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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新闻/综合

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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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秋 、张璐 ）

8

月

7

日， 省商务厅党组副书记、省

对外开放服务办公室主任宋国卿

一行

7

人，对我市利用境外资金工

作进行调研。副市长贾书君陪同调

研。

昨日上午，宋国卿一行来到武

陟县，先后到昊武重型钢结构有限

公司、江河纸业等企业进行实地调

研。 下午，我市召开利用境外资金

工作座谈会。 会上，市商务局向省

商务厅调研组汇报了我市近年来

利用境外资金情况以及招商引资

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贾书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宋

国卿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省商

务厅、省对外开放服务办公室长期

以来的关心、 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并介绍了焦作的地理环境、历史文

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贾书君

说，对外开放是一举应万变、一招

求多效的关键手段，是破解发展难

题的“金钥匙”。 在今后的工作中，

焦作将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

量，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经济转

型提供能量，推进焦作经济转型示

范市建设。

上半年我市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同比增长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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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杜玲） 日前，记

者从市统计局农调队了解到，今年

上半年，我市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

3401

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

693

元，同比增长

25.6%

。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随着我

市农民收入的增加，他们的生活消

费支出实现快速增长。 上半年，我

市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

832

元，

同比增长

17.8％

；人均衣着消费支

出

343

元，同比增长

18.7％

；人均

居住消费支出

682

元， 同比增长

35.3％

；人均家庭设备 、用品及服

务支出

418

元， 同比增长

14.6％

；

人均交通通信支出

320

元，同比增

长

21％

；人均文化教育、娱乐用品

及服务支出

254

元 ， 同比增长

34.9％

；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386

元，同比增长

45.2％

。

2012

年全市职业技能竞赛落幕

60名市级技术能手获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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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杜玲 通讯员赵

俊杰） 记者日前从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获悉， 经过激烈角逐，

我市

2012

年职业技能竞赛落下帷

幕，

60

人被授予焦作市技术能手

称号， 分别获得

500

元至

1000

元

奖金。

据了解，本次竞赛共设数控车

工、数控铣工、普车、电焊工、钳工、

维修电工、汽车维修、烹饪等

9

个

竞赛职业（工种），共有

28

支参赛

队的

403

名选手参赛。 最终，

16

人

获得一等奖，

22

人获得二等奖，

22

人获得三等奖。 获得一等奖的

16

名选手将代表我市参加全国职业

技能竞赛河南省赛区选拔赛。

马村国土资源分局

突出“三查三看” 强化动态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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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王良勇） 今

年年初以来， 为提高执法监察效

能，马村国土资源分局突出“三查

三看”，强化土地动态巡查工作。

该分局一查交通要道两侧，看

是否存在工业项目违法用地现象；

二查村庄较为集中区域，看是否存

在未批先建、批少多占、批东建西

等违法行为； 三查新供地项目，看

是否存在利用合法用地手续超范

围、超面积建设的行为。

王褚街道

“四进家庭”活动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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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曹海霞） 近

