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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10 年民生工程回顾

让大爱插上腾飞的翅膀

建

房、 修

路、 就业、 助残、

扶贫……一件件

和老百姓息息相

关的民生工程在

2 0 1 0 年的鹤城大

地上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 岁末已

至， 让我们把今

年年初市委、 市

政府确定的投资

总额超过 1 2 亿元

的 7 项民生工程一

一梳理。

1

保障性安居工程

4

� 道路修到家门口

从此踏上致富路

让居者有其屋

▲淇滨区廉租房项目黄山小区目前已顺利完工，基本达到入住条件。 该小区位于淇滨区嵩山路以东、衡山路以西、湘江路以南、漓江路以北。 总投资 6 0 0 0 余万

元，占地 5 7 亩，建筑总面积 4 4 8 0 0 平方米，共 9 1 0 套住房，每套面积为 4 9 . 7 平方米，可解决 3 0 0 0 余名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3

� 5 4 9 7 名“两后”人员有了一技之长

2

�“能自食其力，腰板都比以前挺得直了”

12 月 24 日早上，正在枫

岭公园晨练的王先斌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 他是第一个达

到入住条件的棚户区改造项

目———山城区长风中路街道

办事处阳光佳苑小区的住

户。

“我们一家在棚户区住

了 50 多年了，房间里常年背

光、潮湿，家具和衣服经常发

霉，早就盼着能搬进新房了。

小区内绿化很好，还有超市、

幼儿园， 以前的老房子跟现

在根本没得比。 ”王先斌笑呵

呵地说。

棚户区居民最担心的就

是“离开棚户区住不起房”，

一项项优惠政策让他们看到

了希望： 城市棚户区改造项

目可以享受市采煤沉陷区、

鹤煤公司棚户区改造工程的

优惠政策及国家新出台的有

关税费减免政策； 棚户区改

造资金坚持上级争取一点、

政府自筹一点、 群众拿出一

点、市场运作一点的“四个一

点”原则；对于确实困难的低

保户， 在建成的特定区域内

予以安置， 按租赁公有住房

交纳廉价的房费。

我市已经连续 5 年把保

障性安居工程列入“十件实

事”和“民生工程”。 在 2009

年投资 1.7 亿元的基础上，继

续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

是年初市委、 市政府对全市

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如今，

一栋栋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和

廉租住房拔地而起，“居者有

其屋” 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

为现实。

目前， 采煤沉陷区综合

治理、 鹤煤棚户区改造基本

完成，24750 户近 8 万群众受

益， 拆迁面积达 80 万平方

米。 惠及 3.3 万户 15 万人的

地方城市棚户区改造正在紧

张进行中。

日前， 记者在山城区鹿楼乡大胡

村采访时看到，今年 24 岁的秦丽正在

自己的服装店里忙碌着。“参加了创业

和实用技能培训后， 我用自己学到的

技术办起了这家店，生意还不错，能自

食其力， 觉得腰板都比以前挺得直

了。 ”秦丽说。

创业就业是广大妇女参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有效途径， 做好妇女创业就

业工作，保障妇女享有就业权，怎样让

城乡妇女通过创业和实用技能培训掌

握一技之长， 实现强本领富口袋的梦

想， 一直是我市民生工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

2010 年年初，市委、市政府下发

了《中共鹤壁市委、鹤壁市人民政府关

于 2010 年继续实施民生工程的意

见》，决定投资 150 万元，对 1 万名城

乡妇女实施创业和实用技能培训，把

城乡妇女创业和实用技能培训工作纳

入市委、 市政府 2010 年民生工程之

中。

按照市委、 市政府领导的统一部

署， 市委成立了市委副书记李连庆任

组长，妇联负责人任副组长，劳动、财

政、农业等部门领导任成员的“鹤壁市

城乡妇女创业和实用技能培训工程”

