳税服务快车
本报讯（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沈菲）为进一步提升纳税

服务水平，新郑市地税局针对纳税人服务需求多层次、多
元化的特点，借助信息化手段不断提升纳税服务品质，创
建和谐的征纳环境。

完善联络员责任，实行“点对点”服务。该局结合地税
工作实际，进一步明确税企联络员责任，定期联络、主动收
集纳税人的合理诉求，最大限度地方便纳税人、提升征管
效能、降低征纳成本，合理修正现有工作措施，不断优化升
级征管模式。

拓宽沟通渠道，实行“线对线”服务。针对纳税人较为
关心的小微企业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方面的税收优
惠政策，通过税企座谈等开展“线对线”服务，该局对企业
的正当涉税需求，做到快接速办、不打折扣；同时，整合纳
税服务资源，优化服务流程，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
间，提高服务效率。

推动征纳互动，实行“面对面”服务。将纳税服务贯穿
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该局通过新办企业辅导、土地增值
税清算等与纳税人进行面对面互动交流，准确把握纳税人
的生产经营状况，切实解决纳税人各类涉税疑难，让纳税
人实现自我遵从。

搭建信息平台，实行“网对网”服务。以纳税人的服务
需求为宗旨，该局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交互式、有效及时
的纳税服务，通过微信、QQ、网站等载体，把税收政策法
规、涉税信息等及时传递到纳税人，帮助纳税人释疑解惑，
搞好服务质效回访，进一步融洽征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