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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扩面建缴力度 让更多职工享福利

本期嘉宾：市供销社主任杜拥军

本期主持人：丰舒潍

主持人：杜主任，请问您怎么看待

住房公积金缴存这项工作？

杜拥军： 十七大提出了 “努力使

全国人民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

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推动建

设和谐社会” 的宏伟目标， 纯粹的市

场化、 商品化是不可能解决全体老百

姓 “住有所居” 问题的， 这就要求社

会保障制度的参与。 在住房保障体系

中， 住房公积金是一项基础性制度和

核心制度。

我市自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以来

的实践证明，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建立

和完善， 有利于增强职工的购房支付

能力， 促进住房消费， 改善人民群众

的居住水平， 推动房地产市场和国民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有利于解决城镇

化过程中广大中低收入职工家庭住房

问题， 健全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推进

城市化， 构建和谐社会， 保持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 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

会。

主持人： 作为全市第二届住房公

积金管委会委员， 您将如何继续发挥

监督决策职能？ 对于全市住房公积金

事业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杜拥军：过去的一年，我市住房公

积金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促进住

房建设、改善职工群众住房条件方面，

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全市住房

公积金归集扩面、 贷款发放工作都取

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为实现职工“住有

所居”目标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作为公积金管委会委员， 既要做

好所在单位的本职工作， 又要履行好

管委会委员的职责。 我将主动学习掌

握有关理论、政策和业务知识，主动了

解和支持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 主动

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 切实发挥

管委会委员的监督职能。 对于当前工

作，我有三方面的建议：一是将公积金

贷款条件中 “借款人在本市连续足额

缴存住房公积金

1

年以上” 的时间期

限缩短； 二是对特困企业出台优惠政

策；三是对民营企业扩大宣传力度，让

更多职工受益。

主持人： 目前全市供销社发展状

况如何， 下一步焦作市供销社在住房

公积金缴存方面有什么打算？

杜拥军： 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 全市各级供销社以党的十七

大六中全会为指导， 以科学发展观统

揽全局， 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

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

导意见》 和市十次党代会精神， 坚持

为农服务宗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方向， 坚持合作制基本原则，

围绕市委、 市政府工作大局， 大力发

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进一步深化企

业改革 ， 创新经营方法 ， 强力推进

“新网工程” 建设， 全面构建连接城

乡流通服务网络， 各项工作步入了健

康发展的轨道。

“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二届三次

会议暨扩面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后，市

供销社党委认为， 建立住房公积金制

度并加快扩面工作， 有利于更好地支

持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购房， 提高购

房支付能力，实现安居乐业；有利于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推动供销社发展。 对构建完善的住房

保障机制， 帮助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

困难， 建立幸福供销社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为做好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这项

工作，我们将按照国务院《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和《焦作市住房公积金个人

贷款管理实施细则》，结合市供销社实

际 ，按照 “低门槛进入 ，逐步到位 ”和

“抓好重点，先大后小”的原则进行。 目

前，建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低收入职工家庭

请抓紧申请贷款贴息

申请时间截至

10

月底， 单笔当年

贷款最高贴息

4000

元

本报讯 （记者丰舒潍 通讯员谷敏 实习

生廖俊） 从

10

月

1

日开始， 我市低收入职工

家庭可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了！记者

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按照《焦作

市低收入职工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实施

细则》， 已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且尚未还

清的借款人或配偶可到该中心或各县市管理

部进行申请，申请时间截止到

10

月

31

日。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科负责人告诉

记者，为切实帮助低收入职工家庭改善住房条

件，减轻其还贷压力，我市于今年

6

月

15

日制

定出台了《焦作市低收入职工家庭住房公积金

贷款贴息实施细则》。细则规定，贴息对象须同

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

借款人或配偶在申请

前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

2

年以上；

2.

住房

公积金贷款所购买、建造、翻建或大修的自住

住房建筑面积小于

90

平方米（含

90

平方米），

且家庭只有一套住房，在本市无其他自主产权

的房屋。住房建筑面积按《房屋所有权证》或备

案的购房合同所注明的建筑面积认定；

3.

借款

人在申请贴息前已按合同约定正常还贷

1

年

以上，无恶意违约记录；

4.

