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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家政培训帮扶留守妇女

本报讯（余江）“以前俺在家赋
闲，一分钱也挣不了。这都多亏了县
里组织的家政培训班， 要不然如此
专业的按摩催乳、中药调理、饮食调
节，我哪懂这么多！”

7

月
31

日，息县
谯楼千佛庵东路， 李丽莉在新开的
专业催乳店内， 一边忙碌着接待前
来咨询的孕妇，一边高兴地说。

家政服务业市场需求大， 是朝
阳产业，息县在“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中，实施了巾帼家政护理培训项
目，把解决贫困留守妇女就业脱贫
作为重点工作抓，开办了家政服务

培训班，培训内容涵盖育婴、保姆、

月嫂、催乳、老年护理等多个专业。

消息传出不到一星期，

7

月
4

日，第
一期近

50

人的培训班很快就报满
开班了。

“俺学上得少，学问浅，主讲老
师采取理论授课与实操示范相结合
的形式，让我们对着示范‘婴儿’‘孕
妇’亲自实操练习，培训结束了，县
妇联的同志还帮俺找了一份满意的
工作， 可是帮了俺一家人大忙了。”

东岳镇黄岗村贾西庄西组的贾娜感
激地说。

“我们家请的护工，就是经过县
里培训的，人勤快，素质高，还有人
社部门颁发的上岗资格证， 家里人
很满意，第二个月开始，我们商量给
她加工资，已经

2000

多元了。”家住
淮河办事处三里社区西亚路的张女
士说。

息县妇联主席洪梅说，“我们要
求‘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让贫困农
民掌握了脱贫技能， 只是脱贫第一
步。 帮她们找到工作， 有了稳定收
入， 才能算是真正让贫困户实现彻
底脱贫。”

平

桥

区

：

合

作

社

助

推

精

准

扶

贫

本报讯（记者刘国启通讯员何泽篧）

昨日， 平桥区怡丰园生态农业合作社的种
植基地里一派丰收景象，豇豆、黄瓜等当季
无公害蔬菜长势喜人，

560

亩饱满多汁的葡
萄挂满枝头，

100

多位村民在大棚间收割、

采摘，忙碌，为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而喜
悦。

在平桥区， 像怡丰园这样的专业种植
合作社，共有

485

家。为了有效推进农业实
现标准化种植、产业化经营步伐，平桥区积
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 农业致富能手成立
专业合作社，发挥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
要素的放大优势，带动合作社向标准化、规
模化、集约化发展。按照“政府引导、能人领
办、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原则，以专业合作为纽带，把分散经
营的种植户组织起来，通过统一提供技术、

生产资料、畅通销售渠道等系列优质服务，

共同抵御市场风险，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实
现了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无缝对接， 促进
了周边农民丰产增收，也让市民得实惠。

“在全区精准扶贫进入‘攻坚拔寨’的
冲刺时期， 合作社也在产业带动扶贫中发
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为了帮助贫困户脱
贫脱困， 我们村几家大型合作社在生产用
工期间，全部优先雇佣贫困群众，并按照贫
困户的种植养殖意向， 积极向他们推广农
业生产新技术、新品种。”在甘岸街道办事
处驻村的第一书记余飞告诉记者。

目前，平桥区已发展
485

家粮食、油料、

蔬菜、茶叶、烟叶、水果、蘑菇等专业种植合
作社，种植面积

40

余万亩，吸纳社员
9.5

万
人，年创效益

1.6

亿元，成员人均年可支配
收入

1.5

万元以上。农忙时，还聘请周边村
民
2

万余人作为农事“钟点工”， 日收入百
元，实现了村民不出家门就能就业、创业、

致富的梦想。

淮滨县佰德电
子商务信息化产业
园运用

OTO

电子
商务平台， 通过乡
村港站服务平台帮
助当地群众致富。

结合精准扶贫，该
公司吸纳

104

名贫
困群众和

43

名就业
困难的大中专毕业
生就业。 图为昨日
该公司员工正在处
理电子订单。

本报记者
郝光摄

省管本科高校领导干部研讨班在我市开班

赵素萍出席开班仪式并作专题报告
本报讯（记者程成）

8

月
2

日
上午， 省管本科高校领导干部研
讨班在新县大别山干部学院开
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素萍
出席开班仪式并以《切实加强高
校意识形态工作》为题，围绕“清醒
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复杂
形势， 打好高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
仗， 提高高校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
质， 切实加强高校党委对意识形态
工作的领导” 等四个方面作了专题
报告。

