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守交通规则 切勿横穿马路

昨日， 记者在市中心城区四一路上看到这样
一幕：一个年轻人在过马路时，不走人行斑马线，

却执意从车流密集的机动车道上横穿而过。 虽然
“安全”通过了马路，到了对面，但是这种不遵守交
通规则的行为却影响了市容市貌。

为了规范四一路的交通秩序和保障市民的安
全出行，政府相关部门在四一路路旁设置了护栏，

同时为了方便市民过马路， 部分路段划出人行斑
马线。但是记者却看到，不少行人却不“领情”，无
视斑马线的存在，仍然横穿马路。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正在翻越护栏的行人，

他告诉记者， 是为了赶时间， 觉得横穿直接就到
了，走斑马线太浪费时间。随后，一些按规定走斑
马线过马路的行人告诉记者，走斑马线，这是最基
本的交通规则，必须要遵守。过马路不要争那几分
几秒，出门安全才是第一，万一真出事了，后悔都
来不及。

安全无小事。本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人人都
应遵守交通规则，切勿横穿马路，千万不可为图一
时方便，酿成终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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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企业用工难问题，使工人真正能够“招得来、用得上、留得下”，平桥区政府多措并举，开创了职业教
育的“平桥样本”，保障了企业的用工———

政府真心帮 企业真心办 工人真心干

10

月
27

日， 市委书记郭瑞民在全
市第四十四次产业集聚区重点项目攻
坚督导协调例会上强调要想方设法解
决好企业用工问题。

11

月
5

日， 记者通
过走访得知， 平桥区产业集聚区目前
用工稳定， 让来这里投资的企业不用
为招工难发愁了。

强化责任抓起来
据平桥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局局

长马庆君介绍， 为了保证完成招工任
务，平桥区采取部门联动、分级负责、

相互配合的方法开展招工工作。 平桥
区成立了招工工作领导小组， 区长亲
自抓，组织部长具体抓，产业集聚区、

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局、招商局、交通
局、团委、妇联等十几个部门参加，按
照职能分工，齐抓共管。领导小组细化
职责，夯实责任，开展招工和各项优惠
政策的督查、督办、考核。同时，还成立
乡镇招工工作领导小组， 以此形成了
上下联动、部门齐抓招工的格局。

“为了做好招工工作，我们在招工之
前曾对全区的劳动力状况进行调查摸
底，全区共选配调查员

2000

多名，深入到
全区各乡镇，逐村逐组入户调查，成功收
录了年龄在

18

周岁至
50

周岁的人力资源
28.3

万人的求职信息，为‘亲情招工’奠定
了扎实基础。”马庆君补充道。

想方设法招进来
“我们就是用‘筑巢引凤’的理念

来办职业教育，工厂还没建成，政府已
经为企业量身招聘一批工人在职教基
地培训， 生产线一建好就可投产。”马
庆君介绍说。

“我是通过亲戚介绍来的，我的亲
戚在电视上看到了招工信息， 找到了
工作，感觉还不错，就介绍我来了。”现
年
43

岁， 家住东双河的岳女士对记者
说，岳女士在产业集聚区工作已经

1

年
多了，目前是豪客礼服厂的一名员工。

为了宣传平桥产业集聚区， 及时
填补企业用工缺口， 平桥区多渠道发
布了海量的招工信息：在弘运、信运汽
车站设立工作站和大型宣传牌， 到周

边县区外出务工从事服装人员比较扎
堆的乡镇开展宣传，通过区电视台、网
站、报纸、广场电子屏等媒介介绍区内
企业和用工情况，印制

3

万份重点企业
用工信息册子，进乡入村宣传。通过全
方位、多渠道、立体式的宣传，使企业
用工信息家喻户晓。

此外， 平桥区还成立了招工服务
中心。 一方面收集、 发布企业用工信
息，另一方面为求职者登记求职信息，

同时，协调、督导全区招工情况。招工
服务中心的成立， 搭建了求职者和企
业之间的供需平台， 实现了求职者与
企业用工的有效对接。

“我们的招聘是常态化的。”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 平桥区为了补充用工缺
口，帮助就业，每月的第一个周六都会
在平桥世纪广场举行就业招聘会，形成
了“招聘集市”，使就业招聘会常态化、