来，解放区王褚街道计生办、计生

协积极开展生育文化进家庭、扶持

帮助进家庭、 利益导向保障进家

庭、优质服务进家庭“四进家庭”活

动，推动幸福家庭创建。

该街道鼓励计生家庭发展经

济，对起步有困难的计生家庭给予

每户

5000

元小额无息贷款； 对农

转非之前原农村二女户和独女户

参照国家奖励扶助政策给予奖励，

目前有

32

人领取了奖励金 ；为

482

户计生家庭和

27

名基层计生

专干办理了意外伤害保险。

该街道还依托计生服务中心，

向广大计生家庭提供生殖健康服

务，开展出生缺陷干预、优生优育

知识普及和婴儿早期教育工作。

青 春 无 悔 谱 华 章

——— 讲述山阳区城管局协管员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 彬

本报通讯员 李建雷

在山阳区， 有这样一支队伍，

他们每天早出晚归， 上路执勤，无

怨无悔地守护着城市街道的整洁

有序；他们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为

让城市更美好，默默地奉献着青春

与汗水。 他们很年轻，平均年龄只

有

28

岁，却承担着“城市管家”的

重任；他们很勤劳，每天平均工作

在

12

个小时以上，“白加黑”、“

5+

2

”是工作常态。他们就是山阳区城

管局的城市管理协管员们，今天让

我们听听他们的感人故事。

薛林是山阳区城管局一大队

的协管员，分包路段上的商户都叫

他“老薛”，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今年才

30

岁出头。

2007

年，他

到山阳区城管局当协管员，一干就

是

5

年。 对城管工作，从

5

年前的

一无所知，到现在担任队长，其中

的酸甜苦辣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而

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市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工作的日日夜夜。

2008

年

10

月份， 创卫工作要求主干道

全天不能有乱摆摊点现象，他的辖

区有几个“钉子户”总是跟他“打游

击”。为此，他一遍遍地做这些商贩

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到规划的夜

市区域经营，但收效甚微。 为了防

止其他商户效仿，他带领同志们通

宵守在商户摆摊的地方，困了就在

车里眯一会儿，饿了就着水啃几口

自带的烧饼。 一连守了四个晚上，

感动得商户找到他说：“我一直认

为我们不容易，看来你们也不容易

呀！ 你放心，我以后绝不在这里摆

摊。 ”

作为从北京卫戍区退伍的军

人，到山阳区城管局三大队当协管

员后， 王龙一直保持着军人作风。

刚开始，单调枯燥的城管工作让他

很不适应。 其间，适逢家里老人生

病住院，而他每天早出晚归根本无

法照顾， 女友给他下了最后通牒：

要么辞职，要么分手。 是继续自己

渐渐热爱的城管工作，还是回家照

顾家人？最后，他毅然选择了前者。

他对家人说：“城管工作虽然辛苦，

但这是为了大家， 自古忠孝难两

全， 对老人的亏欠今后我再弥补

吧。”对女友，他说：“现在创卫到了

攻坚阶段，‘冲锋号’ 已经吹响，我

不能当‘逃兵’，否则我会看不起我

自己，你也不会喜欢一个当‘逃兵’

的人吧！ ”