被市、县市区民政部

门认定享受焦作市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或列为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或者被市总工

会认定的困难职工。

符合以上条件的借款人在办理贷款贴息

申请时需提供以下资料：

1.

焦作市住房公积金

贷款贴息申请表；

2.

借款人及配偶工作单位出

具收入证明 （无工作单位或无收入来源的，由

所居住社区或街道审核盖章）；

3.

借款人及配

偶的身份证、户口簿、婚姻关系证明；

4.

民政部

门核发的焦作市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金领取证或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认定证明；或

者市总工会出具的困难职工家庭认定证明；

5.

个人信用查询授权书；

6.

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

存折、卡；

7.

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符合贷款贴息条件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人

持以上材料， 可到该中心信贷审批科和各县

市区管理部申请。 该中心信贷审批科咨询电

话 ：

3388308

； 中 站 管 理 部 咨 询 电 话 ：

3122211

； 马村管理部咨询电话 ：

3950101

；

孟州管理部咨询电话：

8186058

； 沁阳管理部

咨询电话：

5610508

； 温县管理部咨询电话：

6125887

； 博爱管理部咨询电话 ：

8612983

；

武陟管理部咨询电话：

7282365

； 修武管理部

咨询电话：

7116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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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丰舒潍 通

讯员谷敏 实习生廖俊 ） 记者

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

截至目前，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

单位累计达

3090

户， 缴存人数

达

212208

人，覆盖面达

74.3%

，

历年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

41.5

亿元，成功突破

40

亿元。

据了解， 今年年初以来，市

政府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

盖范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出台

了《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住

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的实施

意见》， 同时专门召开全市扩面

动员大会进行部署，还将归集扩

面工作纳入我市十大民生工程

之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协

调市财政、税务、统计、工商、质

检、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法院、

工会等部门，加强协作、多方联

动，督促各企事业单位为在编人

员、合同聘用人员、劳务派遣人

员建立住房公积金， 努力实现

全员覆盖。 为了增强企业经营

者自觉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意识、

规范住房公积金行政执法行为，

该中心还制定了 《焦作市住房

公积金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 、

《焦作市住房公积金行政处罚裁

量标准》， 对上门宣传无效且有

条件建缴的企业单位开展行政

执法， 收到了明显成效。 据统

计， 今年

1～9

月份， 全市共新

增缴存单位

235

户，新增缴存人

数

21113

人。

如何识读住房公积金对账单

本报记者 丰舒潍

本报通讯员 谷 敏

近日，很多市民陆续收到了由住房公积金

管理部门邮寄的住房公积金对账单，上面详细

列举了缴存人的上年余额、本年缴交、利息和

实存总额等内容。 不过，一些职工表示看不懂

对账单，对其中各项内容也不是很清楚。 为此

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该中心有关负责人，帮您

读懂住房公积金对账单。

住房公积金对账单是每年一度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与缴存职工核对其住房公积金账

户内余额情况的凭证。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中心在每年

6

月

30

日

完成结息后，将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上的

余额情况以对账单的形式打印出来，陆续发放

到职工手中。如果缴存职工觉得对账单的金额

有出入或者有疑问，可以直接拨打对账单下方

所列联系电话或者向本单位负责住房公积金

工作的人员进行询问。

对账单该如何看呢？ 该中心负责人介绍，

拿到对账单，首先确定职工的基本信息是否准

确，包括姓名、身份证号 、所在单位及职工账

号。我市的职工账号共

12

位，前

6

位为单位账

号，后

6

位则是职工账号。 每位缴存职工的住

房公积金账号是唯一的，是查询住房公积金信

息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职工发现个人基本信

息不正确，请填写个人信息变更表，持身份证

到中心综合服务大厅办理变更手续。

月缴存额该如何计算？月缴存额由单位和

个人两部分组成。月缴存额是用自己上一年度

的月平均工资乘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例

如： 上年月平均工资为

2500

元， 缴存比例为

12%

， 那么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分别是

300

元，月缴存额为

300×2=600

元。

有一些职工提出，同一年参加工作，对账单

上的钱为何会不同呢？ 该中心负责人表示，同一

年参加工作的职工，缴存额不同可能是工资收入

不同，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就不同。此外，也存在

这样一种情况，所在单位性质不同，住房公积金

缴存比例不同。国家规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

5%～12%

，在这个范围之内，单位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自主确定缴存比例。职工缴存额之间的差别

