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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驾校是我市唯一具有
一级资质、 唯一获得省级文明单
位称号的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同时也是唯一具有三种定点培训
资质的驾校。

学校场地规范，设施齐全，师
资力量雄厚，车型齐备，车辆充足。

配有汽车模拟机、整车模型、汽车
原理电教板，为学员的理论、实践
提供可靠保障。

●

市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定
点培训

●

市交警支队指定的增驾
A1

、

A2

、

A3

、

B1

驾驶员定点培训
●

市扶贫办劳动力转移、驾
驶技能定点培训

地址：信阳市南京路金三角
（市运管局车辆检测中心院内，市
交警支队西

500

米）

报名电话：

6531177

学车哪里好？ 首选市驾校

信阳市驾校：驾驶员培训学习的摇篮

声 明

兹有郭芳的教师资格证（证号：

20114116642002357

），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光明小区”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根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位于
平桥区两庙村的“光明小区”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4

万平方米，现
公开招聘前期物业服务公司。

要求投标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具备资质的物业服务
企业。项目经理具有大专文化和物业管理资格证。

投标报名时间：

2011

年
9

月
26

日至
9

月
28

日
联系电话：

18790419376

联系人：仇兆明
招标人：信阳海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海天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9

月
26

日

服务民生，河南从基层求解管理新模式

新华社郑州
9

月
25

日电（记者
李丽静）统一的天蓝色门头，统一的敞
亮玻璃门，一字排开的接待台，上面悬
挂着部门名称， 台子上摆着当天接待
的工作人员的名字和联系手机， 后面
坐着统一着装的工作人员。

9

月
20

日上午，

59

岁的河南省灵宝
市豫灵镇麻庄村农民解四虎， 包里装
着《河南省

60

周岁以上农村退役士兵
登记审核表》，来到镇街新设的“社会
管理服务中心”，办理农村退伍军人信
息采集手续。

他告诉记者：“以前办这些手续，

需要到镇政府的民政所。 有时找不到
人，一次不行还得跑第二次。现在，街
上设了服务中心，天天都有人上班，啥
时候来都行，地方好找，事儿也好办。”

当天接待解四虎的是豫灵镇民政
所副所长李建雄。 他告诉记者：“我们
从

6

月份统一搬到‘社会管理服务中
心’办公，这里一共设有三个分中心。

民政所在‘行政便民服务中心’的民政
优抚窗口。”

李建雄说的“社会管理服务中
心”，是今年河南省三门峡市社会管理
创新上的一个新生事物。

据三门峡市委书记杨树平介绍
说， 该市自去年

10

月被确定为全国社
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市以来， 以和谐
稳定为突破口，以服务民生为落脚点，

推动各种力量向基层下沉。在实践中，

他们探索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这种
接待群众“一条龙”服务、解决问题“一
竿子”到底的基层管理模式。

三门峡市的“社会管理服务中心”

全部设立在乡镇， 目前已经投资
1000

多万元建成
40

多个。 这些中心由三个
分中心组成， 其中“行政便民服务中
心”有地矿环保、工商税务、文化教育、

农林牧水、村镇建设、民政优抚、就业
社保等窗口；“群众诉求服务中心”有
信访办、司法所、检察站（室）、法庭等
窗口；“社会治安防控中心”有综治办、

派出所等窗口。这种集中办公模式，提
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群众。

2011

年
9

月
19

日，中央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和

7

个省的全国
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市（区）的同志
到这里参观学习交流。

河南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李新
民认为，社会管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
也在基层。只有把基层建好了、基础夯
实了，社会管理才有牢固支点，和谐稳

定才有根本保证。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目前，河南省
的
18

个省辖市和不同部门、单位，都开
始在社会管理创新上着力， 希望破解
当地或本部门、 本单位发展中存在的
诸多矛盾和问题。

河南是农业大省，

9967

万人口中，

农村人口
6209

万人。 一些发生在农民
身边的贪污腐败和不公平， 严重影响
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挫伤了广大农
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朴素感情。今年，

河南省纪委创新性地在农村基层开展
涉财信访举报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和农
村低保政策执行情况专项检查， 从小
事入手，维护党在农村的执政之基。

河南省委常委、 纪委书记尹晋华
介绍说，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部门首先
对
2008