贾鹏

2008

年

8

月加入山阳区

城管队伍的时候正值创卫进入关

键阶段，他负责管理市南阳路及塔

南路南段。大队领导无意中得知他

的父亲癌症已到了晚期，打算让他

休息几天，在病床前尽尽孝心。 但

看着天天忙得不可开交的战友，贾

鹏拒绝了领导的好意。 后来，贾鹏

的父亲去世，许多同事自发到市殡

仪馆为老人送行，山阳区城管局破

例送去了

500

元抚慰金。 两天后，

处理完父亲丧事的贾鹏又重新站

在了工作岗位上。

其实，这不过是山阳区城管局

协管员群体的缩影，生动感人的故

事还有很多很多。 该局局长王东

方告诉记者，

2007

年我市城管体

制改革后， 为适应市容长效管理

及创卫工作的需要， 山阳区城管

局分三批公开招聘

100

名城市管

理协管员， 他们在创卫、 文明城

市创建、 南水北调、 城市拆迁等

市、 区中心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对缓解市容管理压力、 弥补

人员不足、 提升管理水平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外贸外资企业的贴心人

——— 记博爱县商务局副局长王萍

本报记者 李 秋

在博爱县的外贸外资企业负

责人看来，王萍总是和各种贸易政

策宣传、培训、展会联系在一起，许

多外商都称赞她是外贸外资企业

的贴心人。

王萍是该县经济系统的老兵，

自

1997

年参加工作以来， 先后在

经贸委、发改委、商务局等多个重

要的经济部门工作过。如今已是该

县商务局副局长的她，分管对外开

放、招商引资、外贸出口、外商投资

企业审批等工作。

王萍经常说， 为企业搞好服

务，是商务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为

了了解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她

走遍了全县所有的外贸外资企业，

积极出主意、想办法为企业排忧解

难。 她积极帮助企业搭建融资平

台， 为企业申请外贸区域协调资

金、中小企业开拓资金、进口贴息、

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奖励资金等政

策性资金超过

1000

万元， 力促企

业做大做强。

2010

年以来，她先后

组织辖区外贸外资企业参加了广

交会、东盟贸易洽谈会、中博会、深

交会、厦洽会等

10

余场大型活动，

引导这些企业在巩固欧、美、日等

传统市场的基础上， 大力开拓南

非、中东、南美等新兴市场。

2011

年，该县外贸出口保持强劲增长势

头，全年实现进出口总值

18076

万

美元 ，同比增长

38.2％

，位居全市

第二位。 其中，出口完成

13702

万

美元 ，同比增长

30.6％

，出口总额

位居全市第二位，增幅位居全市第

一位。

王萍说：“商务局是企业的娘

家，商务局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外

贸外资企业的贴心人。 ”两年前，王

萍刚担任博爱县商务局副局长时，

到一家台资企业走访，企业负责人

向她讲述了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回

去后，她多方协调，以最快的速度

解决了困扰这家企业多年的难题。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动情地说：“跟

王萍第一次接触，就感觉她是一个

实在可信的人，从她身上看到了博

爱良好的投资环境，也坚定了我们

在博爱发展的信心。 ”

服务客商无小事，客商的事就

是自己的事。 一天中午下班后，一

家外资企业的老总打电话，说下午

就要往省里申报项目，还需县商务

局出具材料。 由于时间比较急，她

饭都顾不上吃，就骑车匆匆赶到了

办公室，翻档案、查资料，审核、复

查，一直忙到下午上班，所有材料

全部准备齐全，外资企业的老总满

意而去。

今年年初， 王萍对梳理出的

52

个意向项目进行分解， 明确了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同时还参与制

订了《博爱县百日招商大会战活动

方案》， 重新编制了博爱县投资指

南、博爱画册及幻灯片、光盘，全方

位推介、宣传博爱，树立了博爱对

外宣传的良好形象。

优异业绩建立在牺牲个人利

益的基础之上，荣誉的背后，王萍

有太多对家人的愧疚。多少个双休

日， 她在办公室和同事研究工作；

多少个夜晚，她通宵忙碌准备着第

二天开会的材料； 多少回家庭聚

会，她都因工作而失约……在一次

次家庭、 个人与事业的两难选择

中，王萍总是以工作为重、以事业

为重，把一腔热情倾注给了全县的

对外开放事业。王萍说：“我将一如

既往地为群众和企业搞好服务，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新时期公务

员的良好形象。 ”

人物档案

王萍 ，

1977

年

11

月出生 ，中

共党员，现任博爱县商务局党组成

员 、副局长 ，县政协委员 ，

2007

年

至

2010

年连续四年被博爱县政府

评为项目工作先进个人，

2011

年

2

月被博爱县委评为招商引资先进个

人，

2012

年

3

月被焦作市妇联评为

“三八” 红旗手，

2011

年

2

月被河南

省商务厅评为河南省对外贸易工

作先进个人 ，

2011

年

3

月被焦作

市政府评为对外贸易工作先进个

人，

2012

年

5

月被焦作市委、市政

府评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沁阳市：“一把手讲堂”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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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黄磊） “这堂课太生动了，我很受

启发！ ”

8

月

5

日，沁阳市一名年轻干部听完“一把手讲

堂”后，意犹未尽地说。

据悉，该市为提高年轻干部素质，促进年轻干部成

长， 结合干部队伍情况和年度培训计划， 专门针对年

轻后备干部和新录用事业单位干部开设了 “一把手讲

堂”。 该市根据培训的主题和学员的要求， 有针对性

地安排各职能单位一把手为年轻干部授课， 在讲授业

务知识的同时， 结合各自的成长经历和工作经验， 深

入浅出、 生动客观地与学员开展交流， 受到了学员的

欢迎。

武陟县：选派党课辅导员下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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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扈卫国） 今年年初以来，为增强

