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自愿原则，农民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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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档次， 参保人可

自由选择，政府财政给予每人每年

30

元基本补贴。 ”

4

月

10

日早上， 山阳区中星街道办事处劳动保障所所长范娟

来到冯河村， 向村民宣传山阳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的政策。

“丁零零……”一阵悦耳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喧闹

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喂，是范所长吗？我母亲今年

61

岁了，她不用缴费每月就能领到养老金吗？ ”范娟的手机

里传来了清晰的话语，“是啊，年满

60

周岁的本区户籍老

人，不需缴费，每月可享受

75

元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

保条件的子女应该参保缴费。 ”范娟肯定的答复让村民们

吃了“定心丸”。

据了解， 山阳区自去年

7

月山阳区开展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试点以来，各街道、镇、村

60

周岁以上老人均

领到了每月

75

元的基础养老金。 截至目前，山阳区已为

7549

名

60

周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发放基础养老金 ，有

27943

名适龄参保人员参加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

保率达到了

100%

，使农民在“种地不缴税、上学不付费、

看病不太贵”的基础上，实现了“养老不犯愁”。 目前，该区

参保居民的登记造册、资格审核等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黄进东是谁？

山阳区东方红街道办事处和平街社区副主任。

社区副主任天天忙“说媒”？ 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不是。

黄进东“说媒”可是说到了社区群众的心坎里！ 因

为他是专门为社区有就业意愿但却苦于找不到工作、

没有门路创业的下岗失业人员“说媒”，牵的是介绍工

作的线，说的是就业岗位的“媒”。

这不，

4

月

11

日上午， 黄进东又到和平街上的一

家焦作特产店回访，恰巧碰见老板仝天东进货回来，俩

人握握手就坐下拉家常，聊生意，很是熟络。

41

岁的仝天东是退伍老兵，前几年退伍后自谋职

业，开了一段出租车，但生意不大景气，只好在家赋闲。

2008

年，山阳区东方红街道从创建“充分就业社区”

开始，着手帮助辖区有就业意愿的下岗失业人员、低收入

群众提供就业信息，介绍工作岗位，办理小额担保。

仝天东正是赶上了这样的好机会。

社区里专门负责这一项工作的黄进东， 就开始给

仝天东“说媒”。

他先是陪同仝天东考察了和平街附近的门面房，

发现这里门面房房租不贵， 而附近还刚开了一家旅游

商务酒店，是个开焦作特产超市的好地方。

之后， 黄进东又忙着给仝天东办理小额担保贷款

的各项手续， 社区还免费给他介绍了一个自主创业培

训班，培养他的风险意识。

仝天东笑着说：“前前后后， 黄主任帮忙办了两次

小额担保贷款，一共贷了

7

万元，这些资金可是帮了我

的大忙了！ 而且，整个贷款手续都是黄主任帮忙办，俺

根本就是做了些配合的工作。 ”

4

年过去，原来失业在家的仝天东已经买了车，生

意也越做越好，还招聘了一个店员，带动了就业。

但黄进东却没有停下“说媒”的脚步。

如今， 东方红街道办事处正在进行市级充分就业

街道的创建工作，在每个社区里，几乎都有黄进东这样

的“媒人”。

据介绍，仅今年年初以来，该街道的社区橱窗就宣

传招工信息

100

余次，电子显示屏宣传

200

余次，发放

各种就业宣传材料

4000

余份， 为失业人员职业指导

600

余人次，并通过小额担保、项目带动、公益岗位安

置等手段，为街道群众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

4

月

10

日，作为山阳区百间房街道办事处富康社区

夕阳红义务巡逻队一员，

76

岁的耿兰英吃过午饭， 便和

几个老姐妹一起开始下午的社区巡逻。走出家门，她又望

见了百米外正在盖的高楼，“赶紧轮到俺家吧” 这句话再

一次在她心里念叨起来。

让耿兰英渴盼已久的是啥事？ 棚户区改造。

耿兰英的家就在贝格棚户区， 这里原是焦作贝格耐

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原耐一）的居民生活区，房子大多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一层连片的砖木瓦房， 不仅