制度化。今年以来，在各乡镇、办事处举
办了

50

多场现场招聘会，发放宣传单近
10

万份，发放《信阳市平桥区重点企业
用工信息》

2

万份，发布用工信息
15

万余
条，现场咨询

12000

余人次，累计求职登
记
5766

人， 送入企业入职人数
3000

余
人。这些工人有

50%

是外出就业返乡农
民工，基本满足了产业聚集区企业的用
工需求，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荒。

培训方法活起来
就业是民生之本， 培训是就业之

门。平桥区成立的河南省首家县
(

区
)

级
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局， 整合了教育
体育局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职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就业培训、

劳动保障管理服务、 劳务及涉外劳动
服务职能。 为了提高企业新进员工的
素质， 平桥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局实
行免费的岗前培训。 培训内容一是介
绍平桥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分析企
业发展前景，了解当地就业优势，稳定
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就近就地就业；

二是劳动法规的学习， 使他们能够有
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是实践
操作，提升他们的劳动技能，迅速适应
企业的岗位需求；四是进行军训，把企
业新进员工集中起来进行军训， 全面
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通过这些培训，

有效促进他们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身
份转换。同时，为方便企业和工人，培
训部门采取灵活的培训方式， 主动服
务、贴身服务，下企业，进车间，把培训
送到工人身边。这样就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培训， 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运
营。让企业在生产流水线上教学，员工
一边培训一边拿工资。

如今， 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已经成
为平桥区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平
桥区找到的突破口是免费职业教育，

此举大大提高了农民参加技能培训的

积极性，实现群众有活儿干、企业有工
人、政府有收益。平桥职业教育发展改
变了过去职业教育中重视应试升学、

以培训为主的职教模式
,

真正实现了校
企无缝对接。

真心实意留下来
平桥区政府为了提高员工稳定

性， 督促企业逐步提高员工的薪资待
遇，缴纳“五险一金”，丰富企业文化，

积极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 并在平桥
产业集聚区启建学校、医院、超市等配
套设施，着力解决工人“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以及子女上学的难
题。政府积极搭建平台，切实为员工解
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让
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厂里的工作人员不少是返乡的
年轻人， 也经历过沿海城市丰富多彩
的生活， 有的提议说产业集聚区内没
有网吧，我们就引进了两家网吧。此外
我们还修建了广场， 下班后一些女员
工可以跳跳广场舞， 在家就业和大城
市是一样的。再比如，以前公交

1

路车
的终点站是平桥电厂， 后来经过区里
协调，延长了线路，沟通了产业集聚区
和城区的生活，交通方便多了，工人们
也愿意到这里来上班了。”谈起平桥产
业集聚区近年来的变化， 相关负责人
打开了话匣子。

待遇提高了，离家近了，吸引了大
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既挣钱又
顾家” 的思想使大批务工者选择在家
门口就业并稳定下来。“钱多钱少倒无
所谓，关键是在家人身边，安心，并且
我对这里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是比较
满意的。”曾在深圳服装厂工作过

6

年，

1

年前通过网络招聘来到产业集聚区
工作的周维莉对记者说。

由于平桥产业集聚区良好的用工
条件，不少已经在外地务工过很多年、有
着丰富经验的熟练工选择回乡就业，并
通过他们的口碑相传，形成了良性循环。

政府真心帮、企业真心办、工人真
心干，平桥区通过“三心”，打造了良好
的用人和留人环境， 使工人真正能够
“招得来、用得上、留得下”，促进了产
业集聚区的快速发展。

□记者点评

以人为本解决“招工难”

近年来，企业频频遭遇“招工难”

