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培训 破解难题

新区多渠道扶持失地农民就业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 ，新

区采取多项措施， 加大就业创业

扶持力度， 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

业或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

就业， 使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实

现就业、创业。

出台积极的就业扶持和社会

保障政策。 一是出台对用人单位

招用辖区农村劳动力实行社会保

险补贴政策， 补贴标准为每人每

月

150

元。 截至目前，共为

10

家

单位发放社保补贴

22.79

万元 ，

涉及

505

人。 二是适时提高失地

农民养老补贴发放标准。 今年年

初 以 来 ， 累 计 发 放 养 老 补 贴

1411.84

万元， 实现

60

岁以上农

民养老补贴全覆盖。 三是继续实

施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助政策，

向职业学校毕业的

10

名失地农

民发放教育补助

8000

元。四是开

发公益性岗位

65

个，优先安排就

业困难的被征地农民。

破解失地农民创业发展难

题。 新区组织阳庙镇、李万街道、

苏家作乡

360

名被征地农民参加

创业培训， 对培训学员进行跟踪

式服务，及时提供政策指导，记录

培训学员的贷款情况和创业项目

情况。 截至目前，共计为

44

名失

地农民发放

198

万元小额贷款，

扶持群众通过小额担保贷款实现

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180

余人。

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技

能培训。 新区根据新区产业结构

和人员需求， 实施农村劳动力职

业技能“千人培训”计划，结合辖

区各乡镇特点设置不同的培训专

业，目前已完成电焊、电工、家政

服务、 中式烹调等专业培训

702

人， 正在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244

人，通过“送岗位下乡”等活动实

现就业

284

人，就业率达到

40%

以上。

扎实推进职业指导、 职业介

绍等就业促进服务。新区召开“送

岗位下乡 ”专场招聘会 ，将招聘

会向下延伸至乡镇一级，在阳庙

镇 、文昌街道 、李万街道组织了

3

场“送岗位下乡”专场招聘会，

近

60

家企业提供

700

多个就业

岗位， 吸引群众

900

多人参加，

180

余人与招聘单位当场达成初

步用工意向。 组织培训学校、技

校等培训机构参加 “送岗位下

乡”活动，为农村劳动者搭建“政

策服务、职业介绍、就业培训”三

位一体的服务平台，现场宣讲政

策，现场进行用工招聘或推荐培

训，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效

的就业服务。 和市人才交流中心

联合举办“服务新区，科技强区，

人才支撑” 大型人才招聘会，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招聘活动吸

引了

600

多名大中专毕业生，求

职者与招聘单位达成聘用意向者

有

200

多人。

（卢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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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认真贯彻落实郭庚茂同志调研讲话精神