条件简陋，基础设施也不完善，居民如厕要上公用厕所，

“一厕堵、居民慌”的窘况时有发生。 一旦遇到恶劣天气，

住在平房里的居民更是彻夜难眠。

据了解，贝格棚户区改造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也是

我市最大的棚改项目，改造区域面积

317

亩，计划用两年

时间，分两批完成改造任务。 改造后，总建筑面积

26.9

万

平方米，其中住宅

20.8

万平方米，规划户数

2595

户。 自

2010

年

10

月拆迁工作启动以来， 目前第一期

15

栋

630

套安置房，已有

6

栋多层主体封顶，其余

6

栋多层主体近

期也将封顶，

3

栋高层正在抓紧建设。

“棚户区居民支持棚户区改造的意愿十分强烈，我们

也抢抓机遇，趁着国家棚户区改造政策的春风，把棚户区

改造放在各项工作首位，克服一切困难，积极推进工作，

一定要把这项民生工程办好做实， 进一步改善辖区居民

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 真正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老

百姓。 ”百间房街道办事处主任秦金玲深情地说。

一块国家级的奖牌，对一座城市来说，是

来之不易的。 而在山阳区，连续

5

年将国家体

育总局颁发的“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这

5

块沉甸甸的金字招牌收入囊中， 在全国实属

罕见。

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的中心城区， 全民健

身活动缘何在此开展的蓬蓬勃勃、经久不衰？

全民健身、 构建和谐的理念缘何在此深入人

心、生根开花？

“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有利于锻炼全

区人民的身体和意志， 增强发展经济和社会

各项事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山阳区委副书

记、区长王玲一语中的。

山阳区对全民健身活动历来高度重视 ，

区委、 区政府每年年初都要专门听取区文体

部门专题汇报， 认真研究确定山阳区全民健

身活动的计划和方案， 并拨出专项经费用于

全民健身事业。

体育场地、设施是全民健身活动的载体。

山阳区积极整合社会力量，积极引导社区、农

村、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投资兴建活动场所。 目

前该辖区多家社区、 企事业单位先后建成塑

胶篮球场、室内乒乓球馆、羽毛球馆等

20

余

处，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了大型室内健身俱乐

部

4

处， 在农村和社区完成健身工程

50

余

处，在市东方红广场、市体育馆、雕塑公园等

室外活动场地规范了

280

个健身点， 最大限

度地满足了群众就近参与健身活动的需求， 有力地推动

了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为使全民健身活动常流水、不断线，该区还投资

5

万

元在市龙源湖公园、 缝山公园规划开辟了两处户外健身

基地，每月开展至少一次专题群众性健身活动，把“每天

锻炼一小时、健康快乐一辈子”的健身理念传播到了每一

个角落。

随着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健身进万家、 幸福你我

他”、“健康是第一财富、健身是第一需求”的理念已深入

人心。 父带子、母带女、夫妻同练的健身故事也在该区屡

见不鲜。 在该区焦东街道六号院社区

76

岁的张安福、

43

岁的张东明、

13

岁的张睿三代人都练太极拳。自从开始打

太极拳以后， 身体一直未得病的张安福自豪地说：“学太

极拳现在可是俺爷仨共同的财富。 ”

据了解， 目前， 该区群众自发组织成立的各类俱乐

部、 协会等有

300

多个， 定期参与体育锻炼的群众达

17

万人（次），占全区人口的一半。

如今，漫步在山阳辖区的各个角落，无论是晨曦微露

的早晨，还是华灯初上的夜晚，街头上、广场中、游园内；

扭秧歌、打太极、抖空竹……一股全民健身的热潮扑面而

来，那一个个挥汗如雨的身影，已成为该辖区一道道美丽

的风景线。

本报讯 （记者张蕊 通讯员 杜永兵 李

军鹏） 一区两园、集聚发展、循环经济，装备

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 ，

修正中原（焦作）产业园、荣格科技（焦作）工

业园……近日， 记者在探访山阳区近年来经

济发展轨迹时发现，曾经的工业短板已成为该

区经济发展中的亮点。

有数字为证：

2011

年，山阳区工业总产值

完成

136285

万元，同比增长

39.3%

；工业增加

值完成

32982

万元，同比增长

19.4%

，工业增

加值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16.5%

。 其

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25091

万元，同

比增长

27.3%

。

谈及山阳区何以拉长工业短板？该区区委

副书记、区长王玲说，工业水平是一个地区科

技水平、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的综合体现。 经

过多年的发展， 山阳区工业具备了一定基础，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但是工业基础薄

