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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我公司现有一批调换轮胎、等外品和废品轮

胎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有意者，请致电

3999096

、

3914869

，联系人：薛女士。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0

日

解放区 2012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解放区政府同意，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40

名。 其中，中学教师

30

名、计划生育服

务站工作人员

10

名。

报名时间：

2012

年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2

日。

报名地点：焦作市解放区教育局负一楼大会议室（果园路与烈士街交叉口西北角）。

乘车路线：市内乘坐

15

路、

18

路、

20

路公交车至焦作市解放区教育局下车。

详情请登录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政府网站（

www.jfq.gov.cn

）。

咨询电话：（

0391

）

2917669

（

0391

）

2903917

（报名期间）

解放区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

年

9

月

29

日

焦作市环保局创建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报道之三

环境信访 百姓满意是标杆

本报通讯员 张小莉

“我们家再也不用受‘小六扣碗店’

的油烟熏了，小孩也喜欢在家待了，真是

谢谢了！”市环保局法制科信访工作人员

在对信访人进行回访时， 普济路翠园小

区居民陈建新如是说。

2012

年

5

月

28

日上午， 陈建新带

着母亲和小孩焦急地来到市环保局法制

科， 科室负责人忙放下手中的工作接待

他们：“你们先请坐吧， 有什么问题慢慢

说，我们会积极解决的。 ”陈建新和母亲

坐在沙发上，开始反映“小六扣碗店”的

噪声和油烟问题， 强烈要求该饭店进行

整改。在他们反映问题的过程中，该科室

负责人认真听取百姓诉求， 并进行详细

登记， 旁边的工作人员悄悄为母子俩送

上了热水， 看见陈建新携家带口来一趟

不容易，就给他们留下了科室的电话，并

叮嘱

:

“在饭店整改过程中， 你们有什么

不满意的地方就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

们会妥善处理的 ， 也省得你们再跑路

了。”陈建新对市环保局的信访接待工作

很是满意。接待完信访人，该局法制科立

即按照程序完成了签批和交办工作，并

在饭店整改过程中积极询问进展情况，

并督促饭店加快进度。 经过半个月的整

改，油烟和噪声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类似这种情况在信访接待工作中时

有发生。 市环保局法制科始终以百姓满

意为基本理念，认真听取百姓诉求，真正

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切切实实维护

百姓环境权益。 在创建人民满意公务员

的大环境下， 该局法制科对工作中那些

易被轻视的问题、易被忽略的小环节，坚

持小题大做。一是小事当做大事办。对于

来访群众反映的任何一件小事， 都当做

大事来认真对待，谨防小事拖大、矛盾激

化。二是身体力行亲自办。通过开展环境

大接访、领导干部接访活动，下基层听民

声，经常察民情，经常办访解民忧，定期

做好回访工作，询问百姓满意程度。三是

牢固树立“处理信访问题到我为止”的观

念，随时掌握群众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

的问题和上访动态， 做到上访的苗头早

发现、酝酿中的事件早劝阻、“热点”问题

早解决。截至目前，全市环保系统共办理

各类信访案件

68

件（不含

12369

投诉），

其中来自国家有关部门转办、 交办的信

访案件

5

起，省有关部门转办、交办的信

访案件

41

起，市有关部门转办、交办的

信访案件

3

起， 群众直接来信来访案件

19

起。 该局环境信访工作人员热心接待

来访群众，积极解决信访实际问题，使带

着诉求而来的信访人带着满意而归，有

效维护了新形势下的环境信访稳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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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博