狠抓项目建设 促进新区大发展

本报讯 （记者郭树勋 通讯

员冯瑶）

10

月

11

日，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茂到焦作新

区大江重工（焦作）有限公司和瑞

庆汽车发动机技术有限公司调研，

对加快项目建设和产业集聚区建

设提出要求。 对此，新区及时传达

贯彻调研精神，主动融入 、靠前工

作，从转型示范、壮大新区经济总

量和树立新区形象的战略高度，深

刻认识新区项目建设和产业集聚

区建设的重要性，全力以赴抓紧抓

实抓出成效，力争走在全省产业集

聚区建设前列。

以重点项目建设引领全区项

目建设。 要做到四倾斜，即领导力

量向重点项目倾斜、工作力量向重

点项目倾斜、部门服务向重点项目

倾斜、 要素资源向重点项目倾斜，

确保见到实效。 要做到四认真，认

真抓好关系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的水系建设项目，把后续遗留问

题解决到位， 确保大沙河治理、引

黄入焦等工程在新区的顺利推进；

认真抓好列入省重点项目建设计

划的

8

个项目、列入市重点建设计

划的

77

个项目和新区

16

个重大

项目，确保按时间节点扎实有序推

进；认真抓好列入市政府年度考核

的

10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美晶金

刚石、光源电力、大江重工等工业

项目要力争年底竣工投产，大中原

精品产业新城要确保有企业入驻；

认真抓好新拓展工业区的前期工

作，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抓紧抓实，

确保新拓展工业区尽快起步建设。

落实项目服务机制，重点解决

瓶颈制约。 严格落实重大项目周汇

报制、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责任公示

制、项目问题直通车等项目推进制

度；强化用地保障，认真解决好重

点项目的用地保障问题，采取有力

措施， 加大闲置土地清理力度，对

拿地后一年内不动工的，严格按照

国土资源部规定征收土地闲置费；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世纪

路、黄河大道、南洋大道等主干道

路和直接关系项目建设的道路建

设；优化施工环境，增强服务意识，

积极主动为项目搞好服务，相关职

能部门要加大力度整治建筑领域

施工环境， 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强

买强卖等违法行为。

加快新区产业集聚区一期规

划方案修编。 按照三规合一和修建

性详细规划的要求，规划新区产业

集聚区总面积

48.96

平方公里，其

中一期

12.27

平方公里、二期

36.69

平方公里。 加快推进一期控制性详

细规划和道路系统详细规划 、“四

线” 控制详细规划及市政排水、供

水、供电、供热、供气等专项规划，

加快对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进行

论证和新区产业集聚区的规划环

评报批工作，并积极与省 、市发展

改革委加强对接，明确新区产业集

聚区的主导产业。

大力增强项目储备，形成梯次

推进格局。 及早谋划、对接工业等

项目，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

扶持，为明年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积极着手编制明年的

重点项目建设计划，围绕国家产业

政策和宏观政策以及装备制造、新

材料、光电三大主导产业 、科技创

新、 现有企业上下游产品的延伸、

高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谋

划一批科技含量高、 发展前景好、

辐射带动强的大项目、 好项目，形

成开工建设一批、 谋划储备一批、

投产达效一批的项目建设梯次推

进格局。

提升服务理念， 为工业经济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 加强工业经济运

行监测，及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

落实对策；完善企业服务长效机制，

组织开展“企业服务直通车”活动，

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进行分类， 督促

相关职能部门限期解决； 落实各项

企业扶持政策， 加强对接， 靠前服

务，确保政策全面落实；优化工业经

济发展环境。坚决杜绝乱收费、乱摊

派、乱罚款、乱检查“四乱”现象，没

有统一安排的严禁到企业检查，确

保企业集中精力抓生产、谋发展。

大江重工

蓄势待发欲远航

本报记者 付凯明

6.2

万平方米的钢构厂房已

经封顶，单高

16

米的

409

根钢柱

犹如一排排整齐的士兵伫立着；

35

台天车整齐地架在钢构厂房

内；厂房内的水、电、气、风及动力

系统已全部安装———近日， 自记

者上次采访相隔两个多月的时

间，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大江重工

（焦作）装备产业园项目的建设速

度就再次令人刮目相看。

项目进展速度如此之快，秘

诀在哪？ 该项目负责人给出了这

样的答案：“我们克服了天气、停

电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重质量、保

安全、抢工期。 农忙时节，我们周

密计划， 合理安排， 没有丝毫延

误。进入秋季，我们又抓住这一大

好时机， 实行交叉作业， 争取时

间，确保工程进度。 ”

在偌大的厂房内， 眼前的景

象着实令人振奋：最大吊装达

80

吨的行车高架在厂房顶端， 单台

跨度达

34

米，这些行车只待安监

部门验收合格后，便可进行生产。

全新购置的数控精细等离子切割

机、数控火焰切割机、结构件焊接

机器人、 高端数控专机、 总装配

线、 抛丸涂装生产线等近

500

台

套的高水平加工设备已全部到

位。

那么， 这个

备受关注的项目

除了建设速度快

之外， 还有其他

什么亮点呢？该项目负责人说，新

进的

15

架机器人工作站是目前

国内同行业中最为先进的， 可大

大提高工作效率， 一个工人就可

以管理

2

至

3

架。此外，公司设计

生产的液压支架项目遵循先进、

适用、经济及高效节能的原则，采

用焊接机器人和富氩的混合气体

保护焊、 全纤维陶瓷维护结构台

车等绿色工艺， 提高产品精度和

生产效率， 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

耗。 同时，融入信息化同步管理，

高起点打造数字化设计、 数字化

制造、数字化验证的数字化工厂。

据悉， 大江重工焦作装备产

业园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与

市政府战略合作的重点建设项

目。 项目占地

773.74

亩，总投资

23

亿元，以生产制造高端液压支

架等能源装备为主业。其中，一期

液压支架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达

产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

20

亿

元、利税约

1.5

亿元。 项目规划年

产各类高端液压支架

4000

架，预

计年销售收入

13.5

亿元，于今年

9

月底建成。 二期能源装备总投

资

13

亿元，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

销售收入

30

亿元 、 利税

1.8

亿

元。

再过不到半个月， 该项目就

可以试运行，届时，国内高端的液

压支架将从新区的厂房生产出

来，走出国门。

金久福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被评为省放心菜工程达标创优先进单位

本报讯 日前闭幕的全省放

心菜工程总结表彰会传来喜讯，

新区金久福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荣获 “河南省放心菜工程达标创

优先进单位”称号。

据悉， 此次我市共有

7

家单

位被评为全省放心菜工程达标单

位， 新区金久福果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名列其中。 新区金久福果蔬

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建于

2012

年

1

月，位于新区中原路中段，占地

400

亩，采用“公司

+

基地

+

农户”

的经营管理模式， 现有农户

163

户、职工

150

人，其中中高级农业

技术人员

20

人，拥有育苗、病虫

害防治、施肥、管理等各种专业人

才。合作社主要从事果蔬种植、销

售、储藏、加工、包装和相关的技

术培训、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

（童超）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6

日 ，

德 国 眼 科 专 家

Prospero Tolete

MD

亲临焦作同仁医院坐诊，为

患者提供免费服务， 这是今年中

德医疗合作的一部分。

Prospero

Tolete MD

为德国马尼拉中央大

学

(Manila Central University)

医

学博士，是德籍菲律宾后裔，曾工

作于德国伯大尼医院、 美国军队

医院，对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

儿童斜视、 弱视等方面诊治有丰

富的临床经验。

2008

年，他在德

国

NGO lslamea

眼科医院和研究

中心，担任医学顾问 ，参与

SICS

(

小切口白内障手术

)