基层党组织党课的生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党课

质量和效果， 武陟县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推行了党课

辅导员制度。

该县党课辅导员由政治理论水平较高、 工作经验

丰富的老党员、 老党务工作者和乡镇中层以上干部担

任。 党课辅导员每月根据上级党组织重大决策和基层

党组织的实际确定党课主题， 认真备课， 采取座谈讨

论、收看录像、技术培训等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党员上

党课，进一步规范了基层党组织的党课活动，提升了基

层党组织的活力。

博爱县：架起村企“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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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毋东霞 ） 近来 ，博爱县在 “走百

乡、进千村、访万户”活动中，以服务企业、创造良好的

经济发展环境为重点，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进厂入村，架

起了村企“连心桥”。

该县通过开通村企热线电话、举办村企座谈会、组

织村企负责人互访等方式， 加强乡村与企业之间的交

流沟通， 做到一周一次电话联络、 一月一次座谈商

讨、 一季一次观摩互访、 一年一次总结推进。 通过活

动的开展， 该县形成了村 （街） 主动支持企业发展、

企业积极反哺农村的良好氛围，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

展， 维护了社会稳定。 目前， 该县通过村企共建模式

成立党组织

18

个， 有效破解企业发展瓶颈， 形成了

村企共赢的良好局面。

民生街道探索党员教育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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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廉小国） 今年年初以来，解放区

民生街道以社区党建为龙头，以社区服务为抓手，依托

信息化手段，积极探索党员教育新途径。

该街道先后投入近

10

万元，为

5

个社区党支部配

备了电视机、

VCD

、 音响等设备。 社区党支部利用电

视、 广播、 网络等信息化手段， 对社区网格内的党员

发布就业信息， 开展 “自立自强有作为， 二次创业作

贡献” 活动， 教育和引导失业党员自强不息， 进一步

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并为失业党员提供资金

扶持、 信息帮扶、 项目帮扶和技术帮扶， 年初依托信

息化手段引导他们走上就业致富道路。 今年年初以

来， 该街道共建立党员服务网点

8

个，为

12

名失业党

员提供了就业

岗位 ， 帮助

6

名农民工维护

了合法权益。

筑牢堤坝防大汛

本报记者 高小豹

本报通讯员 张俊杰

“快，此处有块方石走失……”

