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局

以民主评议促作风转变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维松

）市财

政局深入开展政风行风民主评议活

动， 以活动促工作作风转变和服务

水平提升。

该局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监

督员座谈会、 发放征求意见表等形

式，广泛向社会收集意见和建议，努

力实现工作效率最大化、 服务效果

最优良。截至目前，该局累计召开民

主生活会

3

场次，举办座谈会

14

场

次，发放调查问卷

450

余份。

为改善便民服务条件， 提升服

务质量， 该局对基层站所和服务窗

口的环境卫生进行彻底整治， 并新

建基层财政便民服务中心

1

个、改

扩建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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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闽台河洛文化溯源

参访团拜祭曹公墓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波

）

8

月

8

日，“

2012

暑假豫闽台河洛文化

溯源参访团” 研习营一行

13

人，

在凤邑赤山文史工作室、 河洛文

化工作室负责人， 中国河洛文化

研究会理事郑温乾先生的带领

下，莅沁拜祭曹公墓。

据悉，研习营此行以《河洛文

化历史溯源》为专题，实地探访河

洛文化向南播迁的历史脉络，并

通过与当地专家学者的交流座

谈， 为两岸河洛文化交流搭起以

文会友的桥梁。

在寻根参访后， 郑温乾一行

专门来沁拜祭了曹公墓， 并游览

了风景秀丽的神农山， 祭拜人文

始祖———炎帝神农。

读者来信

我爱看《今日沁阳》报

去年春天,我见到一张《今日

沁阳》 报， 读了之后感觉办得不

错。我给报社打电话想订一份，接

电话的女同志说《今日沁阳》报每

周一期，星期四见报，随焦作日报

和大河报免费发给订户。

后来， 我就经常往大队跑，

找《今日沁阳》报。最近，大队管报

的同志给我一份 7 月 5 日的《今

日沁阳》报。 这期报编排得很好，

特别有两篇文章读了之后， 真是

感人。 一篇是“新社区里的新生

活”，介绍了万北村和袁屯村的新

农民的新生活。第二篇是介绍“田

埂上走来专家型局长”，陈敬如书

记对廉二虎局长的文章批示，屈

云惠同志写的评论， 让人看了真

切感人。

一个好的领导一定会带出一

个好的集体。 这让我想起四年前

麦收时的一件事。那时，山西割麦

机在我村割麦。一天夜里，收割机

到我地里割麦时，车突然坏了。司

机给市农机局打了一个电话，农

机局随即派人来帮助修好。 机器

割到一半又坏了， 农机局的这位

同志半夜又跑来帮助修好， 直到

把我的麦收割完。 当时我感到农

机局的干部服务态度真好， 看了

你们的报纸我很高兴， 你们的报

道反映了俺的心意，我爱看《今日

沁阳》报。

西万镇留庄村 李文林（82 岁）

2012 年 7 月 10 日

良 师 方 能 出 高 徒

———“沁阳教育”品牌崛起系列报道之四

“独木难成林。”县域教育的改革是一项

浩大繁复的工程，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努力和

付出。 几年来，沁阳教育能在焦作地区一枝

独秀，重要的是沁阳有一批思想过硬、业务

精良的教师群体。

这样一个群星闪耀的名师群体是怎样

形成的呢？带着疑问，记者走进沁阳，探寻沁

阳打造研究型教师队伍的发展之路。

典型带动点燃激情

“既然选择了教师，我就要对得起学生，

对得起家长，如果身体许可、学校需要，我会

留下来，干到

60

岁再退休。 ”这是在深山无

怨无悔执教

40

年，荣获第四届“河南十大教

育新闻人物”、

2011

年“感动中原”河南年度

教育人物的申晓玲老师在全市师德标兵报

告会上说的话。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推进师德师

风建设，激发教师干事创业的热情，自

2010

年起， 市教育局每年从全市教师中评选出

“师德标兵”、“十佳教师”、“十佳班主任”，并

进行表彰。同时，该局实行典型引路，组建师

德报告团，开展巡回报告演讲，激发全市教

师学先进、争先进的热潮。

永威学校教师武小玉

,

关心爱护每一名

学生

,�

不抛弃，不放弃

,

以慈母的情怀，恪守

着教育者的良知

,

被评为河南省第四届“最

具成长力教师”

;