爱县金城乡西碑村

村民梁守战在自家

房顶晾晒刚收获的

玉米。金秋时节，博

爱 县 玉 米 喜 获 丰

收， 该县农村街道

旁边、 农家院里到

处堆放、 悬挂着晾

晒的玉米， 成串的

玉米挂起来成为秋

天 里 最 亮 丽 的 景

色。

程 全 摄

昨日， 温县岳村乡后岗村的王福柱在挖铁棍山

药。 从农历的三月到现在，经过培育选种、深挖种植

到精心管理，我市又迎来了铁棍山药的收获季节，新

鲜的铁棍山药将陆续走向市场。今年，我市怀山药种

植面积达到

25.1

万亩。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58岁老妇摔倒路边

两市民热心伸援手

本报记者 王水涛

近日，

58

岁的市民任某从市

人民医院康复出院。“幸亏有好心

人及时打了急救电话， 我妈才没

有发生更大的危险。”任某的儿子

宋先生说。

9

月

20

日下午，任某骑电动

自行车从武陟县大封镇返回市

区。

18

时，任某沿迎宾路由南向

北行驶至距神州路口约

１００

米

时，突然感到一阵眩晕，电动车撞

向人行道的道沿，任某摔倒在地，

人事不省。

18

时

10

分许，丹河发电公司

员工范秋明和陈刚下班后， 沿着

迎宾路东侧人行道由南向北步行

回家。 在距离神州路口约

100

米

处的地方， 二人发现任某趴在人

行道道沿上一动不动， 头部和面

部被磕破，脸色发紫，头旁边还有

一摊血迹。 二人蹲下来试图唤醒

老人，但老人没有反应。范秋明随

即拿出手机拨打了

110

和

120

。

“虽然不知道老人是怎么受伤

摔倒的， 但咱不能不管。” 二人商

量道。 范秋明和陈刚扫视周围，

看到不远处有一部手机， 他们把

手机捡起来发现还能用， 就开始

查找手机上最近的通话记录， 并

直接用老人的手机打了过去， 直

到打到第五个号码时才有人接

听。 范秋明把机主的情况简单说

明后， 让其通知老人的家属。

“很快， 有两个电话打了过

来。我简单地介绍了老人的情况，

让他们赶紧过来。 ”范秋明说。 这

时警车和急救车先后赶到， 范秋

明和陈刚帮助医护人员将老太太

抬上救护车。

“平时我们也听到一些因救

老人反被诬陷的事情， 开始心里

也有顾忌， 但担心时间长了老人

会有危险，所以还是决定帮她。 ”

范秋明说。

商标注册保收益

本报记者 原文钊

近日， 记者在温县武德镇大

善台村世斌农业专业种植合作社

的种植基地看到， 几台山药种植

收获机正在抢收山药， 几名工人

跟在收获机后忙着将挖出来的山

药进行分拣。

在种植基地旁， 摆放着大量

新型“温县铁棍山药”包装盒，几

名工人正准备将刚挖出来的山药

装箱，并贴上新型防伪标志。

“现在，我们合作社都用山药

种植收获机收山药， 效率比以前

高多了， 一台机器一天能收近

10

亩山药，大大节约了人工成本。 ”

该合作社社员岳明生告诉记者。

“那边放那么多包装箱，是把

山药挖出来后直接包装吗？”记者

问。

“现在市场上假冒的温县铁

棍山药太多， 为了保护种植户的

利益，县里专门注册了商标，制作

了防伪标志， 当地的山药一挖出

来就直接进行防伪包装， 防止外

地山药冒充。”该合作社社员李平

接过话茬儿，“去年， 就是受外地

山药的冲击， 俺的山药才卖到

3

块钱一斤， 一年下来的收入刚够

成本。 ”

“看，山药装进箱子里，防伪

标志一贴， 外地山药就没那么容

易冒充了。 ”该合作社理事长岳明

理指着正在进行防伪包装的山药

说，“没注册商标前，外地山药随便

印个温县铁棍山药的箱子， 装上

山药就冒充温县的铁棍山药卖，

温县铁棍山药市场受到了很大冲

击。 商标注册以后，外地山药再冒

充温县铁棍山药就不容易了，山

药的价格就平稳了， 种植户和合

作社的利益就可得到有效保护。 ”

武德镇副镇长张慧霞告诉记

者，去年，外地山药对温县铁棍山

药市场的冲击很大， 种植户们一

年下来挣不到钱，大家都很着急。

今年温县铁棍山药商标成功注册

后， 消费者就可以买到正宗的温

县铁棍山药了。今年，全镇种植的

2000

亩山药能保持每公斤

１６

元

到

１８

元的价格，不仅维护了消费

者的利益， 而且保护了山药种植

户的利益。

今年冬瓜好收成

本报记者 高小豹

“

8

月初到现在 ，已卖了

130

亩的冬瓜 ，挣了

50

多万元 ，眼下

还有

70

多亩冬瓜等待出售。 ”

10

月

9

日上午， 沁阳市太行街道甄

庄村冬瓜种植户刘世琴说起今年

冬瓜的行情， 按捺不住心中的兴

奋。

“赶紧再拉几车，待会人家的

货车就来装车了。 ”今年

50

多岁

的刘世琴在村口一边指挥几名农

民从四轮车上卸冬瓜一边说。 在

村口的路边， 地上已经堆出了一

座冬瓜山。

“已经拉了

1

万多公斤，再有

1

万公斤就够这个客户的了吧？ ”

一名

50

多岁的男子问。

“今天好几个客户都要走货，

够你们忙活一阵子了！ ” 刘世琴

说。 据介绍，因为附近修路造成交

通不畅， 刘世琴找人提前把冬瓜

从地里拉到村口。

据了解，

12

年前，刘世琴在沁

阳承包了

500

亩土地， 而冬瓜是

每年必不可少的种植品种。 因为

刘世琴种冬瓜时间长、规模大，拥

有了固定的客户， 冬瓜大多都销

往广东、湖南、福建等省。 去年，她

留了

300

亩地种玉米， 其余

200

亩地都种上了冬瓜。

说到种冬瓜， 刘世琴笑了笑

说：“种地也有风险， 不过我的客

户比较稳定 ， 能抵抗一定的风

险。 ”