弱、总量偏小也是不争之实，加快转型升级成

为山阳区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山阳区的做法是：牢牢把握焦作市被列为建设

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这一重大机遇，充

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全力推进经济转型升

级， 从而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迅速转

化。

平台建设为工业转型提供支撑。焦作循环

经济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首批

180

个产业集

聚区之一， 山阳区把集聚区作为优化产业结

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战场和发展工业经

济的主平台，举全区之力，集全民之智建设产

业集聚区。 仅用

3

年时间，集聚区基础设施投

资完成

5.2

亿元， 建成区面积达

3

平方公里，

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零基础零配套到路网贯

通、水电齐全，从沟壑纵横的山前荒地成为承

接产业转移的发展平台。

2011

年，集聚区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

18.4

亿元， 入驻企业

42

家，企

业主营业收入完成

16

亿元。

招大联强加快工业转型步伐。 投资

20

亿

元的修正中原（焦作）产业园项目，如今已完成

投资

1.4

亿元，这一项目的落户，是山阳区招

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标志着山阳区工业产

业升级全面启动。 该项目建成后，产业园销售

收入将达到

100

亿元，年纳税

5

亿元，为山阳

区乃至全市的经济转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山

阳区委、区政府在大招商活动中，坚持在招大

联强、产业承接、产业延伸上精选项目，将目光

瞄准世界五百强、国内五百强优势企业，引进

一大批与产业发展关联度高、 发展前景好、符

合产业政策的项目。

完善服务为工业转型创优环境。 近年来，

山阳区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活动，出台了《关于

完善服务工业企业长效机制的意见》等政策；建

立企业服务直通车制度， 对集聚区的项目专门

开辟了审批快速通道；扶持企业建成市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6

个，申报专利

162

项；定期组

织召开“银企洽谈会”，签订贷款金额

44

亿元，

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问题。

2011

年，全区工

业企业达到

137

家， 其中

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主营业收入

12.8

亿元、利税

6736

万元，

分别是

2006

年的

4.9

倍、

1.8

倍。

■

官方微博：

weibo.com/jzrb■

新闻热线：

8797３３３│

编辑：翟 艳

│

校对：薛秋霞

│

组版：杨保星

特别报道

2012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二

4

JIAOZUO��DAILY

4

月

11

日一大早，山阳区太行街道办事处涧兴实业

公司居民刘自然穿戴整齐，拎着一把长号出了家门。她头

戴红色贝雷帽，上身穿红色制服，下身配黑色紧身裤，脚

蹬黑色短靴，装扮得格外精神。

49

岁的刘自然是涧兴实业公司女子管乐团的长号

手，接到团里要排练的通知，尽管家里正张罗着盖房，她

还是忙里偷闲，抽出了半晌功夫。

在刘自然的带领下 ， 记者来到了他们排练的地

点———玉皇庙管理委员会， 只见十几个和刘自然一样打

扮的队员已拎着各自的家什等在那里， 三三两两地聚在

一起，看着乐谱边比画边交谈。

排练开始了，《小白杨》、《十送红军》……一首首优美

动听的旋律，缓缓地从刘自然和队员们的指尖流淌出来。

跟随指挥舞动的指挥棒， 吹吹打打的队员们还不时变换

队形。 当震天的鼓乐声响起时，不少居民闻声赶来观看。

参加管乐团原本是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队员们没

有想到的是，他们竟在吹吹打打中淘到了“真金白银”。

“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在村里和周边进行演出，演出

多了，渐渐就有了名气，表演业务不断。 ”李胜利说，现在

管乐团忙时一个月要有

20

多天在外演出，闲时一个月最

少也要干十天半月。

他还算了一笔账：“一个人一次的演出收入有三四十

元，可别小瞧这个数字，一年下来，每个队员能有

6000

元

左右的收入呢。 ”