沁阳一中历史教师连百卫

带病奋战在高考一线， 晕倒在评卷现场；十

五中教师吕佩在

5

月份刚动完手术，却不顾

家人的劝阻和医生的忠告，毅然回到她牵挂

的课堂，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佩姐”；实验

中学教师王春艳，一年内遭遇了两次手术的

折磨，病痛时常袭扰她的课堂，但她始终坚

持给自己加油，没有耽误学生一节课……在

榜样的带动下，不知道有多少沁阳教师克服

了多少困难，牺牲小家为大家，放弃家事干

校事。沁阳教育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样

一支无私奉献的教师队伍。

业务培训提升素质

“每年我们都要组织全市中小学骨干教

师到永威学校封闭培训，通过与永威教师结

对子进行‘影子学习’，学习‘先学后教、当堂

训练’教学法，学习在这种教学法指导下所

形成的小学‘四个一’的教学模式和高中‘自

主·合作·自主’教学模式，学习教书育人责

任制的管理模式，不断提高教师驾驭课堂的

能力和管理水平。 ”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文科

向记者介绍道。

记者经过走访了解到，为提升教师的业

务素质，我市不断创新教师培训形式，不仅

依托“全国名校”――永威学校先进的教学

理念， 组织教师深入永威学校跟踪学习，而

且利用双休日，由学科教研员和优秀教师通

过专题报告、同课同构、同课异构、说课等方

式，对教师进行针对性的“菜单式培训”，更

新教学观念，提高课堂效率。同时，我市积极

搭建高层次发展平台，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聘请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和

省教研室教育专家对教师进行业务培训。

这种多样化的培训，着眼于教师理念的

更新和精神的成长，立足于教师知识的充实

和技能的提升，更关注教师人格的发展和心

灵的净化， 使广大教师实现了由 “匠师”到

“学师”的嬗变，进一步增强了沁阳教师的教

育科研意识， 加速了沁阳教师的专业化成

长，为沁阳教师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插上了

有力的翅膀。

读书沙龙陶冶情操

“是歌，我们就要放声歌唱，歌唱沁阳飞

扬的希望；是光，我们必须释放能量，彩绘教

育锦绣的风光！ ”这是初中组沁南教师代表

队在第四期教师读书沙龙《拥抱春天，聆听

诗韵》上飞扬的激情。

“参加教师读书沙龙以来，读书已成为

我的一种习惯。 ”沁阳二小司海燕老师在博

文中这样写道：“读书把我带入了一个更广

阔的空间，在这里我开阔了眼界，提升了素

质，让自己的心变得平静而快乐！ ”

除了开展“教师读书沙龙”活动，我市还

成立 “白鹤松下”教师读书会，开通教师读

书沙龙博客。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冰忆说：“我

们将依托教师读书会和‘学校集团’把读书

沙龙与校本教研紧密结合，让教师带着问题

读书，跟着理念实践，结合校情反思 ，培养

‘研究型’教师。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通过读

书造就具有‘公益情怀、礼仪形象’的、会‘诗

意生活’的智慧教师和幸福教师。 ”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教师专业成

长，或者说成就智慧教师、幸福教师，做研究

型教师、学者型教师等，其“本”在于读书。我

市的教师读书沙龙抓住了“本”，“道生”是自

然而然的。

名师工作室提高质量

沁阳一中分校王治琴校长在校长座谈

会上说：“我们今年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与教

育局的正确领导和教研培训中心的具体指

导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名师工作室的集体备

课成果，对我们开展复习教学起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

永威学校高中部校长黄伟激动地说 ：

“感谢名师工作室把最优秀的教学资源提供

给我们，使我们的教学没有脱离正确方向。”

在第三次质检分析会上，沁阳九中校长

徐建军回顾道：“九中成绩的提高得益于我

们对名师工作室成果的合理运用， 否则，我

们的教学难以有如此快的突破。 ”

据了解，校长们口中反复提到的“名师

工作室”指的是从

2011

年

9

月开始，由教研

培训中心负责挑选的全市各年级、各学科优

秀教师组建的

21

个中小学名师工作室。 名

师工作室组织

100

多名各科骨干教师分年

级、分学科集中开展活动，他们围绕国家课

程标准的要求，研究高考、中招命题的变化

规律，每周为基层学校集中提供课堂教学方

案，定期命制质量检测试卷，分析基层学校

教学得失，通过

QQ

群传送优秀课件，与一

线教师开展在线交流，解答教师们教学中的

困惑，并承担省、市级重点科研课题。

名师工作室的成功运作，规范了中小学

课堂教学， 提高了中小学教师对课改的认

识， 加快了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步伐，

被教育局领导称为“引领全市课堂教学改革

的旗帜”。

关心爱护促进成长

“我们就是要让教师成为人人都羡慕的

职业！”市教育局局长史曙光这样告诉记者。

这是一句说着容易做起来难的话，但沁

阳做到了。自

2007

年起，我市每年都召开高

规格的教育质量奖颁奖大会，并拿出重金对

做出突出成绩的教师进行表彰， 奖品有轿

车、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电动自行车等。

为了让年轻教师快速成长，市教育局实施全

免费培训，还组织他们面对国旗宣誓，提升

教师自豪感。 不仅如此，市教育局对老教师

也是关爱有加。 建立退休典礼制度，在老教

师退休之际，向他们献礼；定期与老教师沟

通座谈， 征求他们对学校工作的合理化建

议；建立帮扶台账，为老教师解决工作及生

活中的困惑和困难；每逢节假日都深入老教

师家中走访慰问，让老教师感受到“大家庭”