“从

8

月就开始卖冬瓜了，这

一下就能卖到

10

月底。 今年冬瓜

收成不错，虽说咱种得多，冬瓜地

的管理不能特别细致， 但每亩地

也能收

７5００

公斤冬瓜。 今年冬瓜

价格也不赖，每公斤

0.３６

元，每亩

净利润

2000

元。 今年我的

200

亩

冬瓜，净利润已有

40

多万元了。 ”

她算了一笔账说，“我今年承包的

800

亩地开始耕地耙地了，到明年

将要种

800

亩冬瓜， 那时一定又

是个丰收年。 ”

再探建行“信贷工厂”

———来自建行焦作分行小企业经营中心的报道

本报记者 孙阎河

记者手记：“数额小、成本高、

风险大” 是银行业人士对中小企

业贷款的共同评价。因此，中小企

业贷款难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

中很难突破的瓶颈。

2010

年，建

行焦作分行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优势， 在全省建行系统率先成

立了小企业经营中心，以“信贷工

厂”的模式，为我市中小企业建立

了一个综合性、 全功能金融服务

平台。如今，小企业经营中心已经

运行两年多，其效果究竟如何？

国庆节前夕， 正是银行业季

度末集中放款、整理数据、统计业

绩的时期，为了现场体验“信贷工

厂”的生产流程，记者来到了位于

我市果园路的建行焦作分行小企

业经营中心。

按照清晰的标牌指引， 记者

走进了三楼小企业经营中心办公

大厅， 只见一排连接在一起的长

长的办公台干净整齐， 办公台上

依次摆放着“业务受理”、“评价授

信”、“信贷执行”、“贷后管理”的

牌子，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在忙碌

着， 有的查阅客户递交的贷款申

请，有的认真撰写评价授信报告，

有的正在通知各支行为客户放

款。

小企业经营中心经理任毅告

诉记者：“‘信贷工厂’模式完全区

别于传统的贷款模式， 主要运用

流水线的作业模式， 将小企业贷

款的办理流程分为业务受理、评

价授信、信贷审批、信贷执行和贷

后管理五个环节，细化岗位职责，

提高办理效率， 将过去由客户经

理一人负责的从企业审核准入到

客户信用等级评定、额度审批、投

放以及贷后管理的全程管理，变

成现在的由支行网点前台负责营

销、方案设计、二次营销等前期准

备工作，然后进入‘信贷工厂’，由

中后台全面负责客户的各项审批

工作。这样，就将以往重复的流程

全部消化掉， 同时围绕中小企业

客户需要， 中心不断地对员工进

行相关政策、法规、产品、流程等

方面的培训， 使客户享受到一流

的专业化流水线服务。 ”

在贷后管理工作台前， 应记

者的请求， 负责此项工作的两个

员工之一的李艳停下了手头的工

作，接受了短暂的采访。 “贷后管

理主要负责贷款资料和抵押、质

押重要凭证的接收、整理、归档，

对所有贷款风险情况进行实时监

测，组织贷后检查、风险分类，对

逾期不良贷款进行催收……”说

起分管的工作， 李艳掰着指头一

口气介绍了十几项。 当问到是否

加班时， 李艳笑着说：“在我们这

儿，加班是常有的事。每到季度末

上报各种数据的时候， 加班更是

家常便饭。 ”

采访中，为了更多地了解“信

贷工厂”的实际效果，记者决定跟

随负责评价授信环节的任成兵到

企业进行贷前调查。路上，任成兵

高兴地说：“为了满足中小企业不

同的金融需求， 小企业经营中心

先后推出了 ‘速贷通’、‘成长之

路’、‘联贷联保’等品牌，并设计

了 ‘诚贷通’、‘供应链融资’、‘循

环额度贷款’、‘仓单质押’、‘国内

保理’等几十个产品，深受广大中

小企业的欢迎。 ”

来到我市新城区一家机械

厂，按照相关规定，任成兵对企业

的财务报表、 抵质押物和相关评

估报告进行了详细查看。 听说有

记者跟着采访， 陪同调查的企业

负责人笑着说：“办企业这么多年

了， 与国有大银行打交道还是第

一次。 过去， 总觉得大银行架子

大、门槛高、手续多。 现在一接触

才知道，建行的服务这么周到，一

些流程都是银行催着我办的。 ”