的困境， 人手短缺制约了企业发展，

也影响到经济增长大局。河南省虽然
人口总量居全国第一，但由于经济发
展不如沿海， 成为劳动力输出大省，

劳动力外流情况非常严重，信阳地区
也是如此。

而近几年来，随着产业向内地转
移， 内地省份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对
劳动力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是由于在
工资收入、配套设施、管理机制等方
面， 与沿海发达地区存在很大差距，

导致吸引力下降，急需各级政府和企
业尽快加以改善。

从平桥区政府助推产业聚集区
的招工举措来看，主要是采取人性化
的策略，基于以人为本的思维，站在
劳动者的角度想问题， 积极创建良
好的用工环境， 满足劳动者的各种
需求，从而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进而
解决了产业聚集区的招工难题。企
业“招工难”得到缓解，劳动者实现
就近就业，政府的就业任务达标，经
济增长亦有保证，可谓是一举多得的
好事。

为了使河南岸、 震雷山区域的居民能够尽
早使用天然气， 信阳富地燃气有限公司历经

56

天
艰苦奋斗， 穿越河定向钻燃气工程于日前圆满
竣工。图为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刘翔摄

信阳日报社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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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平桥区豪客礼服厂车间内员工忙碌工作的场景。

本报记者赵锐摄

与电力员工一起迎接记者节

在第
15

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信
阳日报社团委与新媒体中心共同举办了
“走进电力”的记者节活动。

11

月
6

日上午
9

时，天气晴朗，记者一
行准时到达河岸边的信阳电力公司大
楼前， 电力公司新闻中心的甘主任早已
在此等候， 并对报社记者们的到来表示
欢迎。

记者一行跟随甘主任参观了电力公
司的调度通信中心与供电服务中心等部
门， 并对该公司的具体业务内容及流程
进行了了解。在甘主任的陪同下，驱车前
往平桥区洋河镇的

21

号铁塔处。 甘主任
向记者们介绍， 为了满足洋河家居小镇
的用电需求， 信阳电力公司在洋河镇建
了一个

110

千伏花园变电站，为了与上游
的
220

千伏的茗阳变电站相连，需要在两
个变电站之间架设铁塔。随后，记者一行
又驱车前往铁塔施工现场， 在半山腰记
者们下了车。项目经理高军见到记者后，

指着地上一堆金属支架问我们：“各位记
者，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搭建铁
塔用的！”“对，铁塔就是这一根根的金属
支架搭建起来的， 但是它们的学名叫铁
塔金具。 这些就是我们

21

号铁塔的铁塔
金具，因为车不好开进去，所以需要人工

将这些铁塔金具扛到施工现场。” 说着，

记者们也纷纷加入到扛铁塔金具的行
列， 帮助电力工人将这些铁塔金具送到
施工现场。来回好几趟，终于把这些铁塔
金具运完了，虽然天气微寒，还是有很多
人的额头冒出了细细的汗珠， 但脸上都
挂着满足的笑容。

在
22

号铁塔的施工现场， 记者看到
施工工人们在铁塔上连接固定一根根铁
塔金具。 负责

22

号铁塔建设的黄班长告

诉记者，塔全高
42

米，重
7.3

吨，铁塔的搭
建全靠人工完成，计划工期是

3

天。黄班
长说：“为了能早日供电， 铁塔的搭建工
作一直在紧张进行中， 有时电力工人为
了给偏远地区送电， 需要爬上一个个人
迹罕至的山头，人工搭建铁塔。”记者感
觉到了电力工人工作的不易。

不知不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记者
节“走进电力”的行程结束了。虽然大家
有些疲惫，但是却收获了知识和感动。

图为记者帮助电力工人搬运铁塔金具时情景。 见习记者张馨月摄

□

见习记者张馨月

11

月
6

日上
午， 河南九洲天
中投资发展集团
副总裁邓志军、

副总经理赵庆一
行数人， 专程来
到信阳市特殊教
育学校， 为学校
捐赠了价值

6

万
元的校服、 宿舍
门。 图为穿上新
校服的特校孩子
们表演手语节
目。

本报记者
华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