不会对职工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比例、额度、年限

等使用方面造成任何影响。

同时， 对账单的年度为

2011

年

7

月

1

日

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不能简单的将年度缴存

额等同于月缴存额乘以

12

， 因为可能存在着

调整基数问题，对账单上显示的月缴存额实则

是

2012

年

6

月的数字。 如从归集系统查询，

2011

年

7

月

1

日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某职

工月缴存额为

614

元 ，

2012

年

1

月

1

日进行

了基数调整， 月缴存额调整为

638

元， 那么

2011

年

7

月

1

日到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缴存

额就是

614×6+638×6=7512

元。

根据往年经验，该中心负责人表示，可能

一些正常缴存的职工到目前还没有收到对账

单，主要是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一是个别单

位地址不详或因单位搬迁没有及时到中心更

新地址，导致对账单无法准确投递；二是有些

职工人事组织关系与实际工作单位不一致，这

种情况在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中比较常见，因

此如果没有收到账单，本人可到人事组织关系

所在单位查询； 三是有些单位机关规模庞大，

往往内设很多小单位，邮局投递时无法逐个单

位投寄，往往集中投递到总收发室，因此，这类

单位的职工如果没有收到账单，请及时到单位

收发室查询。 此外，由该中心和市邮政局结合

交换数据，通过各邮政分局分批次发放，存在

时间差问题。 如果您确实是正常缴存职工却没

有收到对账单，也无须担心账单丢失，个人信

息泄露。 该中心负责人介绍，如果账单无人接

收或单位查无此人，那么账单最终会被退回到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您可拨打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电话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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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县：城市规划正实施 人居环境渐改善

���

本报讯 （通讯员王娟 ） 近年

来， 随着城市建设的阔步发展、生

态建设的快速跟进，温县人居住的

环境正日渐改善：老城区旧貌换新

颜， 新城区道路交通日新月异，高

档的新居民区鳞次栉比。 尤其是随

着一系列具有前瞻性、 可行性、地

域性特点的城建规划的逐步实施，

更让温县人初步实现了“仰首望蓝

天，俯身见碧水，推窗见新绿，鲜花

四季开”的愿景。 一个个城市新规

划的出炉、实施，成为温县人坚持

规划引领、实现科学发展的有力践

行。

规划找准城市定位，丰富城市

内涵。 近年来，温县先后投入

1000

余万元，编制完成了《县城总体规

划》、《县域村镇体系规划 》、《产业

集聚区空间发展规划和控制性详

规》、《老城区控制性详规 》、《新城

区城市设计》、《陈家沟太极拳文化

旅游区总规 、 控规及城市设计 》、

《子夏大街两侧城市设计 》、《温县

水系生态规划》，正在编制《司马大

街、 太极路和太行路城市设计 》、

《温县新型农村社区布点规划 》等

规划，初步建立了覆盖县、乡、村的

规划组织体系。 同时，为了实现科

学发展，县委、县政府结合实际，确

立了“一城四区，四区联动，协调发

展”的城市发展战略，“四区”即老

城区、新城区、产业集聚区和陈家

沟太极拳文化旅游区。 目前，温县

县城规划总面积

140

平方公里，重

点控制区即四环以内面积

90

平方

公里，核心控制区

59

平方公里，其

中老城区

15

平方公里， 新城区

9

平方公里， 产业集聚区

15

平方公

里， 陈家沟太极拳文化旅游区

20

平方公里。 温县城市总体规划的出

台，找准了城市定位，彰显出城市

特色，也丰富了拳乡内涵。

新城旧城同纳城建大盘，“水”