年
1

月
1

日以来受理但尚未处理
的， 或已调查处理但群众仍不满意的
农村涉财信访举报进行梳理， 澄清底
数，建立台账。随后，县（市、区）纪委对
这些案件逐个提出查办方案， 成立由
纪委牵头， 相关部门参与的调查组直
接查办。对群众反映强烈、长期得不到
有效解决的重大疑难案件，成立市、县
两级调查组进行重点查办。 省纪委选
择重大案件线索向下交办，跟踪督办。

截至
8

月底，全省共摸排线索
1138

起，查结
1133

起，查实
1011

起，查结率
99.6％

，查实率
89％

。纠正解决涉及农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2939

个，

化解疑难信访问题
869

件，收缴国库和
集体违法违纪资金

1816.7

万元， 退赔
群众

1553

万元。

943

人受到党政纪处
分，

104

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河南警力紧张， 如何在有限警力下
尽可能地保障民生安全，一些基层公安局
和派出所开始在警务模式上进行创新。

杞县公安局湖岗派出所“

80

后”民
警李征在自己的片区———叶庄、 五岔
口、孟庄

3

个行政村，用“说暖话叙家常，

下实劲帮好忙，办小事勤跑腿，同携手
保安康”的“李征工作法”，使责任区群
众对他的熟悉率达到

100％

， 他对群众
的熟悉率达到

96％

，与群众共同构筑起
群防群治的大格局，收获了一方平安。

现在，开封市公安局全面推广“李
征工作法”，开展“警民一家亲”活动。

而先期推广“李征工作法”的杞县公安
局，在当地建立起“警爱民、民拥警；警
为民、民助警”的新型和谐警民关系，

并于今年荣获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
集体称号。

河南省公共卫生临床救治中心揭牌成立

新华社郑州
9

月
25

日电（记者
桂娟）河南省公共卫生临床救治中心
25

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揭牌成
立， 为处理河南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
救治提供了保障。

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学周在揭牌
仪式上说，河南是人口大省，公共卫生
救治水平和重大疫情的应急处理能力
是关乎民生工程的一件大事。 建立公
共卫生和重大疫情处理的统一临床救
治中心是公共卫生事件进行系统的、

规范的、合理的临床救治的需要，具有
社会性和公益性特点，意义重大。

据悉， 河南省公共卫生临床救治
中心同时又是河南省公共卫生临床救
治指挥中心， 为全省及周边省份的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远程指挥和
救治。

拥有
109

个病区、

5000

张开放床位
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技术力量雄
厚、设备精良，具有较强综合救治能力
和康复保健能力， 尤其是该院近年来
在国内医疗系统率先打造的全方位融

合、立体化运作的远程医疗平台，为河
南省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指挥中心提供
了网络技术保障。

据介绍，集远程会诊、远程手术指
导、 远程视频教学和医疗应急指挥为
一体的网络指挥中心系统，通过卫星、

3G

、光纤传输等技术，实现了院前急
诊和入院救治的无缝隙对接， 大大缩
减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及急危重病人的
救治时间。

此外， 依据由医院与移动指挥
车、 急救车和移动手术车构成的远
程应急指挥平台， 还可以保证对突
发事件发生现场的实时医疗指导，

危重病人的快速手续办理， 实现了
急救现场和医院的“无缝对接”，即
使车辆不能到达的复杂现场， 也可
以通过小型信息发射台的“单兵作
战”系统，完成所有操作，实现真正
的绿色急救通道。

据了解， 远程医疗平台年底前将
完成各县市建设，实现河南全省覆盖，

有效解决偏远地区远程医疗问题。

河南信阳外出务工农民

就地看病 就地报销

新华社郑州
9

月
24

日电（记者李钧德）

“这真是太方便了， 没想到我们在郑州住
院，不用回老家就能报销！”

9

月
23

日，在河
南省职工医院， 接过医院工作人员递过来
的
2106

元新农合报销款， 信阳市新县农民
邵桂枝激动起来。

邵桂枝夫妇是新县沙窝镇刘湾村在郑
州务工的农民。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丈夫刘
涛因肾结石导致下腹疼痛， 被送进了河南
省职工医院。随着丈夫病情一天天好转，邵
桂枝心里开始犯了嘀咕： 在老家新县参加
的新农合，在郑州看病，还能报销吗？即使
能报销，是不是还要专门回老家办手续啊？

