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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
益，有效推动新郑市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的顺利开展，预防春节前夕欠薪案件
骤增，新郑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2017年 10月 23日～2018年 2月 14日在
新郑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农民工工资支
付大检查活动。

此次检查的范围是招用农民工较多
的建筑市政交通、水利和政府投资工程
及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中小型劳动密
集型行业、个体工商户等。检查内容是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农民工
工资支付台账建立情况、遵守郑州市最

低工资标准及依法支付加班费情况、是
否存在涉嫌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违法犯
罪行为等。

采用发放宣传页、现场讲解等多种
有效形式，围绕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
有关政策法规，广泛宣传《劳动法》《劳动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切实增强用人单位
依法用工的意识，提高广大劳动者运用
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确
保农民工能够按时足额拿到工资。

集中开展一次针对辖区内农民工用
工情况的摸底和排查活动，及时发现欠薪
隐患，纠正违法行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结合劳保所排查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到

用工实地对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台
账建立等情况逐一审查，对发现的问题
依法快立、快查、快处、快结，保证春节前
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基本结案，群体性
事件得到妥善处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犯罪案件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大检查期间，监察大队将对发现的
欠薪隐患第一时间排除，对发现的问题企
业严格进行查处，并对农民工工资支付监
管台账制度落实情况、群体性突发事件处
置情况、劳动用工书面材料审查暨诚信
等级评价等工作情况梳理落实，确保新
郑市劳动用工环境的和谐稳定。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高龙飞

供暖首日记者入户体验热源厂煤改气

2017年的暖气 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暖一些

■速览

12319城市管理服务热线
开通 积极服务广大市民

本报讯 随着 12319城市管理服务
热线的开通，凡涉及新郑市城市管理范
围，如市容环境、市政设施、违法建设、渣
土运输等相关事情，广大市民只要拨打
12319进行咨询、建议和投诉，便可很快
得到处理和解决。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运用互联网
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提高社
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市城市管理
局在整合城市管理资源，建设精细化、高
效能、全覆盖的数字城管系统平台的同
时，推出城市管理服务热线 12319、“市
民随手拍”手机APP，接受群众电话、网
络咨询、建议和投诉。

新开通的12319城管服务热线受理
内容为：全市范围内公用设施、交通设
施、市容环境设施、园林绿化设施及其他
部件等方面的举报、投诉等业务。服务
热线设专人24小时接听，接受市民的咨
询、建议、投诉后，会及时将各类问题进
行筛选，符合立案标准的第一时间立案，
并分派至各个相关部门。

为保证案件有效处置，市委、市政
府把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纳入各单位
年度考核，严格监督考核，在城市道路
宣传栏内定期向市民公布各单位对案
件处置情况。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岳浪

新郑社工志愿者
开展校园安全防欺凌讲座

本报讯 继校园安全防欺凌“我们都
一样”系列活动第一场“你是我的伙伴”
之后，新郑市关爱社区困境未成年人社
工服务项目社工近日在新华路小学南校
区五年级 10班开展了第二场活动——
校园安全防欺凌系列活动知识讲座。

社工通过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通
过校园欺凌两个短片简单让同学们了
解校园欺凌现象。同学们在观看视频
的过程中看到自己常见的欺凌现象时，
不时发表看法：“我也被别人起过外号”
“我也是受害者”。社工听到这种声音
后，便对其进行语言上的安抚。之后，
多名学生主动举手分享观后感。社工
对几位学生的发言加以补充后，再以
PPT形式介绍校园欺凌的类型、欺凌者
与被欺凌者类型及校园欺凌造成的影
响与危害，活动在同学们的激烈讨论中
进入尾声。

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对校园欺
凌有了深刻的认识。活动结束后，社
工邀请几位同学作为小演员，为下次
情景小剧场做准备，同学们齐刷刷地
举起手表示愿意协助。经社工与班主
任协商后，挑选了 5位同学，其他未能
参演的同学表示很遗憾，但还是很期待
下次的活动。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席凤华

本报讯 11月 4日，新郑市供热运
行人员均忙碌在各个小区、换热站之
间，为用户开启阀门、调节平衡阀，为今
冬正式供暖做着最后的准备。15日零
时，新郑市城区今冬明春供暖季正式拉
开大幕，暖流将温暖千家万户。11月
15日早上，记者兵分多路进入小区了
解情况。

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府前小区居
民林先生家中，刚一开门，明显感受到
迎面而来的热气。

