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2016年9月25日 星期日
编辑：李永辉 校对：吴岩霞2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为缓解当前旱情，有效
促 进 我 市 秋 种 工 作 ， 市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定 于 9 月 25 日 ～27 日 在 全
市 范 围 内 实 施 人 工 增 雨 作
业 。 为 保 证 作 业 安 全 ， 望
各 炮 点 周 边 群 众 不 要 围
观 ， 若 发 现 疑 似 未 爆 炸
物 ， 切 勿 捡 拾 和 触 碰 ， 请

立 即 报 告 当 地 公 安 或 气 象
部门，联系电话：3131090
或拨打 110 报警，以便妥善
处理。

特此公告

漯河市人工影响天气指
挥部办公室

2016年9月24日

本报讯（记者 左素莉） 9月
24日上午，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
开考。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坤
炎、副市长张锦印、市政协副主
席赵改焕、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黎卫国到市二高考点巡视。

2016 年，我市符合国家司
法考试报名条件514人、周口市
1157 人 ， 两 市 报 名 人 数 合 计
1671 人，因考点考场有限，分
流至驻马店考区 6 个考场 180
人，漯河考区实际参加考试人
数 1491 人。漯河考区考点设在
市二高，共设 50 个考场。本次
司法考试是自 2001 年国家司法

考试制度确立以来举行的第 15
次国家司法考试。

赵坤炎一行察看了考场监
控室、无线监测设备。赵坤炎
指出，市司法部门和有关单位
要按照平稳、安全、顺利、高
效的要求，强化措施，加强配
合，从严治考，热情服务，确
保 司 法 考 试 各 个 环 节 运 行 顺
畅，严防各类违纪舞弊行为。
要 切 实 发 挥 好 司 法 考 试 的 作
用，夯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人才基础，为维护国家法治权
威、推进法治漯河建设做出新
贡献。

国家司法考试开考

本报讯（记者 李丽娟） 9月
24日上午，副市长周新鹤带领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深入市区“城
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对第四次
环保集中督导观摩问题落实情况
进行再督查。

周新鹤先后到郾城区西华路
口汽修一条街、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黑龙潭镇金山路北段东侧养
殖场等地察看，了解存在的问
题，并逐一提出治理要求。

周新鹤要求，当前，全面推
进各项专项治理、着力解决二次
污染问题，已经成为我市环保攻

坚的主要矛盾。各县区要迅速行
动起来，严格按照网格化管理要
求，消除执法盲点和死角，从源
头上减少环境隐患。要进一步强
化考核问责，定期、不定期对各
县区环保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跟踪
问效、考核督办，对进展缓慢
的，要予以通报批评；对排名靠
后的，要进行警示约谈，严肃问
责。要加强对整改落实工作的督
导检查，采取专项督查、明察暗
访等方式，全面掌握整改进度，
实行挂牌督办、专案盯办、跟踪
问效。

市领导对环保督导观摩
问题落实情况再督查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 9月
24日上午，我市在神州鸟园景区
举行“文明旅游、理性消费”、

“质量旅游、诚信经营”集中宣
传活动。全市各旅游景区、旅行
社、星级饭店 60 余人参加了宣
传活动。

市旅游志愿者在活动现场向
市民发放了《漯河市文明旅游倡

议书》、《漯河市“文明餐桌”行
动倡议书》、《漯河市诚信经营、
文明服务倡议书》，并向市民介
绍了免费诚信旅游线路；组织开
展了“十大不文明旅游行为”问
卷调查活动，全市各旅行社、各
旅游景区还在现场举行了“旅游
服务质量提升年”集中宣传活
动。

我市开展文明旅游
集中宣传活动

入秋以来，冷空气开始
活跃，昼夜温差大，不少人
觉得口唇、皮肤干燥，体内
燥热。专家提示，要防止秋
燥伤人。

专家称，秋燥分为温燥
和凉燥，通常温燥的人舌质
红、手脚心发热、少苔或苔
干，凉燥的人手脚发凉、舌
质淡红、苔薄而白。秋燥通
过合理饮食、作息调理就能

缓解，多吃些温润食物，如
芝 麻 、 蜂 蜜 、 甘 蔗 、 乳 品
等，少食葱、姜、蒜、韭菜
及辣椒等辛辣食物。要保持
神志安宁，早睡早起，如秋
燥症状严重，应及时就医。

少食辛辣防秋燥

漯河市人工影响天气
指挥部办公室公告

（上接1版） 新建近700个农村综
合性文化体育活动中心。

天蓝地绿水清是漯河不懈
努力的目标。目前，我市城市
绿地率 33.7%、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 11.6 平方米。沙澧河风景区
成 为 全 省 唯 一 的 国 家 体 育 公
园，沿河的生态休闲景观带已
成为漯河的一张靓丽名片。

