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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屏传温暖 开心过大年

省人社厅今年定下新目标

力争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

1月27日，汝州市焦

村镇杜村村民将“二等功

臣之家”的匾额送给解放

军新疆军区某团军人杜

鹏飞及其家人。杜鹏飞

2009年从汝州市入伍，

先后获得“戍疆卫士标

兵”“感动喀喇昆仑年度

人物”等荣誉称号，并荣

立二等功1次，被誉为“河

谷”硬汉。本报记者张鸿
飞通讯员吴改红摄

本报讯（记者杨青）1月27日，记者从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今年我

省力争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

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张国伟介

绍，去年我省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25.39万人，促进65.9万高校毕业生就

业，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7.63万

人，稳住了就业基本盘。

社会保险平稳运行，社会保障卡居

民服务“一卡通”持续推进，累计发行社

保卡超1.09亿张。“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建设深入推进，全省开展各类职业

技能培训399.27万人次。

全省人社系统定下新目标，今年力

争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人以上，失

业人员再就业2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8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以内；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0万人；新增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

15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425万人、5050

万人、1050万人、1050万人。完成各

类职业技能培训300万人次，新培养高

技能人才80万人，新增技能人才240

万人。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禄方
旭）1月26日，许昌市发改委会同市商

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集中

开展对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市场价格

及春节期间供应情况巡查工作，确保春

节期间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

定。

经实地调查，目前许昌市重要民生

商品价格稳定，市场价格秩序、消费环

境良好，经营者备货充足，进货渠道畅

通，货源稳定。其中米面油类价格稳

定，未出现较大波动。受春节居民集中

消费和近期雨雪天气等影响，黄瓜、西

红柿价格偏高，白萝卜较前期价格出现

下跌，其他新鲜叶菜类蔬菜价格波动幅

度均在正常范围。长葛市、建安区发改

委会同当地市场监管局分别对各自辖

区内农贸市场和超市进行了巡查。

为了坚决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

底线，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工作，许昌市发改委建立了社会救助和

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必

要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对困难群

众发放价格补贴，减轻物价波动对他们

日常生活的影响，让困难群众能够过一

个安静祥和的新年。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崔兴
辉 姚艺红）近日，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

正式印发《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认

定第四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通

知》，对2019年创建的25个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2020年创建的18个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予以认定。全国首家以

小麦为主题的延津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位列其中。

自2019年获准创建全国首家以小

麦为主题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来，

延津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实行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召开推进会议，并成立了产业园运

行服务中心，借“国字号”产业园创建东

风，以全产业链发展不断擦亮延津小麦

品牌。

据介绍，2021年延津县农村电商销

售额超9亿元，以小麦制品为主的农产品

电商交易额位列全省十强；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收入2.5亿元，旅游人数5万余

人次，带动就业3500人。延津县现代农

业产业园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8万

元，高出全县平均水平33.92%。

本报讯（通讯员杨哲洋 武艳 记者

李燕）春节临近，永城市黄口镇组织域

内非公企业深入该镇何桥村，走访慰问

该村脱贫户、低保户、五保户，为他们送

上春节的问候和祝愿。非公企业负责

人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健康状

况、经济收入等情况，并为他们送上米、

面、油等慰问品和每人200元的慰问金

等。

近年来，在该镇党委、镇政府的大

力倡导下，黄口镇域内非公企业自觉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安全生产、疫情防

控工作中发光发热，出资出物出人，通

过实际行动表达非公企业的爱心与奉

献，彰显了非公企业致富不忘回报社会

的责任感。

“米袋子”鼓鼓“菜篮子”满满
许昌市确保春节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延津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获“国字号”认定

永城市黄口镇

非公企业为困难群众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鸿
雨）1月21日，室外大雪纷飞，郏县黄

道镇大桥村的河南先锋煤业有限公

司职工食堂内，40 余名职工齐聚一

堂，盘馅、和面、擀皮、包饺子，其乐融

融。

当天，黄道镇政府为公司职工送来

了大肉、面包和挂面等。“我们过年都不

回家，不给政府和邻居添麻烦。公司和

黄道镇领导都很关心我们，吃的喝的用

的一应俱全。”来自禹州市磨街乡黄沟

村55岁的刘朋一边包着饺子一边笑着

说，“现在免费吃，比以前收费时做得还

好，天天有肉。”