让邵桂枝没想到的是，

23

日丈夫刘涛出院
时，没出医院大门，工作人员就直接把算好

的报销款交到了她手上。

信阳市是河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全
市近

700

万农村人口中，常年外出务工人员
达
230

多万人。近几年，虽然信阳市在推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
贵方面下了很大工夫， 但是对于外出务工
的农民来说，要想享受到新农合的实惠，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农民工身在外
地，看门诊需要全额付费；如果在务工的城
市住院治疗， 就不能像在老家一样享受住
院补助报销标准，而只能按“外转病人”看
待；如果回原籍治疗，费时费力不说，还可
能贻误病情。一些农民工反映说，不参加新
农合住院不能报销是损失， 而参加新农合
后， 减免的钱如果不够回乡的盘缠和误工

费，同样是损失。

为解决外出务工农民的看病难问题，

从
2006

年初开始， 信阳市固始县和新县开
始了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城市设立新农合
定点医院的探索。随后，两县的经验在全市
得到推广。 据信阳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信阳市已通过签约、外建、合
作等方式，相继在北京、上海、郑州、武汉、

江苏吴江等地建立了
26

所农民工定点医疗
机构。

信阳市和这些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协议
后，在这个城市打工的信阳籍农民，就可以
直接到这些定点医院交纳参合费用， 然后
凭合作医疗证到这些定点医院就医， 并享
受相关的优惠和费用减免政策； 大病住院

时， 则由这些定点医院按照信阳市的授权
和新农合相关规定， 直接审核报销相关费
用，然后定期和信阳市结算。农民工不必再
因此而在务工城市和家乡之间来回奔波。

信阳市为农民工着想， 让农民工就地
参合、就地就医、就地报销的做法，受到了
外出务工农民的欢迎。

2003

年全市参合农
民仅

122.9

万人，到
2011

年，参合农民则达
到
637.52

万人， 提前实现了基本覆盖农村
居民的目标。今年上半年，全市补偿总金额
已达

3.46

亿元，受益农民达到
165

万人次。

目前，信阳市的经验已引起河南省和国
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河南省要求各地要
认真学习借鉴信阳市的好经验， 让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惠及到每一个农民工。

违

法

强

拆

不

可

触

碰

监察部等四部
门日前通报了近期
发生的

11

起强制拆
迁致人伤亡案件调
查处理情况，

57

人
被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和行政问责，

31

人涉嫌犯罪被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处
理范围之广、 力度
之大， 充分显示出
党中央、 国务院制
止违法征地拆迁的
决心和态度。

从此次通报的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
区违法强拆致人死
亡、 辽宁省盘锦市
兴隆台区违法强拆
引发伤人等案件
中， 表面上看是有
关部门不严格履行
程序、 拆迁过程中
现场处置不当、部
分被拆迁人行为过
激等原因， 实质上
则暴露出部分地方
政府简单粗暴的工
作方式引发的对群
众合法权益的漠
视、 对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的亵渎。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
阶段，道路交通建设、城市经济发展、

旧城改造等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大量征
地、拆迁工作。这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
发展速度与群众承受能力之间的关
系， 不能以牺牲被拆迁者合法权益为
代价，片面追求征地拆迁速度。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 各地接连发
生违法强拆事件。 一些地方政府和相
关单位以威胁恐吓、断水断电、暴力执
行、行政强制等手段，在被搬迁人未同
意搬迁或未经法院裁定强制执行的情
况下强行拆毁群众房屋。 这不仅侵犯
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更严重激化了
社会矛盾，甚至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

归根到底， 发展是为了人民，以
“发展”的名义行违法强拆之实，不但
与经济发展的本义相悖， 而且严重损
害政府形象，必须严格予以查处。近年
来国家相继出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等规定，就是为了给地
方拆迁行为戴上一个“紧箍咒”，使违
法强拆成为一条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
下都不能触碰的雷区。

任何单位和个人采取非法手段逼
迫群众搬迁， 都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
厉制裁。 这是此次通报和曝光的典型
案件的最大警示。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

新
华
时
评

明 天 谁 来 种 田 ？

———对一个西部村民小组的“微调查”

刚刚从庄稼地里忙活赶回来的綦江县
赶水镇铁石垭村农民赵福会， 用袖子擦了
擦嘴角边的泥土， 挨着记者坐下， 快人快
语，唠个不停：“现在村里下地干活的，都是
五六十岁的老人， 我丈夫和儿子觉得农活
不挣钱，也在镇上打工，只有