省委高校工委书记、 省教育厅
党组书记、 厅长朱清孟， 市委副书
记、市长尚朝阳，省委高校工委副书
记、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张
亚伟， 省委高校工委专职委员陈垠
亭出席开班仪式。

尚朝阳在致辞中首先代表市
委、 市政府向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 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信阳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省
委高校工委、 省教育厅和各高校领
导表示衷心感谢。

尚朝阳说， 信阳是一座文化名
城、革命红城、生态绿城和著名的茶
城。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 在省直各部门和各高校的
关心支持下， 信阳经济社会快速健
康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改革开
放不断深化，生态优势持续提升，社
会事业全面进步， 走出了一条经济
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良
性互动之路。

尚朝阳说， 当前信阳正处在奋
力加快发展、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全

力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市委、

市政府有责任、有信心、有决心，变
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走好信
阳的发展棋，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信阳的发展需要凝
聚各方面的力量，需要更加有力的
人才支撑。 省管本科高校智力密
集、人才密集、技术密集，我们真诚
希望各位领导一如既往关心关爱
支持老区发展，推动信阳与省管本
科高校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合
作，共同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实现
合作共赢，助推老区加快发展。我们
相信，有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

有省直部门和省管高校的关心支
持，有全市人民的共同拼搏，革命老
区、 贫困地区信阳也一定能够实现
科学发展， 与全省人民一道迈入全

面小康社会。

朱清孟主持开班仪式并讲话，

他说， 举办这次高校领导干部研讨
班，是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党组
贯彻中央和省委要求， 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促进高
教事业改革发展采取的一项重要举
措。 本次学习研讨班旨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
署，切实提高高校党建工作水平，将
就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 加强高
校意识形态工作、 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进行学习研讨。

朱清孟要求，集中精力，专心学
习。希望大家排除日常事务干扰，集
中精力完成好学习研讨任务， 共同
探讨和研究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

新困难、新问题，取长补短，共同提
高。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发扬理
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结
合思想认识和工作思路、 方法、作
风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
学习研讨，在搞好理论学习的同时，

不断提高岗位履职能力。 要严肃纪
律，维护形象。学习研讨期间要严格
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纪律，时刻树立
和维护好高校领导干部的良好形
象。

来自全省
45

所本科高校的党委
书记、校长、纪委书记，省纪委、省委
组织部和省委宣传部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相关
职能处室的负责同志等近

200

名学
员参加开班仪式，并将进行为期

4

天
的学习研讨。

被洪水围困时，她安全转移近千
名群众，最后一个离开。她说———

“我是支书，群众先撤！”

在新县与光山县交界处，有
一条河流，叫长洲河。它纵贯新
县八里畈镇全境， 流经两县，上
连新县的中型水库长洲河水库，

下接光山的大型水库泼河水库。

八里畈人世代沿河生息，临河而
居，视其为“母亲河”。

当“母亲河”上游的长洲河
水库告急，需要泄洪时，八里畈
的群众会面临着何种险境？行洪
区里的群众能否紧急安全转移？

这一幕，不是假设，

7

月
1

日上午，

它真真切切地摆在了八里居委
会党支部书记付正梅的面前。

8

月
2

日，和记者谈起当时的
情景，

52

岁的付正梅还有些后
怕：“当时我们正上党课，接到镇
政府通知，上游长洲河水库要以
200

立方米
/

秒的流量泄洪，让我
们迅速组织沿河群众撤离。我的
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从
1993

年到村里任妇联主
任至今，付正梅已在村里工作了
23

个年头， 当支书也已经
15

年
了。村里哪儿高哪儿洼、东家长
西家短，她都了如指掌。付畈、李
畈是长洲河水库行洪河道的最
低处，有

326

户
1230

人，其中在家
的
263

户
1076

人，沿河分布的
203

户
710

人，多为老少妇孺，短时间
全部撤离，谈何容易！

汛情就是命令，水情就是号
角。 付正梅来不及细细思量，立
即对在场的居委会干部和党员
进行分工，每一个可能存在险情
的村组全部责任到人。 地势低
洼、离居委会最远的付畈、李畈
两个村民组她分给了自己。