改革新动能：深化
改革蹄疾步稳，发展活
力更加强劲

这五年，是漯河深化改革开
放、发展活力更加强劲的五年。

“十二五”以来，我市坚持
用改革破除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相继

出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
动力：

——出台了促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现代服务业、房地产业发
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多措并
举，持续发力。

——实施城市建成区高污
染、高耗能企业“退二进三”，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
城市环境。

——大胆创新思路，完善城
市“两改”政策，有效解决拆迁
难题。

——强力推进城市公交改
革，优化城市公交线路，配置新
型节能环保车辆，树立城市公交
新形象。

——在全省率先回购商品
房作为公租房，出台购房补贴

政策，推行“公转商”模式，
促进住房消费，加快商品房库
存消化，推动房地产业健康发
展。

我市还积极走出去，扩大对
外开放，成功引进一批重大项
目。

民生新福祉：聚焦
民生改善、社会事业更
加进步

这五年，是漯河聚焦民生改
善、社会事业更加进步的五年。

“安其居，乐其业，甘其
食，美其服。”让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丰衣足食是市委、市政府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十二五”以来，我市向人

民群众送上社保、教育、安居、
文化等“惠民大礼包”：

——新农合保障能力明显增
强，农民参合率达到99%。

——社会保险基本实现全覆
盖，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全面提高。

——城市低保标准每月 450
元，农村低保标准每月 220 元，
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标准每
年 3800 元，与“十一五”末相
比 ， 分 别 提 高 157% 、 120% 和
70%。

——新建各类保障性住房7.8
万套，为 7.3 万户低收入家庭圆
了安居梦；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
32 亿元，帮助 4.6 万户职工改善
了居住条件。

——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进一步完善，市、县区医院病房
楼和急救中心，乡镇卫生院和村
卫生室改 （扩） 建等一大批项目
建成投用。

——新建 214 所幼儿园、12
所中小学，4 个县区通过国家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
普通高考本科上线人数连年保
持万人以上，职业教育活力不
断增强，高等教育质量持续提
升。

一项项民生工程实施，一件
件民生实事办成，人民群众幸福
指数越来越高。

回眸过去的五年，漯河交出
了一份满意答卷。

展望未来的五年，漯河又将
踏上新的征程。

拼搏奋进 逐梦前行

（上接1版） 五年累计募集善款
5729.1 万元，孤儿、精神病、贫
困学生救助已形成品牌。

五年来，我市还建成 （巩
固） 福利彩票投注站 265 个，累
计销售福利彩票7.17 亿元，共筹
集社会公益金2.13 亿元，市级留
成 4942.9 万元，是“十一五”时
期的2.3倍，成为我市社会公益事
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建设的重要资
金来源。设立民政仁善基金，设
定漯河慈善日，固定开展慈善救
助。

双拥优抚：唱响军
民鱼水情深曲

漯河作为革命老区，素有拥
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五年来，市民政局进一步深化军
民融合发展机制，双拥工作屡创
佳绩，我市再次荣获“全国双拥
模范城”称号，唱响一首首动人
的军民鱼水情深曲。

该局持续开展优抚对象“送
政策、送帮扶、送温暖”活动，

2015年底，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
助 标 准 比 “ 十 一 五 ” 末 增 长
110%；“十二五”时期，退役士
兵专项稳定工作继续走在全国、
全省前列；军烈属、伤残军人和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的优待抚恤金
或生活补助社会化发放，每年定
期调整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为
各类优抚对象按时足额发放抚恤
补助金1.87 亿元；把优抚对象纳
入相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等
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优抚医
疗全覆盖；累计培训退役士兵
3916 人，安置退役士兵 1435 人
（自谋职业1054人），培训率和安
置率连年位居全省第一；率先在
全省出台双拥工作综合性政策规
定，我市连续五次荣获“省级双
拥模范城”称号，连续两次荣获

“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实施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改造工程，对全
市三个烈士陵园进行改造，烈士
公祭活动引领了英雄主义、爱国
主义教育新风尚；完成市、县级
光荣院提质改造，保证每县光荣
院都有50张以上床位；积极推进
军休干部服务管理社会化，完成
军休干部和无军籍职工接收安置
任务；完成军转站拆迁，即将开
工建设新站。

社会管理：彰显以
民为本大情怀

作为加强社会建设和保障改
善民生的骨干部门，市民政局树
立现代民政理念，走在以民为
本、精细治理的前列。

开展平安边界创建活动，完
成第二轮市级边界、县区边界联
检任务，建立界管电子档案。完

成 《2012—2030 年漯河市地名专
项规划》，实现地名规划与城市规
划同步。社会组织管理完成登记
体制改革，实现四类社会组织直
接登记，登记在册社会组织 254
个，注销75个。强力推进社会组
织评估和执法监察，首次完成第
一批社会组织评估工作。探索建
立党政干部在社会组织任职备案
制度。启动2013—2030年社区服
务、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编
制，开创性地把民政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探索
建立社区党建、社区事务、物业
管理“三位一体”社区建设新模
式，开展“和谐示范社区”创建
活动，一批示范单位顺利通过省
厅验收；城乡社区换届工作顺利
推进，换届风气明显好转，民主
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
主理财制度全面落实，“4+2”治