河南先锋煤业有限公司有职工

370余人，来自禹州市、汝州市和郏县、

宝丰县等地。为确保矿区疫情形势稳

定，同时也为确保郏县“北大门”安全，

河南先锋煤业有限公司积极倡导职工

就地过年。

黄道镇也第一时间在该公司大门

口设置了疫情防控服务点，及时了解公

司和职工所需所求，帮助职工购买生活

必需品、收发快递等。考虑到职工不回

家，该公司又加紧整修羽毛球场地，购

买了10副羽毛球拍、6副乒乓球拍。“在

这里很清闲，又自由，每天吃饭、锻炼，

想孩子了可以视频聊天。”来自禹州市

文殊镇的刘燕鹏和妻子宋晓丽对公司

的安排非常满意。

据悉，该公司在春节期间还将举行

厨艺大赛、春节联欢会、运动会等活动，

让职工就地过年，其乐融融。

本报讯（记者李燕通讯员武月马
学贤）“工会的领导经常来，很关心我，

这又来看望我了，你们都在外边照顾好

自己。”1月20日，柘城县牛城乡北郑村

70岁的张守强在电话里对在外务工的

儿子张万深说道。

北郑村农民工双向服务站的工作

人员得知张万深不回家过年的消息后，

就开始了代买服务。当天一大早，该服

务站的工作人员就带着购买的年货来

到了张守强的家中，并帮助张守强清扫

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

张万深说，不回家过年最牵挂的就

是父母在家的情况，得知在农民工双向

服务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父母被安顿

得很好，他感到十分欣慰，在外边也能

安心过年了。

据悉，该服务站还对北郑村全村外

出务工人员情况进行了摸排，建立了外

出务工人员台账，对不返乡过年的家

庭，安排专人负责对接，让外出务工人

员能安心过年。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司利
强夏菁）“小年来，蒸年糕，祭灶扫尘要

趁早……”1月24日一大早，杞县五里

河镇程寨村63岁的陈建玲一边哼着小

曲，一边忙活着到客厅和面团、蒸大馍。

不同往年，陈建玲在江苏昆山务工

的儿子翟永胜、儿媳吕晓利采取就地过

年的方式，今年不返乡过节了。陈建玲

老两口和孙子孙女的身份随即转变，他

们的身份前面多了“留守”的前缀，也多

了份特别的关爱关怀。

“家里这么干净呀，陈大姐你身体

好棒哟！”随着一声问候，杞县县委副书

记、五里河镇党委书记陈嘉慧带着慰问

品走进陈建玲的家中。“陈书记您咋来

了，天这么冷。”陈建玲顾不上擦掉手上

的面粉，连忙打开客厅的空调。

“奶奶、奶奶，俺爸和俺妈要给你视

频通话。”陈建玲的孙女举着手机从里

屋跑出来。

“永胜，你看陈书记来家里看我了，

你和晓利就安心在外过年吧。家里什

么都不缺，我和你爸都很好。”陈建玲拿

着手机环顾一下客厅内，陈嘉慧接过手

机，通过视频隔屏向翟永胜夫妇致以节

日的问候，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他们积

极响应号召、配合防疫政策表示感谢。

视频通话后，陈嘉慧挽起袖子、系

上围裙，和陈建玲一起和面、团馍样：

“咱们比比手艺，我的手艺也不差。”陈

嘉慧与陈建玲唠起家常。说话间，一个

和谐的大家庭“蒸馒头，过大年”的忙活

场景好不热闹。

据介绍，杞县对因疫情防控需要

“就地过年”的家庭进行了全方位走访

调查，重点对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伤残

家庭等困难群体实施了救助保障政策，

及时给予关心关爱，让他们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健康安全的新春佳节。

就 过年一样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刘
飞）“我是于大陆，在陕西西安务工，我

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已经寄出，麻

烦你给予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这几

天，商水县邓城镇白帝村党支部书记张

造新的手机响个不停。挂断电话，张造

新骑上电动车，把代领的快递送去下一

户农户家中。

为进一步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邓

城镇在全镇深入开展“春节不返乡，家

事我帮忙”暖心活动，各村党支部都成

立了党员干部义务帮忙代办队，通过发

放代办需求表，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代

办年货、代贴春联、代收快递等义务代

办活动，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消

除在外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留守老人不缺关爱

代帮办解后顾之忧

就地过新年 有肉免费吃

1月27日，洛阳市

大张盛德美勤政苑店

洋溢着新春佳节的喜

庆气氛，供应充足、品

种多样的商品供市民

选购。

张光辉摄

节日市场
供应充足

为了滩区群众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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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除了黄河滩区，靳堂乡全域都在原