培训 ，在中

国拥有

SES

项目。 车 楠 摄

青春奉献在乡村小学

———记新区杨庄小学优秀教师魏芳

本报记者 付凯明

年轻、漂亮、文气，是许多人对

她的第一印象；沉着、踏实、任劳任

怨是领导及同事对她的评价。凭着

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怀着教师的梦

想，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将青春播

撒在乡村小学的三尺讲台上。她就

是新区杨庄小学优秀女教师———

魏芳。

现年

32

岁的魏芳已经从教

7

年。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

7

年并不

是很长的时间 ， 但对于一个 “

80

后”的年轻姑娘，却是人生中最美

丽的年华。

2006

年，毕业于焦作师

专美术专业的魏芳带着青春和热

情来到杨庄小学，执起教鞭投身乡

村教育事业，成为一名乡村老师。

同不少乡村小学一样，杨庄小

学也面临着教师紧缺的情况，现在

的魏芳不仅是二年级语文教师、全

校的美术教师， 同时还兼着班主

任，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魏芳还

肩负校园的美化、板报和学生作品

展示等工作。

教语文的魏芳，平时话语并不

多。 魏芳的领导告诉记者，在工作

中，魏芳最大的优点就是同样做一

件事，当别人还在抱怨时，她已经

默默开始做了， 总是任劳任怨，没

有丝毫怨言， 努力将事情做到最

好，一件件小事、一个个细节她都

要求尽善尽美。

2012

年， 她所带班级在全区

教育质量检测中获得第一名的好

成绩。 一个学艺术专业的教师，如

何能够将语文教得如此出色？这正

是记者在采访中最大的疑问。魏芳

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凡是

艺术化的知识，学生在接受的过程

中不会觉得枯燥，并能在学习中体

验到快乐的感觉。”魏芳告诉记者，

她有意将语文教学和美术教学相

结合，让学生在学习的点滴中受到

艺术熏陶，并且打破以往“老师教、

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

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 在魏芳的办公室，记者看到

她所教学生的作业， 字体工整漂

亮，比同龄孩子写得要好很多。 魏

芳告诉记者， 在教学生汉字笔画

时，一点一竖、一撇一捺也像画画

一样，从细节和兴趣入手，用画画

的方法让孩子喜欢写字。

魏芳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每天

总是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到学校

后先走进教室，看一看提前进班的

学生，给他们辅导一下作业。 在她

看来，班里的每一个学生都犹如自

己的孩子一样。单亲留守儿童小郑

（化名 ） 就是其中的一个 ， 小郑

2009

年没有了父亲， 母亲又常年

在外打工，年近古稀的爷爷、奶奶

抚养小郑姊妹三人。魏芳只要一有

空，就去小郑家做家访，帮助小郑

家里干些家务， 关心他的衣食冷

暖，小郑也把魏芳当作自己的亲妈

妈一样。

魏芳关心爱护学生在全校是

出了名的。 在一次期末考试中，班

里一个学生突然脸色苍白，随后出

现了呕吐，试卷、桌子上全是呕吐

物。 她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教室，

原来该生是因为没吃早饭加上考

试紧张造成呕吐的。 魏芳二话不

说，赶紧将呕吐物擦拭干净，给学

生接来一杯热水，并鼓励学生要镇

定。 在她的帮助下，这名学生顺利

完成了考试。

从教

7

年来，魏芳获得的荣誉

多达十几个，她所辅导的学生也先

后在省、市、区举办的各类比赛中

获得佳绩。 采访结束前，当记者问

及魏芳有何理想和目标时，她坦然

地说：“我的理想不伟大， 也不崇

高 ，就是把课上好 ，把学生教好 ，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和理想。 ”

为了洁净的天空

———新区秋季秸秆禁烧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郭树勋

进入秋季以来，市秸秆禁烧验

收组多次对新区进行检查验收，他

们得出的结论是：今年秋季新区没

发生一处大规模焚烧秸秆现象，为

焦作城区的洁净天空作出了突出

贡献。

新区农作物秸秆禁烧领导小

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成绩来

得太不容易了。禁烧一线的工作人

员太辛苦了，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

生怕哪里冒烟着火。 ”