文章锦上添花。 新城区是未来几年

县城的政治文化中心。 在打造新城

的同时，该县同步改造老城区。 在

新城建设方面 ， 该县县城黄河路

东延为新城区东西主轴 ， 以综合

行政办公区 、 文化中心 、 体育中

心为南北主轴 ， 依托现有荣蚰河

水系、 老蟒河水系以及南水北调

工程取土坑改造形成的太极西湖、

太极东湖 ， 形成三横三纵贯通 、

两湖相依相傍的景观水系。 目前，

黄河路东延和党校 、 国税局 、 法

院等单位新办公区已开工建设 ，

新城区建设全面拉开序幕 。 在老

城区建设方面 ， 该县积极实施城

市改造工程 ， 进一步完善城市功

能， 提升城市形象 ， 目前已对城

区主要道路实施了美化绿化 ， 启

动实施了城市夜景亮化工程 ， 古

温大街向南打通工程等招商工作

取得进展。 该县还做好 “水 ” 文

章， 为了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 做

到 “一河一景 、 一桥一景 、 一路

一景”， 专门委托清华大学水利水

电工程系编制了集水 、 树 、 路于

一体的 《温县水系生态规划》。 目

前， 环城北渠 、 东渠拓宽改造基

本完成， 建成了全长

4

公里 、 总

面积

1500

亩的蚰蜒河滨河公园 、

荣蚰河滨河公园 ， 蓄水量达

100

万立方米， 生态宜居县城建设进

程大大加快。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稳步推进，

城乡更添新景 。 该县专门成立了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指挥部 ， 出台

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施意见和

工作规程 ， 确定了子夏 、 司马 、

上作 、 东南王 、 张圪垱 、 马庄 、

朱沟、 陈家沟、 岳村、 东口等

10

个新型农村社区试点， 涉及

30

个

村庄， 覆盖群众

5.4

万人。 目前，

马庄、 岳村 、 陈家沟等新型农村

社区已开工建设 ， 上作新型农村

社区一期工程已初具规模 ， 共建

安置楼

16

栋、 建筑面积

6.5

万平

方米 ， 可安置群众

540

户 。 该县

将通过试点带动， 引导积极性高、

基础条件好的村梯次跟进 ， 到

2015

年， 力争建成

10

个规划布局

合理、 规模适中 、 设施完善 、 功

能齐全、 经济繁荣 、 环境优美的

现代化新型农村社区。

“黄河文化苑”游览区成市民休闲好去处

本报讯 （通讯员贾黎明） 十

一期间，在刚开园不久的孟州“黄

河文化苑”景区，一拨拨游人忘却

城市的喧嚣， 尽情享受着身边的

好景色。

孟州 “黄河文化苑” 位于该

市城区南

5

公里处的开仪控导工

程， 长

1860

米， 面积

0.25

平方

公里， 是一座集诗词、 歌赋、 雕

塑、 石刻、 书法、 美术多种艺术

门类于一体， 融观光旅游、 休闲

娱乐、 文化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

文化苑。 它的建成， 将进一步彰

显黄河文化魅力， 推进黄河生态

建设。

据悉，该苑分四大区：第一区

为黄河风光迎宾区，由“黄河文化

苑”迎宾石、“天下黄河”平面微缩

图、 温孟滩纪念亭及黄河岸边的

遥望石组成； 第二区为太行奇石

碑林区， 雕刻着名言警句的风景

石以温孟滩纪念亭为中心， 沿林

荫大道两侧依次布设； 第三区为

黄河文化展示区， 从西向东以雕

塑、景石为依托，分

8

个部分依次

展示河之杰、河之重 、河之脊 、河

之魂、河之汛、河之韵、河之风、河

之策； 第四区为石方工程示范教

学区， 将不同种类砌石护坡方式

分段示范展现。

武

陟

：

农

民

党

员

演

绎

﹃

致

富

大

戏

﹄

本报讯 （记者原文钊 通讯员张俊杰、 谢永利） 近

日，在武陟县西余会村蔬菜种植大棚基地，记者看到来自

该县

13

个乡镇的

80

多名农民党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党

员致富能手田希望讲解大棚蔬菜技术，党员们边听边记，

不时窃窃交流……

目前，在该县广大农村，像田希望这样的党员致富能

手已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中坚力量， 党员学先进、 争致

富、当能手已蔚然成风。 今年年初以来，该县结合创先争

优活动，围绕提高党员致富本领、激发党员创业热情，积

极搭建党员创业致富平台，一月一项创新工作，一月一个

培训主题，采取现场观摩、专家授课和技术能手交流等形

式，把课堂前移，把培训班办到示范基地、精深加工企业

中，引领广大党员积极投身创业致富大潮，成为创先争优

的标兵。