联席会议协调小组，分解培训任务，明

确工作职责。

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 在不到 1

年的时间内，市妇联组织了 9672 名妇

女参加了美容美发、烹饪、电动缝纫、

电子机械、畜牧养殖、食用菌种植、高

产栽培等各类实用技能培训班， 培训

合格率达 90%以上， 培训后就业率达

80%以上；1069 名妇女参加了创业培

训，创业成功率达 50%以上，超额完成

了万名城乡妇女创业和实用技能培训

任务。

“我是第一批“两后”人员职业技

能培训班的学员，通过这次培训，我掌

握了家用电器维修技术， 现在在深圳

华为集团下属的一家电子公司找到了

工作，月收入 3000 多元，是‘两后’培

训让我有了就业出路， 这项民生工程

很贴心。 ”12 月 24 日，记者连线了在

深圳已经找到工作的张羽阳。 他是今

年 4月 29日山城区第一批“两后培训

人员”。

就业是民生之本。为了让初中、高

中毕业后未就业人员都能拥有一技之

长，市委、市政府在 2010 年把初中、高

中毕业后未就业人员（简称“两后”）职

业教育工程列为民生工程之一， 采取

劳动、教育、财政等部门联动的办法，

对“两后”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市教育局督促初中、 高中学校与

定点培训机构共同完成了初中、 高中

毕业后未升学人员登记；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根据“两后”人员培训意

向，组织定点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工作，

还与市财政部门联合对“两后”人员培

训班的开班进行审批、过程监督、结业

考核，确保“两后”人员培训突出操作

技能训练。

“听说我市对初高中毕业后没升

学的学生办了免费培训班， 我就报了

名，希望能学到一技之长，将来也好就

业。上午学习理论知识，下午进行理论

实践，为期 35天的‘两后’人员培训我

觉得很充实，‘两后’ 培训对我今后找

工作很有好处。”淇县五中中考后未升

学的李文平对记者说。

12 月 24 日， 记者从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4 月下旬，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市财

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鹤壁市

2010 年“初、高中毕业后未升学人员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

知》，指导各县区积极开展培训工作。4

月 29日，我市第一批“两后”人员职业

技能培训班在山城区开班。 各县区积

极启动，培训工作陆续展开。截至 8月

18 日，全市“两后”人员培训工作已全

部结束，共培训 5497人。其中，浚县培

训 1195 人，淇县培训 1733 人，淇滨区

培训 798 人， 山城区培训 1441 人，鹤

山区培训 330人。

“目前，全市的‘两后’培训班开设

的专业主要有电工电子技术、 计算机

维修、 家用电器维修等。 经过培训的

‘两后’ 人员对企业来说是储备式人

才， 我们也将在学生结业后督促培训

学校加强与企业的对接，帮助‘两后’

人员实现就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负责人介绍说。

“现在我们农村的水泥路也

通到了家门口，以前路不好，一下

雨全都是泥，种的菜自己吃不完，

都白白地烂在了地里，一条土路

成了阻碍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

现在好了，村里不仅铺了水泥路，

还修建了排水设施，下雨天也不

再是一走一脚泥了。 ”12 月 25

日，淇县桥盟乡后张近村一位赵

姓村民对记者说。

记者从市交通局农村公路管

理处了解到， 截至 2010 年 12 月

底，全市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资

18425 万元， 完成计划目标的

123.5%。其中，乡道实际完成投资

12785 万元，实际完成 112 公里，

村道实际完成 70公里，危桥改造

完成投资 4119万元，完工 3座。

“全市 5 年累计投资 6.54 亿

元， 建设农村公路 1958 公里，改

造大中桥梁 35座，在全省率先实

现村村通公路，所有乡镇都拥有

一个二级以上公路出口，所有行

政村都通了水泥（柏油）路，形成

了以国道、省道为骨架，县、乡、村

道为支脉的交通网络。 目前，全

市农村公路里程已达 3898.5 公

里， 公路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

179 公里，居全省前列。 今年，以

实现‘乡乡联、县县畅’为目标，完

成投资 1.98 亿元，建设农村公路

373 公里，新建、改建桥梁 20 余

座，逐步改造危桥，解决有路无

桥、宽路窄桥问题，约 50 万名农

民群众得到实惠，极大地改善了

农民群众出行条件。 ”市交通局

农村公路管理处的一位负责人对

记者说。 ( 下转 1 2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