这是记者采访中得到的一沓

简报。 从

9

月

26

日秸秆禁烧及综

合利用工作开始后，新区禁烧办工

作人员每天都将禁烧工作的情况

详细记录下来。记者摘录了一组记

录 ：

9

月

26

日 ，召开会议 ，安排禁

烧工作；

10

月

1

日，新区领导带队

检查秸秆禁烧工作；

10

月

5

日，召

开全区禁烧紧急会议，进一步明确

责任，调配作业机械，组织秸秆清

运工作……

据悉，今秋秸秆禁烧工作开展

以来，新区领导对秸秆禁烧及综合

利用工作十分重视，建立了区领导

包乡镇、乡镇领导包片、一般干部

包村、 党员干部包地块的责任制，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各级领

导干部、工作人员深入一线，走村

串户和群众谈心交流，宣传禁烧政

策、 宣传秸秆综合利用的方法，动

员农民群众实施秸秆还田。

9

月

26

日，全区秸秆禁烧及综

合利用工作拉开帷幕。中秋、国庆长

假期间， 参加禁烧的干部职工却难

得休假，新区禁烧办督查组的

40

名

工作人员也日夜巡查在田间。

为抓好秸秆禁烧工作，新区各

乡镇办事处八仙过海，出新招想新

法。

苏家作乡是一个农业大乡，小

麦种植面积

3

万余亩。在秸秆流向

方面，该乡采取三条途径：一是乡

政府与境内伊赛、凯瑞等

4

家大型

饲养场结合， 每吨秸秆按

170

元、

每吨玉米苞叶按

120

元左右的价

格敞开收购，充分调动群众清运秸

秆和玉米苞叶的积极性，引导群众

将秸秆拉到饲养场进行秸秆青贮，

全乡青贮面积达

2.5

万亩，占全乡

玉米种植面积的

80%

。二是引导群

众进行秸秆还田。提前维修保养好

收割机、秸秆还田机、旋耕机等农

用机械，安排专人对每一台机器进

行一对一的跟踪服务和监督，对还

田不彻底的， 对农机手进行警告，

并实施二次作业。三是乡政府积极

向饲养户宣传玉米苞叶喂养牲畜

技术，引导他们对玉米苞叶进行收

购青贮。

宁郭镇把明确职责放在首位，

与每个村签订了禁烧目标责任书，

实行“谁分包谁负责”“谁的地块谁

负责”等制度。 划定乡村干部责任

包干区域，分包到村、到地块，吃、

住、工作在田间地头，严防死守，明

确提出对秸秆焚烧零容忍。 同时，

实行联合执法，当地派出所积极参

与禁烧工作，每天在重点地段进行

布点，加大监控力度，一经发现焚

烧现象，严惩不贷，始终保持对秸

秆禁烧的高压态势，彻底打消个别

人焚烧秸秆的念头。 该镇还结合

“人民在心中、转型我先行”活动，

利用禁烧巡逻的有利时机，与群众

零距离接触，主动走访群众，主动

帮助群众，主动化解矛盾，赢得群

众对禁烧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阳庙镇则把秸秆禁烧工作上

升到“检验干部素质，提高执政能

力”的层面来抓。今年秋季，该镇加

大秸秆禁烧宣传力度， 悬挂横幅

380

幅，刷写标语

5000

条，发放宣

传页

1.8

万份，并成立禁烧专职巡

逻队，

24

小时开展巡逻。 该镇还设

立集中收购点，将秸秆实行集中堆

放。

文昌街道组成

6

个检查组、两

个督查组，加大巡查力度，对失职

渎职和违纪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组

织大学生村干部进村入户搞宣传，

与农户签订禁烧承诺书。

李万街道班子成员分包到村，

责任到地块，帮助抢墒播种，联系

机器，成熟一块还田一块，辖区的

秸秆全部还田。

禁烧的关键在于“疏”，在于综

合利用。文苑街道想方设法扩大秸

秆还田面积，今年秋季该街道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

84%

。

据悉，今年秋季，新区参与秸

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的区、 乡镇、村

三级干部有

1

万多人。他们针对实

际，出新招，想办法，促进了新区禁

烧工作的顺利开展。

新区“双违”整治克难攻坚

本报讯 （记者付凯明 ） 近

日 ，新区召开 “双违 ”整治工作会

议，要求克难攻坚，按时完成任务。

会上，各乡镇、街道汇报了近期“双

违”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新区国土

资源分局汇报了巡查和电话举报

新发现的“双违”案件情况，其中还

有

11

起 “双违” 案件尚未清理完

毕。 新区相关部门总结了近期“双

违”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

和下步计划， 安排部署了下一步

“双违”整治工作。

会议指出，前段时间，各乡镇、

街道在“双违”整治工作中辛勤努

力，成绩值得肯定，全区秸秆禁烧

工作已进入尾声， 接下来各乡镇、

街道要将工作重点往“双违”整治

上转移，要鼓足干劲，确保第一批

“双违”整治案件全部办理完毕。

会议强调，针对下一步整治工

作，一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决

不能有松懈怠慢思想，把台账上未

拆除完毕的， 抓紧时间拆除到位；

市定督导的案件要坚决拆除完毕。

另外， 对于新发现的违章建筑，要

开出两张罚单， 一张是违章扣缴

单，即扣除乡镇、办事处每平方米

300

元钱；另一张是移交单 ，将对

相关党员干部的处罚权移交给区

纪工委监察室，对其进行党纪政纪

处分。二是要继续坚持日报制度和

巡查制度，各乡镇、街道及村的巡

防员要继续坚守岗位，做到每日巡

查。 三是新划入的

15

个村所在乡

镇 、街道要做好 “双违 ”整治的宣

传、巡查工作，建立完备的巡查体

制机制，确保有效监管。

农技下乡送来“及时雨”

本报记者 付凯明

本报通讯员 李小冬 赵利红

灯光下，市农作物专家孙建新

正在讲授小麦播种期病虫害防治

技术；讲台下，能容纳

50

人的教室

聚集了

70

多名前来听课的村民。

这是日前记者在新区文昌街道西

俎近村小学看到的一幕。

麦播期间， 为使来年有个好

收成， 文昌街道人社所利用正在

举行职业技能培训的平台， 开展

送农技进村入户活动， 组织市小

麦专家巡回讲解小麦选种播种 、

测土配方、 施肥浇灌及病虫害防

治新技术。 通过开办农民夜校的

形式， 现已培训骨干农民

150

多

人次；通过进村入户的形式，先后

为

200

多名群众发放了小麦病虫

害防治技术明白卡， 为

300

多户

村民发放了小麦种植管理书籍 。

东俎近村民闫保军深有感触地

说：“专家进村传技能， 使我心里

亮堂了，一些老经验、老套套过时

了 ；新知识 、新技术是真管用 ，明

年的小麦稳产高产我们心中有底

了。 ”

