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城 /老城区

2011年 11月 21日 星期一

06

编辑 /徐舒帆 TEL：0392-2189936� E-mail:tiderain@126.com

淇河晨报

为充实校园小记者、小主持人队伍，丰富校园电视节目内容，提高节目质量， 1 1 月 1 8 日下午，山城区第五小学举行了第六届小记者、小主

持人比赛。 图为小选手们在比赛中。 晨报记者 陈志付 摄 （线索提供：郑云鹤）

山城区第五小学举行

第六届小记者小主持人比赛

高墙内举办就业推介会

晨报讯（记者 郭坤）11 月 20 日，记者从

山城区人民检察院获悉， 鹤壁市监狱的高墙

内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就业推进会， 这次与企

业面对面应聘的都是即将刑满释放的服刑人

员。

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预防减少再犯罪，

山城区人民检察院与鹤壁市监狱联合举办了

首届服刑人员就业推介会，鹤壁人寿保险、阳

光保险、华韵集团、裕隆百货等 10 余家企业

参加，接纳即将刑满释放人员为企业员工。

本次就业推介会服刑人员和用人单位共

达成就业意向 65 人次。 “检察干警和监狱

管教平日对我苦口婆心地教育、 规劝， 我已

经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 可我对将来的生

活顾虑重重， 一想到出狱后就要处处遭人白

眼， 就业更别提有多难， 哪个单位愿意接受

我这样有污点的人啊？” 就业推介会上， 达

成就业意向的张某激动地对记者说： “这次

推介会帮我找到了工作岗位， 我发自肺腑地

感谢党， 感谢检察院和监狱。 我一定珍惜这

个就业机会， 清清白白做人， 规规矩矩做

事。 我要对跟我一同服刑的人员说， 党和政

府没有遗忘我们， 自新和回家的大门是敞开

的， 只要我们有决心改正， 党和政府就会为

我们就业创造条件。”

据了解，近年来，山城区人民检察院不断

加大力度，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参与和深入推

进社会管理创新。 与鹤壁市监狱联合举办的

本次就业推介会， 是该院实施社会管理创新

的又一举措。

服刑人员是需要特殊关心和帮助的群

体，做好对这部分社会成员的管理和服务，是

社会管理工作要加强和提升的一个重点，关

系社会的安宁和谐，意义重大。

本次就业推介会架设了即将刑满释放人

员与用人单位之间沟通的桥梁， 为解决刑释

人员的就业问题开辟了一条快捷的绿色通

道，有效促进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

得到及时安置，迅速就业，使其更好地融入社

会，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和劳动者，成为

社会有用之人，更加有力促进监狱的稳定，大

大提高改造效果。 （线索提供：王志刚）

非羁押诉讼

挽救失足青年

晨报讯（记者 郭坤）11 月 18 日

下午， 山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静

和赵颖杰来到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小

伟（化名）的家，见到小伟及其父母后，

详细了解了小伟的近况， 叮嘱他遵守

法律法规。小伟告诉检察官，他现在已

经就业，每月有千元收入，还在学习修

车技术。 小伟的父亲激动地说：“是你

们挽救了我的孩子！ 我们感谢检察

官！ ”

2010 年，小伟曾因“哥们儿义气”

涉嫌故意伤害。在此案审查逮捕环节,

检察官了解到他平时表现较好， 且系

初犯、偶犯,当时刚满 18 周岁，便按照

非羁押诉讼规定， 作出不批准逮捕决

定，帮助小伟回归社会。

近年来， 山城区人民检察院不断

转变执法理念， 对轻微刑事案件推行

非羁押诉讼。该机制对改造罪犯、化解

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

（线索提供：徐静 赵颖杰 王志刚）

山城区启动

青少年家乡文化

大寻访活动

晨报讯（记者 郭坤）为了促进青

少年对家乡的热爱， 增强青少年建设

家乡的信念，11 月 15 日，共青团山城

区委、 山城区教育局共同启动了山城

区青少年家乡文化大寻访活动。

据介绍， 此次青少年家乡文化大

寻访活动以“弘扬中原大文化，增辉中

原经济区”为主题，通过组织广大青少

年开展家乡文化大寻访活动， 实现山

城文化在青少年中传播， 激发青少年

了解山城、 热爱山城、 建设山城的热

情。

该活动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9 月， 活动分文化大寻访、整

理创作、 宣传展示、 评比表彰四个步

骤。由基层团组织通过团队活动、由师

生共同参加家乡文化小社团对家乡文

化进行研究、 命名青少年家乡文化教

育基地等形式， 以“我眼中的家乡文

化”、“为发展家乡文化进一言”等为主

题，用文章、摄影、绘画等表现手法，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寻访系列活动。

“法官帮我讨回了医疗费”

山城区人民法院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晨报讯（记者 郭坤）“非常感谢执行法

官帮我讨回了工伤医疗费！ 没有你们， 我就

拿不到自己讨要多年的费用！” 因工伤致残

的王某拿到 16271 元工伤医疗费后， 紧紧握

住执行法官的双手， 难以掩饰内心的感激之

情……11 月 19 日， 记者在山城区采访时，

看见这样一幕。

山城区市民王某原在我市一家食品厂工

作。 1988 年 6 月， 他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

故， 导致其右腿以下截肢。 后经劳动部门鉴

定，王某为四级伤残。

1995 年，王某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未与该

厂终止劳动关系及工伤保险关系。

1998 年，该食品广改制时，将本单位工伤

人员的医疗费从资产中扣除， 作为给工伤人

员医疗费的专项基金。

此后， 王某就安装假肢的费用问题多次

找单位协商未果， 他便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

仲裁。

随后， 王某不服劳动仲裁部门的裁决，

便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被告某食品厂

支付王某工伤医疗费、 假肢费等计 232240.63

元。 该食品厂不服， 提起上诉， 二审判决其

支付王某医疗费 3512.50 元及 25%的赔偿金

878.13 元， 每 3 年按国内中档普及型标准及

时为王某更换适型假肢， 并为王某报销其他

相关合理费用。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 山城区人民法院执

行法官考虑到申请人王某身体残疾、 行动不

便， 便采取电话联系、 上门送达的人性化执

行方式， 避免了申请人的往返奔波。

同时， 执行法官还了解到由于经营不

善、 长期亏损， 某食品厂已经 1 年未向劳动

部门交纳职工工伤保险了。 于是多次找该食

品厂的法人代表做工作， 向其解释王某虽已

退休， 但并未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 单位应

对其每 3 年更换的安装假肢费用予以报销，

还讲明了拒不履行生效裁判可能承担的法律

后果。

为了促使该食品厂尽快履行义务， 执行

人员将其法人代表带到王某家中， 让他了解

王某的生活现状， 让双方换位思考， 本着互

谅、互让的精神，执行和解。

最终，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在执行

法官的督促下， 某食品厂向劳动部门补交了

职工的工伤保险， 并一次性支付王某工伤医

疗费等费用共计 16271元，同时承诺将按工伤

报销的有关规定， 及时报销王某更换假肢的

费用，通过执行法官的不懈努力和积极协调，

该案顺利执结。 （线索提供：谷朝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