阳城区规划内，滩区群众到社区就算进城

了。”靳堂乡乡长吉芬芬说。

“俺是开着拖拉机进城了？”毛楼村

70岁的村民毛连堂惊奇地反问。

“带你看看俺家的拖拉机。”站在一旁

的毛楼村党支部书记毛中民搭上了话。

穿梭在楼与楼之间，很快找到了毛中

民的拖拉机。只见红色的拖拉机机头上

盖着厚厚的棉被，后面还挂着拖车，静静

地停放在雪地上，许久未动。

这是台1999年出厂的洛阳东方红拖

拉机。毛中民在2002年以二手车的价格

入手，整整陪他度过了20个春夏秋冬，人

与车都磨出了感情。

“像个老黄牛，劲大皮实，现在都是种

田的好帮手。”毛中民自豪地说，“俺的车

还有别的用途，环境整治拉垃圾、帮困难

群众拉麦和玉米。”

见记者对拖拉机机头上盖棉被产生

了好奇，毛中民解释，冬天要把拖拉机水箱

里的水放掉，然后盖上棉被，防水箱冻裂。

毛中民说，自己村的2000多亩地要

集中流转给企业，发展高效农业。不仅是

毛楼，靳堂乡黄河迁建的5个村16000亩

耕地都要连片流转。

“咱听政府的，流转了更省心，还不少

得钱，这拖拉机真没啥用了，有的没搬就卖

了。”村民毛随安说，“俺信干部说的话。”

“守住这份信任，既是压力也是动

力。”肖泽锋说。

有了信任，就有了黄河迁建的“靳堂

速度”：全乡5个村迁居群众选房12天结

束；有了信任，就有了黄河迁建的“靳堂和

谐”：实行多轮选房，确保每个家庭都能选

上称心如意的楼房；有了信任，就有了黄

河迁建的“靳堂服务”：选房一个流程全下

来，入住难题一个电话全解决，让群众多

说少跑，干部多跑多干。

迁建过程中，靳堂乡有一个特别机

构：政策解读组。组长是乡党委副书记毛

彦华，“意图很明确，就是把好事办好。”

“黄河迁建最大的利好是国家每人补

偿30平方米的住房，但谁有补偿资格，成

了村民关注的焦点。”毛彦华回忆说，“政

策解读组就是解决每户每人的资格难题，

对社会公开。”

毛彦华说，仅此一项整整忙活了3个

多月，整理出资格难题25项，每项都关系

着公平公正，得仔细研究解决。

正是这种一心为民的信念取得5个

村6144名群众的信任，成了整个社区和

谐与稳定的基石，成就了黄河迁建的“靳

堂模式”。

融合发展
人口净流入8137人，10村成一家

1月25日下午4点，同德苑社区B区

的游园内热闹非凡，靳堂乡毛庵村党支部

书记李长领与陡门乡潘庄村党支部书记

潘九斤、三教堂村党支部书记韦芳芳各自

带着村民们在挂灯笼和彩灯，共迎新年。

两个乡三个村共亮一盏灯，这只有在

靳堂乡迁建社区能见到。

靳堂乡负责迁建社区工作的常务副

乡长李辉是个“80”后，热情、担当，能力强。

他说，靳堂乡迁建社区是全县5个迁

建社区最大的，全县此轮迁建人口共

25047 人，靳堂乡迁建社区就容纳了

14281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包括靳

堂乡的曹庄、张庵、毛楼、南张庵、毛庵5

个村6144口人，陡门乡的三教堂、潘庄、

大南、范滩、仁村堤5个村8137人。靳堂

乡把整个社区划分为从A到E共5个分

区，其中B区为两乡三村的混居区。

这么多人，如何融合？怎样服务？确

实让靳堂乡党委有点压力，关键是还有陡

门乡的8000多名群众，虽说人家也派出精

兵强将，但毕竟人在靳堂，如果服务不到

位，两个乡的党委、政府的威信都会受损。

“一个乡突然增加8137人，别说在全

县，就是省内也不多见，这是县委、县政府

的信任，也是兄弟乡镇给我们的支持。”李

辉说，“这让靳堂的人才振兴有了支撑。”

靳堂乡5村小融合，带动10村大融

合。李辉提出自己的看法。

靳堂乡成立以李辉为书记的党总支，

下辖5个村党支部，所有党员干部平时各

管各村，统一活动合为一处。在A区的党

群服务中心二楼办公室，毛楼村和南张庵

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匾牌都从老村摘

运到新社区，由于办公室相邻，两村的匾

牌都排放在一起，也算上一景了。

南张庵村办公室里，党支部书记曹顺

召正给村民发对联和村志。接过红红的

对联、村志，58岁的村民曹新立很是感

慨：“党员干部心细得很，群众心里咋想的

他们就咋干，俺佩服。”