昨日， 焦作

伟太环保建材有

限公司的工人正

在调试设备。 据

悉， 该项目建成

后每年可有效处

理

60

万立方米

建筑垃圾， 产成

200

万平方平板

瓦、 双筒瓦及水

泥彩瓦， 实现资

源循环再利用 ，

有效保护环境 ，

实现年销售收入

10818

万 元 、 利

税

4433

万元。

本 报 记 者

王正义 摄

市重点项目巡礼市重点项目巡礼

教师风采

加强培训 破解难题

新区多渠道扶持失地农民就业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 ，新

区采取多项措施， 加大就业创业

扶持力度， 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

业或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

就业， 使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实

现就业、创业。

出台积极的就业扶持和社会

保障政策。 一是出台对用人单位

招用辖区农村劳动力实行社会保

险补贴政策， 补贴标准为每人每

月

150

元。 截至目前，共为

10

家

单位发放社保补贴

22.79

万元 ，

涉及

505

人。 二是适时提高失地

农民养老补贴发放标准。 今年年

初 以 来 ， 累 计 发 放 养 老 补 贴

1411.84

万元， 实现

60

岁以上农

民养老补贴全覆盖。 三是继续实

施失地农民职业教育补助政策，

向职业学校毕业的

10

名失地农

民发放教育补助

8000

元。四是开

发公益性岗位

65

个，优先安排就

业困难的被征地农民。

破解失地农民创业发展难

题。 新区组织阳庙镇、李万街道、

苏家作乡

360

名被征地农民参加

创业培训， 对培训学员进行跟踪

式服务，及时提供政策指导，记录

培训学员的贷款情况和创业项目

情况。 截至目前，共计为

44

名失

地农民发放

198

万元小额贷款，

扶持群众通过小额担保贷款实现

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180

余人。

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技

能培训。 新区根据新区产业结构

和人员需求， 实施农村劳动力职

业技能“千人培训”计划，结合辖

区各乡镇特点设置不同的培训专

业，目前已完成电焊、电工、家政

服务、 中式烹调等专业培训

702

人， 正在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244

人，通过“送岗位下乡”等活动实

现就业

284

人，就业率达到

40%

以上。

扎实推进职业指导、 职业介

绍等就业促进服务。新区召开“送

岗位下乡 ”专场招聘会 ，将招聘

会向下延伸至乡镇一级，在阳庙

镇 、文昌街道 、李万街道组织了

3

场“送岗位下乡”专场招聘会，

近

60

家企业提供

700

多个就业

岗位， 吸引群众

900

多人参加，

180

余人与招聘单位当场达成初

步用工意向。 组织培训学校、技

校等培训机构参加 “送岗位下

乡”活动，为农村劳动者搭建“政

策服务、职业介绍、就业培训”三

位一体的服务平台，现场宣讲政

策，现场进行用工招聘或推荐培

训，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效

的就业服务。 和市人才交流中心

联合举办“服务新区，科技强区，

人才支撑” 大型人才招聘会，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招聘活动吸

引了

600

多名大中专毕业生，求

职者与招聘单位达成聘用意向者

有

200

多人。

（卢立明）

�新区认真贯彻落实郭庚茂同志调研讲话精神

狠抓项目建设 促进新区大发展

本报讯 （记者郭树勋 通讯

员冯瑶）

10

月

11

日，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茂到焦作新

区大江重工（焦作）有限公司和瑞

庆汽车发动机技术有限公司调研，

对加快项目建设和产业集聚区建

设提出要求。 对此，新区及时传达

贯彻调研精神，主动融入 、靠前工

作，从转型示范、壮大新区经济总

量和树立新区形象的战略高度，深

刻认识新区项目建设和产业集聚

区建设的重要性，全力以赴抓紧抓

实抓出成效，力争走在全省产业集

聚区建设前列。

以重点项目建设引领全区项

目建设。 要做到四倾斜，即领导力

量向重点项目倾斜、工作力量向重

点项目倾斜、部门服务向重点项目

倾斜、 要素资源向重点项目倾斜，

确保见到实效。 要做到四认真，认

真抓好关系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的水系建设项目，把后续遗留问

题解决到位， 确保大沙河治理、引

黄入焦等工程在新区的顺利推进；

认真抓好列入省重点项目建设计

划的

8

个项目、列入市重点建设计

划的

77

个项目和新区

16

个重大

项目，确保按时间节点扎实有序推

进；认真抓好列入市政府年度考核

的

10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美晶金

刚石、光源电力、大江重工等工业

项目要力争年底竣工投产，大中原

精品产业新城要确保有企业入驻；

认真抓好新拓展工业区的前期工

作，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抓紧抓实，

确保新拓展工业区尽快起步建设。

落实项目服务机制，重点解决

瓶颈制约。 严格落实重大项目周汇

报制、项目前期手续办理责任公示

制、项目问题直通车等项目推进制

度；强化用地保障，认真解决好重

点项目的用地保障问题，采取有力

措施， 加大闲置土地清理力度，对

拿地后一年内不动工的，严格按照

国土资源部规定征收土地闲置费；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世纪

路、黄河大道、南洋大道等主干道

路和直接关系项目建设的道路建

设；优化施工环境，增强服务意识，

积极主动为项目搞好服务，相关职

能部门要加大力度整治建筑领域