一名观测人员用竹竿勘测时 ，发

现有块方石走失，迅速发出警报。 另外

几名观测人员快速反应， 飞快地跑上

堤坝，开始往堤下抛方石。

“大家速度快点， 如果不及时补

救，就会冲走更多方石……”堤坝上 ，

身穿防汛服装的武陟县河务一局运行

科科长、抢险队副队长曹刚正在“指挥

作战”。

8

月

5

日，受连日降雨和强对流天

气影响，我市防汛工作进入紧要关头，

经武陟县水文监测站工作人员现场测

试，沁河水流量为每秒

170

立方米，达

到今年入汛以来最高值。 根据监测汇

总，流量还在继续上升，未来可能达到

每秒

300

立方米。 曹刚和驻扎在黄河

老田庵控导工程的十几名河务人员 ，

沿着他们所负责的

31

道坝、

7

个垛开

始巡堤，排查安全隐患。

“我从

5

月份防汛演练开始到现

在， 一直坚守在堤坝上， 丝毫不敢懈

怠， 这道堤坝的另一面就是武陟县的

村庄和城区。 ” 曹刚一边带领大伙巡

堤，一边告诉记者。 他说，武陟县河务

一局在这次防汛工作中调出所有副科

级以上干部驻扎在堤坝上。 曹刚负责

的是黄河老田庵控导工程， 手下有

20

多个人， 分为

3

个班，

24

小时进行巡

查，一台装载机随时待命，一旦发现险

情， 边上报边抢险， 避免发生更大险

情。

陪记者同去的武陟县河务一局办

公 室 副 主

任 杨 保 红

说 ： “武 陟

县跨黄河、

海 河 两 大

流域，处于黄沁河交汇处，境内黄沁河

堤防

110.8

公里， 其中黄河堤防

44.1

公里、沁河堤防

66.7

公里，沁河口以下

22

公里黄河左堤和

38.1

公里沁河左

堤是国家防总规定的确保地段， 防守

任务艰巨。 ”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武

陟县已储备铅丝

44

万吨、麻袋

2.55

万

条、编织袋

93

万条 、土工布

190

平方

米、木桩

5.54

万吨以及大型机械、救生

衣等防汛物资。 有迁安任务的村街，党

员干部都做到联村包户，提前对接，组

织群众全面了解撤退路线和安置情

况， 一旦启动预案， 保证做到快速组

织、有效撤离，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

������邗

昨日上午， 中站区龙翔街道周窑村

村民赵水莲在自家苹果园内用支架撑起被

果实压弯的树枝。 该村在山区退耕还林过

程中大力发展苹果、杏等果树种植业，成立

种植专业合作社， 并成功申报成为无公害

果品生产基地，村民收入逐年增加。

本报记者 田建明 摄

������隍

昨日， 孟州市城伯镇武桥社区果农

广国营、 王果夫妇在自家果园内收获成熟

的李子。 这个果园内种植的

210

棵 “黑宝

石”优质李子树今年喜获丰收，预计总产量

达

1

万公斤。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摄

������

为提高居民主动依法依规缴纳垃圾处理费的自觉

性，连日来，修武县城管局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在县城

设立

17

个宣传点，向群众宣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 图为城管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牛普粮 李源园 摄

学习贯彻《焦作市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

转型示范市总体方案》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10

名）

范小恩 闫春娟 司丽娜 闫 倩 马保明 胡金良 盛淑萍 慕小广 田春花

王国凡

二等奖（

20

名）

崔国庆 邱天佑 王 晶 陈怀亮 田彩玲 张拥平 张丽荣

张阳光 王小棉 李祖刚 孙广娟 李子文 关 梅 梁煊豪

郎顺利 田洪湖 贾 伟 王 敏 陈雅楠 闪 佳

三等奖（

30

名）

韩广阔 王海娟 高天山 闫明忠 孙长松 姬长明 薛 燕

张 辉 范广林 李 琳 李 鹤 李文杰 李 茜 段东玲

王 璐 韩科学 李 敏 冯供应 秦保才 史广敏 薛海涛

孟治国 任永立 闫亚涛 孙志刚 刘爱娟 黄 超 吴红梅

耍 超 牛文娟

组织奖（

10

个）

市直机关工委 市商务局 市国土局 市工商局 市卫生局

沁阳市 孟州市 武陟县 博爱县 山阳区

记者走基层

·现场速写

甜

甜甜

蜜

蜜蜜

果

果果

子

子子

·

··

幸

幸幸

福

福福

日

日日

子

子子

（上接一版） 透过沁阳市的县域整

体医改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 推动

医改政府投入是保障， 而想要平稳

推进、激发活力、留住人才，机制建

立才是关键。 怎么补？ 看绩效。 看似

简单，却牵动上下。

统计数据显示，

2011

年

9

月份

以来， 沁阳市

4

家公立医院药品零

差率销售

4915

万元 ， 让利群众

737

万元， 医院卫生信息化建设投

入

1200

余万元， 医保、 新农合用

于 “先住院、 后结算” 服务预拨资

金

617

万元， 市财政用于综合医改

投入达

1023

万元。 今年

4

月份以

来， 该市开展 “先住院、 后结算”

医疗服务

5200

余人次， 目前服务

率已达

65%

， 实施临床路径与按病

种付费服务

3750

余人次， 基本药

物使用比例达

75%

， 药占比控制在

39%

以下， 患者满意度保持在

95%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