从冒雨赶到付畈的那一刻
起，付正梅没有片刻的停留。在洪
水中疾走，大着嗓门吆喝，挨家
挨户地排查，苦口婆心地劝导。

7

月
1

日中午
12

时，仍在李畈
组织群众转移的付正梅再次接
到镇里的紧急通知：泄洪量将达
到
370

立方米
/

秒，必须尽快全部
撤离！

能撤离的业已撤离，没有撤
离的一定有着这样那样的情况。

付正梅决定， 分头再做工作，一
户一人都不能落下！

李畈群众李正友背河而居，

开着一家超市。看着村民邻居忙
着转移， 李正友却不以为然：这
多年从来没被淹过，何况超市里
还这么多货物，我不走！

付正梅耐着性子劝说：“正友，过
去没淹过是不假，可过去水库没
有泄过洪啊。洪水无情，咱不能
为了这些货， 连命都不要了！你
要信过我，就跟我走！”

李正友一家刚撤到高处，水
就淹没了超市。

见到记者时，李正友感慨不
已：“要再晚一会儿，我全家老小
真的就没了！多亏了支书！”

“多亏了支书” 的不止李正
友一家。

“几十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
洪水，现在想起来都后怕！”谈起
那场洪水，李畈村民组

70

多岁的
老人王太娥深陷的眼窝里溢满
泪水，“我去年腿摔断了， 做了手
术，还不能走，当时水已经漫到了
屋里，支书进来，给我穿上雨衣，

背起我就走。真不知道她哪来那
么大的力气，要不是她，我这条命
就交待了。支书是我的恩人！”

忘记了危险， 忘记了劳累，

忘记了饥饿。大部分群众都安全
撤离了，长洲河的河道已变成了
一片汪洋， 桥也被淹没无踪。水
淹过了脚脖、 水没过了膝盖，形
势越来越危急，和她一起组织撤
离的镇组织委员付大伟考虑她
是女同志，让她先行撤离，她坚
定地说：“我是支书，群众先撤！”

水，继续在涨。付正梅仍在不停
地巡查。村头有几位年轻人自恃
会游泳， 在好奇地观看洪水，不
停地拿手机拍摄。“不要拿生命
当儿戏！”付正梅严厉地劝导。听
着她嘶哑的嗓音，年轻人自行撤
离了。

面对汹涌的洪水，行洪区里
的上千群众全部安全及时撤离，

无一人员伤亡。 群众全部撤离
了，洪水也逐渐将付畈、李畈包
围， 付正梅和几名党员被围困。

在武警官兵的帮助下，付正梅等
人安全撤离。

傍晚时分，雨停了，洪水渐
渐褪去，付正梅一直悬着的心终
于放了下来。夜晚七点，付正梅
回到了家， 两顿没有吃饭的她，

接过母亲下的汤面条，狼吞虎咽
地吃完，又迎着暮色，巡查水情
去了……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亮 剑 行 动 ” 见 成 效

商城县环境保护出重拳
本报讯（李代龙杨绪伟）近

日， 商城县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创建为目标，以“亮剑行动”为
载体，强认识，勇担当，动真格，出实
招， 持续深入推进环境保护和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建网格，层层传导责任。商城县
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
盖，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理机制，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
实包乡县领导的包干责任、 各乡镇
党委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 相关部
门的行业监管责任、 网格化监管人
员的直接责任， 督促各级各部门把
治污除污的责任扛在肩上、 把执法

监管的工作落在实处， 形成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企业主体、

全民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

抓清查，全面备案评估。商城县
强化质量目标导向， 利用集中整治
和日常巡查， 全面开展环保违法违
规建设项目清理工作， 共清理各类
项目

429

个，其中关停类
1

家，整改类
141

家，完善类
287

家。落实“一案一
策”，及时开展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环境现状评估和环保备案工作，

