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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民生工程回顾

让大爱插上腾飞的翅膀

我市地处太行山向华北

平原的过渡地带， 辖两县三

区、24个乡镇、879 个行政村，

总人口 144.46 万人， 总面积

2182 平方公里， 多年平均降

水量较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较少。由于受地理和气候条件

影响， 我市水资源十分短缺，

农村饮水问题十分突出。解决

农村饮水安全是一项造福于

民的民心工程，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

在 2009年解决 8 万农村人口

饮水安全问题的基础上，今年

我市继续把解决农村居民饮

水安全问题作为 2010 年的民

生工程之一。 目前在市委、市

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经市、县

水利部门的共同努力，农村安

全饮水“村村通”工程建设已

经完成。

12 月 20 日，在淇县朝歌

镇西街村，村民王亮高兴地告

诉记者，造福于民的农村安全

饮水“村村通”工程彻底解决

了他们的饮水问题，村民们终

于吃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了，

以后再也不用为自来水的问

题烦心了。 2010 年农村安全

饮水“村村通”工程的受益对

象包括浚县、淇县、鹤山区、淇

滨区的 4个乡镇 36 个行政村

的 5.3 万农村居民和 0.35 万

农村在校师生。

记者从市水利局了解到，

截至目前，浚县、淇县、淇滨区

全部村庄和农村学校管网安

装和入户已经完成。

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

农村饮水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并明确要求该领导小组切实

抓好、抓实该项工作。 市政府

还成立农村饮水安全督导组，

全面落实该项工作。 2010 年

我市的农村安全饮水共建工

程 10处，其中集中水厂两处，

联村供水工程 1处，单村供水

工程 1处， 管网延伸 6 处，新

打机井 5眼。在工程建设过程

中，各县（区）按照市里相关规

定，均要求实施村派人参与工

程建设，让管理人员学会操作

和维修， 确保了工程在建前、

建中、建后都有人管理。

残疾人属于弱势群体，帮扶弱势群

体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市已经连续两

年把助残项目列入民生工程。 2010 年，

我市又把“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和

为老年听力障碍患者免费发放助听器”

列入市委、 市政府公开承诺的民生工

程，诚心诚意为残疾人办好事、办实事、

解难题。

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我市目前约

有 10万残疾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 7%，

其中近 3 万人亟待康复，半数残疾人没

有固定收入。 在全市贫困人口中，残疾

人占了近 50%。

听力障碍者

听到了爱的呼唤

12 月 25 日， 在淇县黄洞乡东掌村

的一个小院子里，63 岁的王春安乐呵呵

地和记者聊着天。“想起以前因为听力

不好而每天沉默不语的日子，仿佛做了

一个噩梦。 现在好了，有了这个助听器，

交流障碍小了， 我也乐意和别人交流

了，多年的老邻居说我的性格一下子开

朗了很多。 ”王春安摸着自己的助听器，

喜欢得不得了。 王春安是 2010 年 2206

名免费接受政府发放助听器的贫困老

年听力障碍者之一。

我市于今年 2月 1日启动了“爱播

鹤城·助听行动”， 为了搞好这项工作，

市残工委成立了“爱播鹤城·助听行动”