的关心和爱护。

“通过持续不断的培训研修，沁阳校长、

教师的教育观念实现了质的飞跃，为县域教

育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教育

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振有如是说。 目前，一支

教育理念新、师德师风好、业务素质精、教学

能力强、教育质量高的研究型教师队伍正逐

步形成，他们将用自己的力量助推沁阳教育

这艘航船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团市委深化志愿服务品牌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魏有梅

）日

前，团市委加大工作力度，深化志

愿服务品牌建设， 使我市志愿服

务管理工作更加规范， 进一步提

升了服务水平。

下发了 《关于实行青年志愿

者注册登记制度的通知》，新注册

成立了

32

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拥有队员

658

名。

面向社会广泛征求志愿服务

项目和建议， 通过团务微博和青

年手机报发布志愿活动项目 ，使

志愿服务活动更加符合社会需

求，组织形式更加灵活。

大力推进志愿服务活动有形

化建设，统一派发《青年志愿者服

务队志愿服务活动登记簿》 和青

年志愿者服务卡， 扩大志愿服务

的社会影响。

截至目前， 我市青年志愿者

服务队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89

次 ，服务群众

2300

余人 ，服务时

数达

371

小时。

我 市 出 台“十 二 五 ”

防 震 减 灾 规 划

本报讯

（通讯员

邹凤旗、李

超

）日前，市政府批准印发了《沁阳

市“十二五”防震减灾规划》。

该规划在总结“十一五”期间的

工作基础上， 认真分析我市防震减

灾工作的现状和需求， 明确了下阶

段的主要任务， 并制定了地震监测

台网建设、震害防御服务系统建设、

应急救援服务系统建设、 宣传教育

服务系统建设

4

项重点工作计划。

该规划的出台， 为引领我市今

后五年防震减灾事业全面发展，指

导防震减灾工作向更宽领域、 更深

层次、 更高水平迈进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我 市 组 织 老 干 部 撰

写文 史 资 料

本报讯

（通讯员

吕春峰

）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为纪

念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

30

周年，

喜迎党的十八大， 市委老干部局

与市政协《沁阳文史资料》编审委

员会结合， 积极组织离退休干部

以“颂党恩话发展、喜迎党的十八

大”为主题撰写文史资料，记述亲

历、亲见、亲闻的重要历史活动。

甄别史实，丰富史料，受到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

活动中， 农业局老干部党支

部发挥农业战线老同志专业技术

型人才多、 参与相关重要历史活

动多的优势，支部书记、副书记带

头撰写文章。 目前，该支部已有

6

人亲自撰写或本人口述整理成文

14

篇，已刊登

4

篇。 其中，支部书

记、原农委主任王俊岭撰写的“小

麦赤霉病防治始末”一文，对今年

在江淮地区、 长江下游发生的小

麦赤霉病防治就有很好的借鉴作

用，引起农业部门高度重视。

科技局离休干部张春光已

85

岁高龄，为了撰写 “参加抗美

援朝的若干经历”一文，不顾年老

体弱，亲自撰稿送稿，并

4

次让儿

媳骑电动三轮车将自己送到沁阳

政协办公室，讲述有关情节，一丝

不苟的精神让人感动。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50

余名

离退休干部参与了本次活动，撰

写文章

80

余篇。其中，已在《沁阳

文史资料》第十五期刊登了

12

位

老干部的

15

篇作品。

我市基层调解组织见奇功

调解矛盾纠纷 189 起

成功率 96 %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海锋、庞

娟

）

7

月份以来， 市司法局开展了

“喜迎十八大、全力保稳定”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活动。截至目前，全市各

基层调解组织已成功调解各类矛盾

纠纷

189

起，调成

181

起，调解成功

率

96%

。

该局组织

13

个司法所和

515

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对影响当前社会

稳定矛盾纠纷、信访隐患进行全面、

细致的拉网式排查；深入到社区、企

业等重点领域 ，了

解纠纷信息， 掌握

纠纷苗头。 对排查

出的一般矛盾纠纷

和苗头隐患逐一建

档登记， 及时就地

化解； 对疑难复杂

矛盾纠纷，落实包案人员及责任，明

确解决时间。

活动中， 该局将排查出的重大

不稳定因素作为工作重点， 整合社

会各方力量， 协调有关部门集中攻

坚，仅用

13

天时间就化解了雇工人

身损害赔偿、溺水死亡、医患纠纷等

3

起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大

矛盾纠纷，有效防止了矛盾激化，减

轻了群众诉累， 维护了当事人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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