按照“三个一批”要求，确保按时间
节点完善整改到位。

划红线，实施重典治污。商城县
完善和实施县主体功能区规划，明

确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
主题功能区的范围和发展定位，划
定生态红线。手握治污重典“强势环
保”“亮剑执法”，目前，关闭

1

家，移
送司法

1

起，立案处罚
41

户、已落实
15

户，下达整改通知书
47

户，下达大
气污染治理督办函

120

份，约谈灌河
畜禽养殖企业

7

家。

严奖惩，强化督导考核。商城县
强化县处级领导对联系乡镇的环保
督导工作，实行重点督查、定点检查
和定期会商、协调解决问题。县委县
政府“两办”督查室、县监察局、县环
保局把各乡镇、 部门环境保护工作
任务完成情况列为督查重点， 开展

不定期督查和明察暗访， 采取致督
办函、 公开约谈、 三色督查令等方
式，督促落实。将环境质量指标作为
党委政府硬约束，严格考核问责，对
思想认识不高、工作力度不强、任务
完成缓慢的责任人进行严肃追究。

建机制，完善措施保障。商城县
建立完善网格监管、公众监督、财政
投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等系列制

度机制保障， 统筹减污治标和源头
治本，在加大秸秆焚烧、道路扬尘、

废气排放、 黄标车淘汰等治理的同
时，着力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大
力引进无污染、零排放、低能耗的先
进产业，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旅游
观光等生态经济，优化供给侧结构，

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从源头上减少
环境污染。

□

本报记者时秀敏

我们

信阳人

好方法保障真效果

俗话说，方法不对、努力白
费，方法找对、事半功倍。很多时
候，工作方向有了，施治目标也
明确， 如何到达预想的彼岸，需
要搭建一座通达的桥梁，而方法
和手段显得极为重要。在实际治
理过程中，有的地方拘泥于老经
验老样板，有的地方则追求新模
式新形态，过于陈旧或者过于超
前，都难让工作见实效、有真效。

以整治“作风病”为例，制度
不少、规章很多，如何真正让领
导干部做到“不想、不能、不敢”，

需要从实践层面上做足做实做
新。“做足”， 就是立足于党纪法
规的同时，充分调动非制度化的

力量， 比如人民群众的监督力
量；“做实”， 就是既要扎紧制度
的笼子， 又要织密细微的网络，

比如全过程追踪作风问题；“做
新”，就是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充
分利用新平台、新技术，比如制
作全媒体直播节目。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群众
更是听其言、观其行，始终要用
真效果来检验。如果正风肃纪在
方法上走好了第一步，不妨步步
为营、稳扎稳打地迈入风清气正
的新天地。

□

筱理

河南266.9万人登记首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参保

本报讯（宋敏）

7

月
29

日，河南省已
完成第一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
登记。截至目前，全省

5.05

万家机关事业
单位开展参保登记， 参保人员

266.9

万
人，其中在职人员

191.3

万人，退休人员
75.6

万人。

河南省自去年底正式实施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并在全省机关
事业单位分批分类开展参保登记工作。

截至目前， 全省已有
10.3

万名在职人员
开始按新制度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费，退
休人员有

4.3

万人实现从基金中支付养
老金。

围绕改革， 河南省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通知文件， 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缴费工资基数和待遇统筹项目、 分批
分类参保登记及认定程序、 职业年金缴
费办法、 业务经办规程等问题作出了一
整套详细说明。根据规定，以

2014

年
10

月
1

日为时间起点开始收缴养老保险费，具
体标准是：单位按工资总额的

20%

缴费；

个人按本人缴费工资的
8%

缴费，个人缴
费全都计入个人账户，统一计息，免征利
息税。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是基本养老金
待遇确定机制的价值取向。”省人社厅养

老保险处有关负责人说，改革后，基本养
老金待遇分为两部分：一是基础养老金，

以社会平均工资和本人缴费工资的平均
值为基数，每缴费

1

年计发
1

个百分点，即
缴费年限越长，待遇水平越高；二是个人
账户养老金，累计历年个人缴费的本息，

除以规定的计发月数，即缴费越多，待遇
水平越高。

据悉，第二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参保登记工作已经启动。 今年年底，

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将基本到位，有关业务将实现正常办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