在抓好党员技能培训的同时， 该县积极引导广大党

员创办种植、养殖示范基地，成立运输、饲养等党员产业

协会， 领办或合办以党员为核心的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新

型经济组织， 大力培植农村党员示范户和党员经纪人队

伍，充分发挥“双强”党员的辐射带动作用，围绕市场需求

指导农民生产，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使千家万户小

生产和千变万化大市场有效地衔接， 减少农民产业结构

调整的盲目性， 降低市场风险， 让更多的群众致富奔小

康。

据了解，该县先后举办了果树技术、畜禽饲养、食用

菌种植、“四大怀药”种植等一系列党员技能培训，共树立

党员创业致富标兵

80

名 ， 发展党员创业致富示范户

1600

多户，成立党员产业协会

120

多个，肉牛饲养、食用

菌种植、怀药深加工等党员专业合作社

170

多家，创办党

员创业致富示范基地

60

个，苗木花卉、果树种植等党员

经纪人队伍已经发展到

2300

多人，辐射和带动

5.4

万户

农户致富奔小康。

10

月

7

日 下

午，孟州市

30

万亩

玉 米 全 部 收 获 完

毕， 其中机收玉米

27.1

万亩， 机收率

达

90%

。 玉米机收

率的持续提升 ，使

制约该市机械化发

展的玉米收获这一

瓶颈问题得到了解

决。 图为玉米收获

机正在做好扫尾工

作。

黄文芳 摄

9

月

29

日， 在孟州市化工镇贺庄村的丰润园观光旅游园区里，

果农在将收获的丰水梨装箱。该园区占地约

1000

亩，主要经营梨、葡

萄、枣、杏、桃等优质杂果，辐射带动

40

余农户发展林果业，就地转移

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约

2000

人。

本报记者 杨 帆 通讯员 郭增强 摄

李士絮：照料丈夫 33年不言悔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本报通讯员 薛德安 李子文

她叫李士絮， 今年

57

岁，是

孟州市大定街道花封街居委会一

名普通的家庭妇女， 但只要提起

她的名字，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

她和因公致残的郝士通结婚后，

三十三年如一日

,

为丈夫洗脸喂

饭、擦屎倒尿，从不言弃。

1972

年， 时年

20

岁的郝士

通在孟州一砖瓦厂上班， 他能弹

会唱，待人实诚，颇有人缘。

1972

年

1

月， 他在高处同工友们一道

上预制板时， 几块

5

米长的预制

板突然从房顶坠落， 他和几个工

友被摔在地上。 为避免再坠落的

预制板伤及工友， 他连忙伸腿想

将预制板蹬到一边， 谁知一脚蹬

空， 坠落的预制板正砸在他的腰

上。他在医院整整治疗了

3

年，虽

然命保住了，但他从此瘫痪了。他

因公致残后，厂里为照顾他，先后

安排他做图书管理员、 质量检验

员，并安排李士絮照顾他。两年多

时间里，李士絮照料得十分周到。

后来有人给李士絮介绍对象，她

说已经爱上了郝士通，非他不嫁。

顶住压力，李士絮于

1979

年和郝

士通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给残疾人做老婆难， 给瘫痪

的残疾人做老婆更是难上加难。

上世纪

80

年代初，郝士通的工资

才

120

元， 李士絮拿的护理工资

每月也只有

20

多元。她骑着自行

车往返十几公里外的岑村十几

趟，最终学会了做米皮的手艺，夜

里忙活三四个小时制作米皮，白

天顶着风吹日晒

１０

多个小时才

赚五六元。她用这微薄的收入，保

证郝士通每天有鸡蛋吃， 每周吃

上一次肉。郝士通身体瘫痪，农活

插不上手，每到给庄稼打农药时，

十几公斤重的药桶把李士絮的肩

头勒出两道血痕。 每逢夜里给玉

米浇地， 李士絮只身一人在青纱

帐里忙碌，从不知啥叫害怕。她只

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再苦再累也

要撑起这个家。

恩爱夫妻有时也斗气吵嘴，

郝士通因活动范围有限， 为此经

常对李士絮发无名火， 有时还摔

杯摔碗摔枕头， 气得李士絮哭着

往娘家跑， 但每次都是跑到半路

就又返回。 为让内心烦躁的郝士

通开心，她省吃俭用买来了彩电。

她怕郝士通下半身没有知觉会萎

缩坏死，连续

33

年每天给郝士通

做按摩。 当年曾断言郝士通生命

期不会超过

10

年的医生，连称这

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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