理模式全面推广。
加快建立健全保障基本、覆

盖城乡、持续发展的殡葬公共服
务体系，全面实施惠民殡葬政
策，基本殡葬费用全免，推动了
基本殡葬服务均等化；加强殡葬
行业行风建设，提升服务品质，
开展市民公祭活动，生态文明治
丧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创新机制：为民政
发展注入新动力

创新是国家战略，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民政实践的
必然要求。市民政局千方百计把
创新理念植入全局干部脑海中，
把创新思维融入民政日常工作
中，为全市民政事业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

在认识和把握民政工作规律

以及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市民政
局面对纷繁复杂的业务事项，把
民政工作进行归纳，形成“四个
体系、一个机制和一个基层基
础”的新格局，使整个民政工作
线条清晰、一目了然。同时，创
新特困群体保障工作，创新民政
基层基础工作，创新民政工作监
督管理模式，创新民政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加强民政信息化建
设；以创新破解低保准入制度难
题、破解养老投资和政策落实难
题、破解涉军稳定难题、破解慈
善工作难题。

立足全市“两城同创”实
际，该局把民政双拥、儿童福
利、慈善、社区建设、殡葬改革
和烈士褒扬工作与文明城市建设
紧密结合，促进民政事业同步发
展。

该局还从“一老一少”着

手，做好群众最关心的养老和儿
童福利等工作，在探索中实践、
在实践中创新，推动全市民政工
作不断上台阶。

情系万千百姓，让民政工作
成为社会真情涌动的生命线和保
障线，漯河民政人用实际行动书
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人间大
爱，把“一切为了民生、一切为
了发展”诠释得淋漓尽致。

起点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
路。局长戴友良表示，在新一轮
开拓进取大潮中，全市民政工作
将以市七次党代会的召开为契
机，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以“赶上和超过全国平均
保障水平、努力把好事办好”为
根本目标，坚持以新的理念推进
工作，充分发挥民政工作的兜底
服务保障作用，突出主题，在民
政服务设施建设、民政事业筹资
能力建设、民政工作网络建设、
民政信息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民政系统政风行风和党风廉政建
设等方面实现新作为，为构建和
谐漯河、幸福漯河做出新贡献。

情系民生书华章 继往开来谱新篇

（上接1版）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同时，全市义务教育学校以
课程改革为契机，更新教育理
念，改进教学方法，打造高效课
堂，持续开展中小学学科教学研
讨会、教学质量分析会、优质课
大赛和送教下乡等活动，着力促
进城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深入
开展特色示范校创建活动，着力
打造一批魅力校园、书香校园、
文明校园，不断提升薄弱学校的
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市被中国教
育学会确定为全国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教改实验区、“十二五”
教育改革实验区。

多措并举 提升教师素养

均衡发展教育不仅仅要均衡
硬件设施，更要均衡师资力量，
做到外强校园建设，内抓教学质
量。近年来，市教育局坚持把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作为提升区域教
育竞争力的核心来抓，采取多种
有效措施，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
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以教师
培训为抓手，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等方式，积极实施“人
才强教”战略，不断提升教师素
质。

近年来，全市通过“国培计
划”、“省培计划”、远程教学和信
息技术培训，累计培训教师 10 万
余人次；不断搭建教师业务能力
提升平台，依托中原名师组建

“中原名师工作室”，促进教师快
速成长；与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
合作，连续9年对近千名英语骨干
教师进行培训，促进教师业务素
质快速提升。全市根据学校申报
的学科及人数需求，公开招聘教
师，积极争取特岗教师计划，安
置免费师范生，教师队伍得到进
一步充实，全市中小学教师整体
素质显著提升。市教育局先后获
得河南省“大爱无声铸师魂”师
德主题教育活动优秀组织奖、全
省“教师培训年”活动先进单位
等殊荣。

公平教育 不让一人失学

我 市 全 面 落 实 国 家 资 助 政
策，进一步完善从学前教育到高
等教育全覆盖、动态化的学生资

助体系，确保学生不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每年投入上亿元，
为学前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和低保
家庭学生发放生活补助费；在城
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
费、免费提供教科书的基础上，
对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
为高中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发
放国家助学金，将率先免除建档
立卡家庭学生普通高中学费、住
宿费；对全市公办中等职业学校
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生免除学
费，为全日制在校的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对
考入大学及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大
学生，优先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保
障体系，坚持“以流入地政府为
主，以公办全日制学校为主”的
原则，安置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数万人，做到“应入尽入”；建
立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加强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积极建
设市级留守儿童之家示范点，使3
万余名留守儿童受益；依法保障
残疾儿童享受同等教育的权利，
实施特殊教育三年提升计划，积
极改善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创建优质教育 促进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