85

岁的老公公
还舍不得自己握了一辈子的锄头和衷情了
一生的土地，常常还要下地种田。”

在西部农村，

55

岁以上的农民已成为
农业生产主力军，老人农业、妇女农业现象
成为困扰农业发展的现实难题。

赶水镇铁石垭村二组有农民
117

户
284

人，土地
248

亩，全组有近百人外出打工，留
在农村种地的主要是

70

多名老人和妇女。

这个村民小组是农村劳动力“断代之忧”的
典型村社。

“庄稼地里挣不了钱，村里
40

岁以下的
人几乎都不种地，他们要么外出打工，要么
上学， 真正务农的人数用手指头都数得
清。”二组组长周斗全掰着指头算账。

“种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 从犁田、播
种、锄草、施肥、收割，庄户人是‘晴天一身汗、

雨天两脚泥’，辛苦一年一亩才挣几百块钱。”

周斗全感慨地说，青壮年劳力不会种地、不肯
种地是务农效益不经济的必然结果。

二组村民陈静今年
30

岁， 在镇上煤矿
当司机，平均每月能挣

2000

多元，妻子也在
镇上打工。他说：“我家里的土地，都是父母
帮着种，每年能收

1

万多斤谷子，乍听起来
还挺多，其实纯收入也就

2000

多元，还没有
我和媳妇一个月的薪水多。”

赶水镇党委书记王周祥说，在农村，

50

岁至
60

岁的农民成了农业生产主力军，“

80

后”农民绝大多数已不会种地。

村里“

80

后”农民因不懂农业生产常识
而闹出的笑话并不少见。 村民赵福会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只有春节
才回来耍十多天， 他们怎么可能晓得稻谷
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我跟他们说秧苗要经
过‘怀胎’、抽穗、扬花这些生长过程才能成
熟收割，他们都觉得很惊奇，没想到秧苗居
然也要‘怀胎’！”

由于不适应高强度体力劳动，老人、妇
女农业突出表现就是， 传统精耕细作的生
产方式逐渐被“懒汉农业”所取代，农业生
产新技术、新设备也出现“推广难”。铁石垭
村村委会主任周庭忠说， 全村有上千亩水

田，过去水稻产量平均亩产都在千斤以上，

现在已经降到
700

斤左右。 在二组
110

多户
农民中， 有

30％

左右口粮不足， 需要买粮
吃。村民江宗志一家

5

口人，全靠买粮，全家
每年粮食购买量超过

1500

斤。

在二组一些村民看来，“老人农业”这
一难题也并非无解，需要引导和政策扶持。

组长周斗全干了
20

多年农活， 他说， 缓解
“老人农业”有两条途径，一是土地流转，鼓
励规模经营。 现在二组就有

10

多个种粮大
户，平均流转的土地面积在

10

亩以上；二是
推广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周斗全说， 现在二组不少农户都开始
使用微耕机、旋耕机等小型农业机械，以前
两个劳力一天的土地翻耕量， 现在一台机
器两个小时就能完成，

60

岁以上的农民也
可轻易使用。

今年
52

岁的赵福会家里有
3

亩多地，由
自己和公公两人料理。 赵福会说：“从前年
起，家里买了微耕机，农活轻松了不少，庄
稼也能照顾过来了，不用怕撂荒。”

（新华社重庆
9

月
23

日电）

江西乐平
308个村级卫生所为民服务

这是江西省乐平市镇桥镇坑
口村改建后的卫生所。

近年来， 江西省乐平市将分
布在全市

298

个行政村及
10

个林
场、水库的

936

个“诊所”“医疗点”

整合成
308

个村卫生所，实行村卫
生所一体化管理。 每个卫生所配
备
3

至
5

名乡村医生，集中办公，统
一管理， 结束了过去卫生所散乱
局面， 以全新的就医环境和服务
能力让村民满意。

新华社记者周科摄

□走基层·蹲点手记

□

新华社记者杨维成刘健李松

沙里淘“金” 抢收稻谷

9

月
22

日，在贵州铜仁地区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合水镇新场村稻田被洪水淹没， 农民吴
老娥在被泥沙覆盖的稻田中抢收稻谷（右图），

农民杨胜清在河里淘去稻谷中的泥沙（下图）。

新华社发（陈晓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