施工环境， 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强

买强卖等违法行为。

加快新区产业集聚区一期规

划方案修编。 按照三规合一和修建

性详细规划的要求，规划新区产业

集聚区总面积

48.96

平方公里，其

中一期

12.27

平方公里、二期

36.69

平方公里。 加快推进一期控制性详

细规划和道路系统详细规划 、“四

线” 控制详细规划及市政排水、供

水、供电、供热、供气等专项规划，

加快对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进行

论证和新区产业集聚区的规划环

评报批工作，并积极与省 、市发展

改革委加强对接，明确新区产业集

聚区的主导产业。

大力增强项目储备，形成梯次

推进格局。 及早谋划、对接工业等

项目，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政策

扶持，为明年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积极着手编制明年的

重点项目建设计划，围绕国家产业

政策和宏观政策以及装备制造、新

材料、光电三大主导产业 、科技创

新、 现有企业上下游产品的延伸、

高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谋

划一批科技含量高、 发展前景好、

辐射带动强的大项目、 好项目，形

成开工建设一批、 谋划储备一批、

投产达效一批的项目建设梯次推

进格局。

提升服务理念， 为工业经济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 加强工业经济运

行监测，及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

落实对策；完善企业服务长效机制，

组织开展“企业服务直通车”活动，

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进行分类， 督促

相关职能部门限期解决； 落实各项

企业扶持政策， 加强对接， 靠前服

务，确保政策全面落实；优化工业经

济发展环境。坚决杜绝乱收费、乱摊

派、乱罚款、乱检查“四乱”现象，没

有统一安排的严禁到企业检查，确

保企业集中精力抓生产、谋发展。

大江重工

蓄势待发欲远航

本报记者 付凯明

6.2

万平方米的钢构厂房已

经封顶，单高

16

米的

409

根钢柱

犹如一排排整齐的士兵伫立着；

35

台天车整齐地架在钢构厂房

内；厂房内的水、电、气、风及动力

系统已全部安装———近日， 自记

者上次采访相隔两个多月的时

间，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大江重工

（焦作）装备产业园项目的建设速

度就再次令人刮目相看。

项目进展速度如此之快，秘

诀在哪？ 该项目负责人给出了这

样的答案：“我们克服了天气、停

电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重质量、保

安全、抢工期。 农忙时节，我们周

密计划， 合理安排， 没有丝毫延

误。进入秋季，我们又抓住这一大

好时机， 实行交叉作业， 争取时

间，确保工程进度。 ”

在偌大的厂房内， 眼前的景

象着实令人振奋：最大吊装达

80

吨的行车高架在厂房顶端， 单台

跨度达

34

米，这些行车只待安监

部门验收合格后，便可进行生产。

全新购置的数控精细等离子切割

机、数控火焰切割机、结构件焊接

机器人、 高端数控专机、 总装配

线、 抛丸涂装生产线等近

500

台

套的高水平加工设备已全部到

位。

那么， 这个

备受关注的项目

除了建设速度快

之外， 还有其他

什么亮点呢？该项目负责人说，新

进的

15

架机器人工作站是目前

国内同行业中最为先进的， 可大

大提高工作效率， 一个工人就可

以管理

2

至

3

架。此外，公司设计

生产的液压支架项目遵循先进、

适用、经济及高效节能的原则，采

用焊接机器人和富氩的混合气体

保护焊、 全纤维陶瓷维护结构台

车等绿色工艺， 提高产品精度和

生产效率， 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

耗。 同时，融入信息化同步管理，

高起点打造数字化设计、 数字化

制造、数字化验证的数字化工厂。

据悉， 大江重工焦作装备产

业园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与

市政府战略合作的重点建设项

目。 项目占地

773.74

亩，总投资

23

亿元，以生产制造高端液压支

架等能源装备为主业。其中，一期

液压支架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达

产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

20

亿

元、利税约

1.5

亿元。 项目规划年

产各类高端液压支架

4000

架，预

计年销售收入

13.5

亿元，于今年

9

月底建成。 二期能源装备总投

资

13

亿元，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

销售收入

30

亿元 、 利税

1.8

亿

元。

再过不到半个月， 该项目就

可以试运行，届时，国内高端的液

压支架将从新区的厂房生产出

来，走出国门。

金久福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被评为省放心菜工程达标创优先进单位

本报讯 日前闭幕的全省放

心菜工程总结表彰会传来喜讯，

新区金久福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荣获 “河南省放心菜工程达标创

优先进单位”称号。

据悉， 此次我市共有

7

家单

位被评为全省放心菜工程达标单

位， 新区金久福果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名列其中。 新区金久福果蔬

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建于

2012

年

1

月，位于新区中原路中段，占地

400

亩，采用“公司

+

基地

+

农户”