吹吹打打中， 自己的腰包鼓了， 队员们吹得更加带

劲，村里的民风也变得更加和谐。

涧兴实业公司副经理李兑现告诉记者， 居民从不理

解到理解再到积极参与，通过开展丰富的文艺活动，村里

和谐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健康风气蔚然成风，不仅打麻将

的少了，婆媳、邻里纠纷也明显减少。如今，他们有着更长

远的打算：发展壮大自己的文艺表演队伍，不仅要打出名

气，还要树立品牌。

山阳区光亚街道光亚社区有个夫妻烧饼铺很出

名，每到下午下班时分，前来买烧饼的人就会在这里排

起长队，等待烧饼出炉。

4

月

11

日傍晚，记者慕名找到这家烧饼铺

,

只见五

六平方米大小的烧饼铺内，夫妻俩正在忙着。

这个烧饼铺咋这么有“人气”？

“味道好！ ”

“不光是味道好，主要是老赵人实在。 ”

“这的烧饼又大又便宜。 ”

记者一句问话，引出一片回答声。 夫妻俩忙着手中

的活，朴实地笑着。

丈夫赵根明，今年

42

岁，济源市王屋山人。 在他旁

边擀面做烧饼的是老赵的妻子侯小连，患有精神病，精

神状态时好时坏，平日里很依赖赵根明。

1998

年，老赵夫妇带着刚满

1

岁的儿子来到焦作，

在光亚社区支起了这个烧饼摊， 如今已有

14

个年头

了。

14

年间，社区居民搬来搬走换了许多，周边商铺老

板也换了又换，而他的烧饼铺却一直经营得很好，越来

越有知名度，远近很多人都过来买烧饼，老赵每天能用

掉

50

公斤面粉。

“这么好的生意，赚了不少钱吧

!

”

“一个月能挣

800

多元，就顾个生活。 ”赵根明面有

难色地说。

“别家的烧饼

1

元钱俩，他家的烧饼

1

元钱仨，利

薄。 ”经常在这里买烧饼的居民刘影补充说。

“为啥卖这么便宜？ ”

“社区不把俺当外地人看，关心俺一家的生活。 在

俺心里，焦作就是俺的家，社区就是俺的家啊。 俺也为

社区做不了啥，烧饼卖得便宜些，俺心里踏实。 ”赵根明

说。

家的感觉温暖着赵根明一家人。 孩子上学，是社区

出面解决的；生活有困难，是社区关心照顾的。 去年，社

区计生专干薛爱玲在对社区流动人口进行入户调查的

时候，了解到赵根明十几年一直守着患病的妻子，独自

把孩子拉扯大，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第二天就把他的情

况反应到了街道， 通过山阳区建立的 “独生子女帮帮

网”为赵根明一家争取到了

1000

元的计划生育公益救

助金。

有爱的地方就是家。 赵根明一家把焦作当成自己

的家

,

在社区大家庭的关爱下

,

用自己的双手经营着自

己的小家

,

用自己的真心奉献给这个大家。

发展 和谐 欢乐 安康

———焦作日报社“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采访团走进山阳区见闻

加快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山阳区转型升级拉长工业短板

★

棚改进行时

耿大娘盼棚改

本报记者 王爱红

★

社保全覆盖

幸福生活有保障

本报记者 杜 玲

★

★

社

区

·

人

物

社

区

·

温

暖

黄进东“说媒”

本报记者 冯新瑞

有爱的地方就是家

本报记者 刘 婧

体

育

健

身

铸

就

城

市

亮

丽

品

牌

本报记者 孙 军

本报通讯员 樊树林

★

文化生活

吹吹打打 快乐淘金

本报记者 王爱红

日前，在山阳区定和街

道办事处龙源湖社区举办

的关爱空巢老人联谊会上

,

空巢老人喜笑颜开。 定和街

道办事处近年来在社区文

化建设中成绩斐然，尤其是

在关爱空巢老人方面，建立

志愿者服务站，长期为老人

打扫卫生、表演节目

,

让老人

在愉快祥和的气氛中安享

晚年。

本 报 记 者 田 建 明

摄

空巢不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