曹顺召说，群众难舍老家，想留下点念

想，乡领导知道群众的想法后，就给每家在

老屋前照一张全家福，每村编一本村志，每

村拍一部纪录片，得到了群众的点赞。

“照片挂起来了，村志到家也收藏起

来，将来还得给小孙子讲老村的故事呢！”

曹新立说。

李辉接茬儿说：“靳堂乡正在积极谋

划黄河迁建展览馆，到时群众的乡愁就有

个集中安放的地方。”

靳堂乡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每个

分区的大门口都摆着公示牌，清楚地写着

水电、维修等人员的联系方式，只要一个

电话，随叫随到。大到房屋的修缮、水电

的维修，小到教老人使用燃气和开电梯，

一项项服务直抵人心。

张双双，陡门乡派驻靳堂乡同德苑迁

建社区的两名包村干部之一，同样是“80”

后的她，直言快语，利落爽快。

“到这儿，靳堂乡党委、政府就是我们

最坚固的依靠。”张双双说。

靳堂乡看到三产巨大的需求空间，在

社区的中心街道计划投资4000多万元，

建设1400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预计年收

入300万元，全部用于社区的发展。

“我们有信心把大家融在一起，带领

群众齐奔富路。”李辉说。

就近就业
社区周边项目建设忙，家门口挑工作

王安乐，59岁，靳堂乡曹庄村村民，

住在D区21号楼，就在对面A区的门岗

上当保安。

“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比在家闲着

强多了。”王安乐很知足，“像俺这个年纪

的人，要是在滩区只能守着几亩地过活，

打工也没人要。”

王安乐家里有4亩多地，除了机收机

种、化肥、种子等，一年净收入也就4000

多元，儿子在郑州工作，让他操心的是儿

子的婚事。

“现在有底气了，房子是120平方米

的楼房，儿媳妇进家也不怕。土地一流

转，咱就专心上班挣钱。”王安乐说。

毛楼村70岁的毛彦卿因为身体棒也

成保洁人员，见到记者时，他正忙着清理

社区路面上的残雪：“没想到我这个年纪，

还能拿上工资。”

“光物业这一块，就安排了将近60名

群众上岗。”物业经理李士淼说，“将来三

产起来后，会有更多的人上岗。”

年纪大的群众被物业及社区的服务

业所吸纳，而年轻人就业，靳堂乡早就按

原阳县的规划实施了。

“我们这儿是中国制造2025新乡市

示范区，将来绿色生态、高端物流、高新科

技项目将陆续落户靳堂，对劳动力的需求

很大。”肖泽锋说，“下一步，我们将强化

‘项目为王’理念，坚持项目化运作，台账

式管理，责任制推进，谋划实施一批大项

目，更好地为迁建群众的就业提供服务。”

医邦卫材是一个生产医用口罩的企

业，年生产量达5000万只。负责人崔法

如说：“厂区离社区只有200多米，人口的

聚集给企业发展带来希望。”

为吸引更多的人进企业，崔法如把西

大门改成了东大门，东大门正对着出社区

的道路，方便工人的出行。他还对社区的

工人承诺，只要在这儿工作三个月，就会

额外发1000元的奖金。

今年30多岁的李瑞红是靳堂乡张庵

村人，她说，以前在家照看家务和种田，到

社区后看到招工就来了，一个月拿4000

多元不成问题。

“90”后的夏玉西更看重的是企业的

发展后劲，按医邦卫材的规划，她们这一批

年轻人将很快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

自己将真正离开黄土地，成为产业工人。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靳堂乡将按照

县委、县政府的要求，确保黄河迁建的群

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消除

他们的后顾之忧，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

步前行。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贾黎
明王肖杰）1月26日对孟州市大定街道

段西村村民来说，是个高兴的日子。当

天，该村96个家庭喜领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两年分红款24万元。

2020年4月，段西村成立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当年7月，大定街道为该村争

取省级党建项目资金50万元发展仓储

项目，在村里的闲置、废弃土地上建成

720平方米仓库4间。因靠近孟州市德

众物流园，段西村仓库一建成就被京

东、拼多多等争抢租用。

以此为契机，段西村动员村民家家

户户入股，发展仓储业，按每股2000元

发动村民入股，2021年又投资144万元

建成3600平方米仓库18间。

段西村的仓储项目扣除土地租金

和村集体提留后，按年息9%即每股180

元为村民分红。

张备战家分红9000元，是村里分

红最多的一户，他高兴地说：“感谢街道

领导和村‘两委’干部，让我又多了一份

不错的收入。”

“我们建设这个项目，主要是想壮

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基础，让

全村群众家家是股东、人人是股民、全

部参与分红，提高群众收入。”大定街道

负责人表示。

孟州市段西村

村民变“股东”家家领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