领导小组，印发了 2000 份鹤壁市“爱播

鹤城·助听行动” 贫困老年听力障碍者

普查登记公告，在各社区、街道及乡村

张贴，并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让 60

岁以上的贫困老年听力障碍者人人皆

知，确保真正需要且家庭贫困的老年听

力障碍者都能得到救助。

3 月 29 日至 4 月 16 日， 市残联邀

请省辅助器具中心的 6 名专家组成了

筛查组，为我市普查登记的 3000多名贫

困听力障碍者进行了听力检测，最后确

定符合装配条件的听力障碍者 2206名。

随后，省专家利用 20天时间为所有符合

装配条件的听力障碍者调试了助听器。

5 月 14 日，我市在新区新世纪广场

举行了第二十个全国助残日“民生工

程”助听器发放仪式，现场为 50 名贫困

老年听力障碍者免费装配了助听器。 随

后，各县区迅速组织开展助听器发放工

作，其中，浚县发放助听器 765 个，淇县

发放 300个，淇滨区发放 641个，山城区

发放 300个，鹤山区发放 150个。

截至 2010 年 6 月底， 我市共为

2206 名贫困老年听力障碍者免费发放

了助听器。

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主体工程通过验收

2010 年 5 月 8 日上午 11 时， 在一

阵鞭炮声中，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

体框架封顶，比计划提前了 40天。

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位于新区九

州路与衡山路交叉口，占地约 12.08 亩，

主体工程造价 586.6万元，供需投入 800

万元。 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内设聋儿

语训中心，残疾人就业及培训服务中心，

残疾人辅助器具供应服务中心暨残疾人

假肢、矫形器制作装配站，残疾人伤残康

复中心等 4个机构，建成后将为 10 万名

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就业服务、职业培

训、聋儿语训、法律援助、用品用具供应

与假肢装配、盲人按摩指导与行业管理、

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等服务。

12 月 24 日， 记者在市残疾人协会

了解到，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体工

程已经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通过验收，

目前正在对室内墙体进行粉刷。“我们

已经开始安装各种室内设施，预计明年

就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市残疾人协会

办公室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6

� 残疾人同样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温暖

“在村里的农资农家服务

店购买化肥等农资，我非常放

心，还很省心，只要打一个电

话人家就送货上门，售后服务

也非常好！”日前，记者在淇县

北阳镇良相村采访时，该村村

民宋大亮对村里的农资农家

服务店赞不绝口。

“以前每次买农资的时

候， 总是有点儿提心吊胆的，

担心买到假冒伪劣农资，村里

有了农资农家服务店后，我们

再也不用为这个问题担心

了。”跟很多村民一样，宋大亮

以前购买农资时最担心的就

是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因为一

旦买到假冒伪劣农资，给农民

带来的损失非常大。随着我市

100 家农资农家服务店全面

挂牌营业，让农民们颇为头疼

的农资问题终于解决了。

为了方便我市农民购买

农资，杜绝假冒伪劣农资流入

市场，2010 年，市委、市政府

决定投资 500 万元， 把建成

100 家农资农家服务店的便

民服务工程作为民生工程之

一。

农资农家服务店是以销

售农业生产资料为主的营销

网点。服务店建在农民的家门

口， 农民只需打一个电话，就

会有工作人员把农资送到田

间地头。由于农资农家店销售

的商品大部分是通过市、县农

资配送中心配送的，而农资配

送中心是集中购进正规厂家

生产的优质农资产品，产品质

量有保证， 加上批量进货，价

格也相对较低。

按照市委、 市政府 2010

年对民生工程的安排，市供销

社负责承建 100 家农资农家

服务店，其中浚县 50 个，淇县

30个，市区 20个。

据介绍，这 100 家农资农

家服务店按照“政府支持、市

场运作、统一配送、规范管理”

的原则，通过改造、新建等方

法，在全市各乡镇行政村建立

农资农家服务店，并通过农资

配送中心配送农资产品，连锁

经营，确保农资质量，满足全

市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市供销社还对 100 家农

资农家服务店的管理人员进

行了统一培训，对农资农家服

务店的服务进行了规范和

完善，统一标识、统一配送、

统一服务，逐步提高服务店的

服务水平。

为了把 100 个农资农家

服务店办成农民的便民店、放

心店，确保该工程的进度，市

供销社采取农民自筹、部门

垫资等措施确保建设资金，

共自筹、垫资 450 万元（市、县

两级供销社筹资 5 0 万元、商

户筹资 4 0 0 万元）用于项目建

设。

据记者了解，市供销社负

责建设的全市 100 家农资农

家服务店已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前全面挂牌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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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吃上放心水了

农民买农资更方便了

▲淇县 6 2 岁的杨俊英（右一）正在家中和邻居聊天，她是众多收到免费助听器的老年人之一。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这几年，我们的生活变化可大了，

村里通上了水泥路， 我们出门方便多

了，就连吃的水也干净了。 ”12月 21日，

提起村里的变化，淇滨区上峪乡鹿厂村

的程亮亮喜笑颜开，他告诉记者，市政

府的扶贫开发工程解决了他们最关心、

最切身的问题。

2010 年年初，市委、市政府把扶贫

开发整村推进和脱贫目标列入向全市

人民公开承诺的鹤壁市 2010 年民生工

程。 淇滨区上峪乡鹿厂村是我市 2010

年根据《河南省扶贫办、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 2010 年度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建设

任务及编制项目和资金使用计划的通

知》 在全市 71 个未实施扶贫开发整村

推进村中选定的 22 个村之一。 除鹿厂

村外，2010 年其他实施扶贫开发整村推

进的还有浚县王庄镇孙石井村、南井固

中村，新镇镇赵摆村，善堂镇西王楼村，

屯子镇大黄庄村，小河镇马庄村；淇县

黄洞乡温坡村、石老公村、东掌村、西掌

村，庙口镇老庄村；淇滨区上峪乡柏尖

山村、柴家坡村，大河涧乡河口村、小河

涧村、杨寨沟村；鹤山区姬家山乡娄家

沟村、崔村沟村，鹤壁集镇王闾寨村；山

城区石林镇淇洪村、柳涧村。 22 个村共

涉及 48 个自然村 113 个村民小组 5654

个农户，其中农业人口 21455人，贫困户

2931户，贫困人口 10223人。

记者从市扶贫办了解到，我市实施

贫困村整体推进扶贫开发工程共安排

财政扶贫项目 25个，总投资 706万元。

在实施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的同时，

我市还大力开展贫困劳动力转移培训

工作。 按照《省级“雨露计划”培训基地

认定实施方案》确定的原则、标准和程

序，我市 2010年扶贫开发劳动力转移培

训任务 3327 人，资金 142 万元，其中职

业技能培训 1827 人， 引导性培训 1500

人，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目前，我市 2010

年度省级“雨露计划”培训基地 1 个，县

级“雨露计划”培训基地共 4个。 各级扶

贫部门和各培训机构结合我市各县区

实际，抽调骨干教师，深入贫困村集中

的地方，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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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地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上接 1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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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镇郑沟村村民刘

秀兰正在用自来水洗衣服。

鹤壁日报记者 李国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