“我们家住一楼，每年供暖后，暖气
就比较及时，顶楼邻居因为楼层高，热
起来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林先生
说。早上他起床后，一摸暖气片，就感
觉发烫，家里的温度明显升高了。

随后，记者又来到东电花苑居民张
女士家中，一进门便觉得暖意融融，随
手摸了一下暖气片也感到微微烫手。

“俺在这里住了 7年，印象里，这是
第一次供暖温度这么高。”张淑玲说，往
年供暖后，家里的温度基本都是温热。
“今儿是供暖首日，温度就这么高，看样
子，今年能过一个暖冬了。”张淑玲满怀
期待地说。

今年的温度为啥提升了？记者从
新郑市住建局了解到，新郑市今年 3月
启动了热源厂煤改气项目，根据国家环
保政策要求，原作为城市集中供暖热源
的热电厂彻底停用，新郑市计划新建 3
台75t/h燃气锅炉替代原有燃煤锅炉，为
城市集中供暖提供热源。3月份，总投
资约 8300万元的热源厂煤改气项目正
式启动。燃气锅炉于 11月 8日完成了
煮炉，11月 10日燃气锅炉开始联动调
试，11月13日开始对外部管网进行暖管
运行，11月15日按期正式运行。

据工作人员告知，此次改造只是针
对供热热源进行改造，供热范围没有做
调整。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各个热换站
调试，由于市区原有管道老化严重，会
出现小的突发状况，影响整体供暖效
果。预计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稳定下

来。同时为解决每年供热季群众缴费
难的问题，供热公司已与软件公司和部
分银行对接，对新郑市供热用户进行编
码，实现了微信缴费。热力公司以便民
服务大厅为载体，开通24小时应急服务
热线，组建成立应急维修队伍，施行“三
班倒”工作机制，提前做好供热期间的
各项应急预案，确保居民用热舒心、暖
心、顺心。

随后记者又前往庆都首府了解情
况，居民普遍反映暖气片是凉的。正在
值班的换热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庆都
首府管网出现泄漏，热水没有如期通进
小区管网，工作人员正在抢修，估计很
快可以检修好。同时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由于线路管网存在老化现象，工作
人员正在抢修，会出现个别小区暖气不
能及时供应。还有就是在管网末端的
小区也会推迟供热时间。目前热力公
司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外面负责检修，预
计一个星期左右供暖会稳定下来。

供热期间如发现有渗漏现象，请尽
快向新郑市和力热力有限公司联系报
修，联系电话 0371- 62689001、0371-
62699001。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张红超

本报讯 提起窑洞，大多数人脑海中
可能出现了土黄色的“山洞”。可是，新郑
市具茨山管委会苗家沟的窑洞里，一畦畦
蒜黄长势喜人，其中一孔窑洞中的蒜黄已
经可以收割了，闻讯而来的附近农家乐的
老板已数次致电咨询。

原来，“双联双助”活动开展以来，在
多方考察及讨论下，结合村情实况，具茨
山管委会苗家沟脱贫责任组、水务局驻
村工作队、联建机关党支部、企业党支部
和苗家沟村委有了一个重要发现，那就
是该村的窑洞可以重新发挥作用。他们
经过多次研究，几番论证，决定充分挖掘
苗家沟废弃窑洞资源培育发展的脱贫新
路子、致富新产业。

新郑市水务局驻苗家沟工作队长、
第一书记组织驻村工作队员、帮扶干
部、机关党员等 20余人前来帮忙。在联
建企业党支部的全力支持下，该村累计
投资 2万元整理出 4孔窑洞，完善了水、
电基础设施，购置了蒜种、保温设备
等。10月 19日上午，苗家沟窑洞蒜黄开
始种植。

据介绍，第一孔成熟的窑洞大约 60
平方米，种植面积大约50平方米，一茬大
约能收获 1300斤，而近日蒜黄价格有所
下滑，一斤大约 5元，并且可以多茬收
获。这样既利用了废弃窑洞，又为村民
增加了不少收入。

管委会书记薛智强表示，在集体经
济发展中不要束手束脚，要不断提高村
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高速有效地带动
群众致富奔小康。

(具茨山管委会苗家沟村，窑洞种植
的纯天然、无公害蒜黄开始出售了，欢迎
各位朋友前来购买，量大从优，联系人郭
喜林，电话：13598078629)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赵颖 侯清涛 文/图

具茨山苗家沟窑洞种植的纯天然蒜黄开售了！

农民工工资要不到？不怕！
新郑市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帮你维权

历时21天，蒜黄长势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