的经营管理模式， 现有农户

163

户、职工

150

人，其中中高级农业

技术人员

20

人，拥有育苗、病虫

害防治、施肥、管理等各种专业人

才。合作社主要从事果蔬种植、销

售、储藏、加工、包装和相关的技

术培训、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

（童超）

青春奉献在乡村小学

———记新区杨庄小学优秀教师魏芳

本报记者 付凯明

年轻、漂亮、文气，是许多人对

她的第一印象；沉着、踏实、任劳任

怨是领导及同事对她的评价。凭着

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怀着教师的梦

想，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将青春播

撒在乡村小学的三尺讲台上。她就

是新区杨庄小学优秀女教师———

魏芳。

现年

32

岁的魏芳已经从教

7

年。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

7

年并不

是很长的时间 ， 但对于一个 “

80

后”的年轻姑娘，却是人生中最美

丽的年华。

2006

年，毕业于焦作师

专美术专业的魏芳带着青春和热

情来到杨庄小学，执起教鞭投身乡

村教育事业，成为一名乡村老师。

同不少乡村小学一样，杨庄小

学也面临着教师紧缺的情况，现在

的魏芳不仅是二年级语文教师、全

校的美术教师， 同时还兼着班主

任，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魏芳还

肩负校园的美化、板报和学生作品

展示等工作。

教语文的魏芳，平时话语并不

多。 魏芳的领导告诉记者，在工作

中，魏芳最大的优点就是同样做一

件事，当别人还在抱怨时，她已经

默默开始做了， 总是任劳任怨，没

有丝毫怨言， 努力将事情做到最

好，一件件小事、一个个细节她都

要求尽善尽美。

2012

年， 她所带班级在全区

教育质量检测中获得第一名的好

成绩。 一个学艺术专业的教师，如

何能够将语文教得如此出色？这正

是记者在采访中最大的疑问。魏芳

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凡是

艺术化的知识，学生在接受的过程

中不会觉得枯燥，并能在学习中体

验到快乐的感觉。”魏芳告诉记者，

她有意将语文教学和美术教学相

结合，让学生在学习的点滴中受到

艺术熏陶，并且打破以往“老师教、

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

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 在魏芳的办公室，记者看到

她所教学生的作业， 字体工整漂

亮，比同龄孩子写得要好很多。 魏

芳告诉记者， 在教学生汉字笔画

时，一点一竖、一撇一捺也像画画

一样，从细节和兴趣入手，用画画

的方法让孩子喜欢写字。

魏芳有一个特别的习惯，每天

总是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到学校

后先走进教室，看一看提前进班的

学生，给他们辅导一下作业。 在她

看来，班里的每一个学生都犹如自

己的孩子一样。单亲留守儿童小郑

（化名 ） 就是其中的一个 ， 小郑

2009

年没有了父亲， 母亲又常年

在外打工，年近古稀的爷爷、奶奶

抚养小郑姊妹三人。魏芳只要一有

空，就去小郑家做家访，帮助小郑

家里干些家务， 关心他的衣食冷

暖，小郑也把魏芳当作自己的亲妈

妈一样。

魏芳关心爱护学生在全校是

出了名的。 在一次期末考试中，班

里一个学生突然脸色苍白，随后出

现了呕吐，试卷、桌子上全是呕吐

物。 她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教室，

原来该生是因为没吃早饭加上考

试紧张造成呕吐的。 魏芳二话不

说，赶紧将呕吐物擦拭干净，给学

生接来一杯热水，并鼓励学生要镇

定。 在她的帮助下，这名学生顺利

完成了考试。

从教

7

年来，魏芳获得的荣誉

多达十几个，她所辅导的学生也先

后在省、市、区举办的各类比赛中

获得佳绩。 采访结束前，当记者问

及魏芳有何理想和目标时，她坦然

地说：“我的理想不伟大， 也不崇

高 ，就是把课上好 ，把学生教好 ，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和理想。 ”

为了洁净的天空

———新区秋季秸秆禁烧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郭树勋

进入秋季以来，市秸秆禁烧验

收组多次对新区进行检查验收，他

们得出的结论是：今年秋季新区没

发生一处大规模焚烧秸秆现象，为

焦作城区的洁净天空作出了突出

贡献。

新区农作物秸秆禁烧领导小

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成绩来

得太不容易了。禁烧一线的工作人

员太辛苦了， 每天都像打仗一样，

生怕哪里冒烟着火。 ”