调查回来的路上， 任成兵说，

为了不耽误企业使用资金，他晚上

还要赶写调查报告和申报材料。正

常情况下，该企业的

300

万元贷款

几天内就能发放到位。有了这第一

次合作， 企业就变成了银行的存

量客户。以后，该企业如果还需要

贷款，放贷速度还会更快。

回到小企业经营中心， 工作

人员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 ：

2009

年，建行焦作分行中小企业

客户

34

户，贷款余额

1.14

亿元；

截至

2012

年上半年，该行中小企

业客户达到

108

户， 贷款余额已

增长至

5.26

亿元。

焦作市加油站环境卫生

专项治理工作进度情况通报

市政府于

9

月

14

日召开了焦作市加油站环境

卫生专项治理工作会议， 要求在全市开展为期一个

半月的加油站环境卫生专项治理工作。 各县市区及

有关企业要切实强化领导，落实责任，严格标准，抓

紧实施，确保专项治理工作按期完成。 现对截至

10

月

10

日前县市区专项治理工作自查进度情况予以

通报。

焦作市爱卫办

2012

年

10

月

10

日

焦作市加油站环境卫生

专项治理工作进度通报表

县市区

治理

任务

自查治理

达标数

达标

率

％

名次

沁阳市

８５ ７７ ９０.589 1

马村区

１０ ８ 80 2

中站区

１０ ５ 50 3

焦作新区

１７ ７ 41.18 4

博爱县

４０ １６ 40 5

解放区

８ ３ 37.5 6

武陟县

７１ １０ 14.08 7

孟州市

５１ ７ 13.73 8

温 县

４６ ３ 6.5 9

修 武

３７ ０ 0 10

山阳区

１６ ０ 0 10

合 计

３９１ １３６ 34.78

（上接一版

②

）李继昂抿了一口酒说，“就拿我的小诊

所来说吧，十年间就发生了三次变化：起初在大街上

赁房办诊所，一天收入不过三五十块钱。后来我将诊

所搬到了家，里外不过

５０

平方米，吃、住、看病在一

起，转个身都难，更不要谈开展业务了。

2008

年夏

天， 村委会在大街南头无偿划拨了

150

平方米左右

的地皮做卫生所新址，县卫生局、镇卫生院也无偿给

配置了消毒锅、药架、电脑、打印机、

DVD

、诊断桌等

办公设备，环境好了，来看病的人也多了，当医生的

心里能不高兴？ ”

“你现在能拿多少工资，昂哥？ ”周国军问。

“加上新农合诊疗费补助差不多

2000

元吧。”李

继昂回答。

“咱都差不多，今年县里出台的收入六挂钩政策

件件关乎乡村医生的利益，只要服务好，让老百姓更

满意，我看咱的收入还有提升的空间。 ”周国军说。

见三人谈得热乎，又听见他们在谈医疗话题，饭

店老板李小充也凑了过来：“现在农民不仅看得起

病，享受的待遇也不比城里人差。前几天我回农村老

家，

84

岁的老娘一下子给我拿出几个折，有健康卡、

养老卡，还有高龄补贴卡。 老娘那个满意呀，比我给

她几百元钱都高兴。 恁仨都是乡村医生啊，来，敬你

们一杯！ ”

酒未多喝情谊浓，谈起变化，几个人兴致越来越

高，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已经过去，考虑到要回家坐

诊，三人临别相约，明年聚会时再多带些好消息。

（上接一版

①

） 要全面总结经验，

巩固成效，大力推行预约挂号、优

质护理等惠民服务， 建立以病人

为中心的服务模式， 不断优化服

务流程和服务质量， 提升人民群

众就医满意度。 推进信息化进程

利民。信息化建设是推进医改、利

于群众的重要技术支撑， 要进一

步完善市级卫生信息平台， 加快

数字化医院建设， 尽快实现卫生

信息市、县、乡、村四级纵向连接

和覆盖卫生主要业务领域的横向

融合，逐步实现电子病历、电子处

方、远程会诊等功能，促进优质医

疗资源共享， 提高医疗服务规范

化、精细化、透明化水平。 加快卫

生项目建设为民。近三年，全市实

施卫生建设项目

102

个， 总投资

15

亿元， 建设规模达

40

万平方

米。 特别是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倍

增计划实施以来， 床位由建设前

的

2478

张增加到

4475

张。 要争

取更多的资金支持， 建设更多的

卫生项目，造福广大群众。

深化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是

“十二五”医改规划确定的重点任

务，我们要下定决心、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持续深入，加快推进县

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各项工作，

早日实现医院发展有后劲、 医疗

保障可持续、 人民群众得实惠的

目标，切实维护好、保障好、服务

好广大群众的健康权益。

（根据

9

月

28

日全省县级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现场会发言录

音整理）

10

月

10

日，沁阳市睿为视讯技术有限公司员工在检测

LED

背

光源导光板。 该项目一期投资

1.5

亿元，目前已建成

7

条生产线，全

部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

1.8

亿元，利税总额

4000

万元。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