这是记者采访中得到的一沓

简报。 从

9

月

26

日秸秆禁烧及综

合利用工作开始后，新区禁烧办工

作人员每天都将禁烧工作的情况

详细记录下来。记者摘录了一组记

录 ：

9

月

26

日 ，召开会议 ，安排禁

烧工作；

10

月

1

日，新区领导带队

检查秸秆禁烧工作；

10

月

5

日，召

开全区禁烧紧急会议，进一步明确

责任，调配作业机械，组织秸秆清

运工作……

据悉，今秋秸秆禁烧工作开展

以来，新区领导对秸秆禁烧及综合

利用工作十分重视，建立了区领导

包乡镇、乡镇领导包片、一般干部

包村、 党员干部包地块的责任制，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各级领

导干部、工作人员深入一线，走村

串户和群众谈心交流，宣传禁烧政

策、 宣传秸秆综合利用的方法，动

员农民群众实施秸秆还田。

9

月

26

日，全区秸秆禁烧及综

合利用工作拉开帷幕。中秋、国庆长

假期间， 参加禁烧的干部职工却难

得休假，新区禁烧办督查组的

40

名

工作人员也日夜巡查在田间。

为抓好秸秆禁烧工作，新区各

乡镇办事处八仙过海，出新招想新

法。

苏家作乡是一个农业大乡，小

麦种植面积

3

万余亩。在秸秆流向

方面，该乡采取三条途径：一是乡

政府与境内伊赛、凯瑞等

4

家大型

饲养场结合， 每吨秸秆按

170

元、

每吨玉米苞叶按

120

元左右的价

格敞开收购，充分调动群众清运秸

秆和玉米苞叶的积极性，引导群众

将秸秆拉到饲养场进行秸秆青贮，

全乡青贮面积达

2.5

万亩，占全乡

玉米种植面积的

80%

。二是引导群

众进行秸秆还田。提前维修保养好

收割机、秸秆还田机、旋耕机等农

用机械，安排专人对每一台机器进

行一对一的跟踪服务和监督，对还

田不彻底的， 对农机手进行警告，

并实施二次作业。三是乡政府积极

向饲养户宣传玉米苞叶喂养牲畜

技术，引导他们对玉米苞叶进行收

购青贮。

宁郭镇把明确职责放在首位，

与每个村签订了禁烧目标责任书，

实行“谁分包谁负责”“谁的地块谁

负责”等制度。 划定乡村干部责任

包干区域，分包到村、到地块，吃、

住、工作在田间地头，严防死守，明

确提出对秸秆焚烧零容忍。 同时，

实行联合执法，当地派出所积极参

与禁烧工作，每天在重点地段进行

布点，加大监控力度，一经发现焚

烧现象，严惩不贷，始终保持对秸

秆禁烧的高压态势，彻底打消个别

人焚烧秸秆的念头。 该镇还结合

“人民在心中、转型我先行”活动，

利用禁烧巡逻的有利时机，与群众

零距离接触，主动走访群众，主动

帮助群众，主动化解矛盾，赢得群

众对禁烧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阳庙镇则把秸秆禁烧工作上

升到“检验干部素质，提高执政能

力”的层面来抓。今年秋季，该镇加

大秸秆禁烧宣传力度， 悬挂横幅

380

幅，刷写标语

5000

条，发放宣

传页

1.8

万份，并成立禁烧专职巡

逻队，

24

小时开展巡逻。 该镇还设

立集中收购点，将秸秆实行集中堆

放。

文昌街道组成

6

个检查组、两

个督查组，加大巡查力度，对失职

渎职和违纪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组

织大学生村干部进村入户搞宣传，

与农户签订禁烧承诺书。

李万街道班子成员分包到村，

责任到地块，帮助抢墒播种，联系

机器，成熟一块还田一块，辖区的

秸秆全部还田。

禁烧的关键在于“疏”，在于综

合利用。文苑街道想方设法扩大秸

秆还田面积，今年秋季该街道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

84%

。

据悉，今年秋季，新区参与秸

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的区、 乡镇、村

三级干部有

1

万多人。他们针对实

际，出新招，想办法，促进了新区禁

烧工作的顺利开展。

新区“双违”整治克难攻坚

本报讯 （记者付凯明 ） 近

日 ，新区召开 “双违 ”整治工作会

议，要求克难攻坚，按时完成任务。

会上，各乡镇、街道汇报了近期“双

违”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新区国土

资源分局汇报了巡查和电话举报

新发现的“双违”案件情况，其中还

有

11

起 “双违” 案件尚未清理完

毕。 新区相关部门总结了近期“双

违”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

和下步计划， 安排部署了下一步

“双违”整治工作。

会议指出，前段时间，各乡镇、

街道在“双违”整治工作中辛勤努

力，成绩值得肯定，全区秸秆禁烧

工作已进入尾声， 接下来各乡镇、

街道要将工作重点往“双违”整治

上转移，要鼓足干劲，确保第一批

“双违”整治案件全部办理完毕。

会议强调，针对下一步整治工

作，一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决

不能有松懈怠慢思想，把台账上未

拆除完毕的， 抓紧时间拆除到位；

市定督导的案件要坚决拆除完毕。

另外， 对于新发现的违章建筑，要

开出两张罚单， 一张是违章扣缴

单，即扣除乡镇、办事处每平方米

300

元钱；另一张是移交单 ，将对

相关党员干部的处罚权移交给区

纪工委监察室，对其进行党纪政纪

处分。二是要继续坚持日报制度和

巡查制度，各乡镇、街道及村的巡

防员要继续坚守岗位，做到每日巡

查。 三是新划入的

15

个村所在乡

镇 、街道要做好 “双违 ”整治的宣

传、巡查工作，建立完备的巡查体

制机制，确保有效监管。

农技下乡送来“及时雨”

本报记者 付凯明

本报通讯员 李小冬 赵利红

灯光下，市农作物专家孙建新

正在讲授小麦播种期病虫害防治

技术；讲台下，能容纳

50

人的教室

聚集了

70

多名前来听课的村民。

这是日前记者在新区文昌街道西

俎近村小学看到的一幕。

麦播期间， 为使来年有个好

收成， 文昌街道人社所利用正在

举行职业技能培训的平台， 开展

送农技进村入户活动， 组织市小

麦专家巡回讲解小麦选种播种 、

测土配方、 施肥浇灌及病虫害防

治新技术。 通过开办农民夜校的

形式， 现已培训骨干农民

150

多

人次；通过进村入户的形式，先后

为

200

多名群众发放了小麦病虫

害防治技术明白卡， 为

300

多户

村民发放了小麦种植管理书籍 。

东俎近村民闫保军深有感触地

说：“专家进村传技能， 使我心里

亮堂了，一些老经验、老套套过时

了 ；新知识 、新技术是真管用 ，明

年的小麦稳产高产我们心中有底

了。 ”

教师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