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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安委会
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

本报讯 7月13日，新郑市安
委会组织召开的对照杜邦安全管
理找差距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培训班正式开班。

新郑市各乡镇办（管委会）、
市直各行业部门安全办（安全科）
全体人员、各行政村（社区）安全
协管员、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及安
全管理人员共计 1200余人参加
了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国家级安全
文化专家、河南省安全生产专家、
河南理工大学教授申霞博士为大
家授课培训。申霞老师以学习杜
邦公司先进安全管理经验为主
题，运用大量社会上发生的安全
生产事故实例，就安全文化建设、
行为安全管理、工艺安全管理、设
备安全管理建设等内容进行了详
细的讲解培训。

参加培训的学员坚持学习与
思考相结合，认真听讲，并详细做
好学习记录。大家纷纷表示，安
全生产工作任重道远、责任重
大。通过这次学习杜邦安全管理
找差距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安全
管理技能，回到工作岗位后要切
实把学习的成果落实到工作中
去，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
保新郑市安全形势稳定。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新郑市城市管理局
为创卫工作
增添一份清凉与洁净

本报讯 炎炎烈日下，新郑市
城管局执法队员和环卫工作者头
顶炎热酷暑，肩负创卫责任，充分
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以高度
的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守在街
头巷尾管理岗位，努力奋战于市
容环境管理的第一线。

自创卫工作开展以来，高温
逐渐来袭，市城管局全体人员放
弃节假日、双休日，实行“朝六晚
十二”的工作模式，奋战扎根在路
面管理一线，定人定岗，徒步巡
查，取缔流动摊点、劝导店外经
营、整治户外广告、清理乱张贴乱
悬挂，规范停车秩序等。

在似火骄阳的炙烤下，环卫工
人身上的工作服被汗水浸透，白迹
斑斑，却依旧“头顶烈日脚踩火炉”
坚守工作岗位，清扫着城市每一条
街道，每一个角落，清运每一方垃
圾。大型的环卫车辆也不甘落后，
齐齐上阵，不停地作业着，为创卫
工作增添一份清凉与洁净。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新郑市双迎攻坚办组织部分单位负责人赴舞钢市考察学习

借鉴好理念 好做法 好作风
创新思路举措 强化责任担当

本报讯 7月 15日，根据市
主要领导安排部署，新郑市双迎
攻坚办组织市纪委监察委、城管
执法局、卫计委、食药监局、市场
发展中心、公安局、民政局等单
位主要负责人到平顶山舞钢市
进行考察学习国家卫生城市创
建复审工作先进做法，舞钢市爱

卫办、城管执法局、卫计委、食药
监局、市场发展中心等单位主要
负责人陪同新郑市考察组。

新郑市考察组一行先后对
舞钢市出入市口、早餐店、步行
街、农贸市场、交通秩序、医院、
“三小门店”等处进行现场学习
观摩，舞钢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在

考察过程中详细向考察组成员
介绍了工作经验。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学习、
一路思考。新郑市爱卫办主任
赵建军代表考察组表示，通过这
次考察学习，开阔了眼界、看到
了差距、明确了努力方向，坚定
了信心，增强了创建复审工作的

压力感和紧迫感。下一步，将以
这次考察学习为契机，认真借鉴
舞钢市的好理念、好做法、好作
风，创新思路举措、强化责任担
当，奋起直追，抓好环境整治，提
升城市品位。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唐春

本报讯 近日，新郑市某电
缆厂因经营不善被法院查封拍
卖。由于企业前期未采取有效
安置措施，致使 47名职工的工
资、经济补偿金、失业金、社保等
待遇得不到落实。

职工到新郑市仲裁院反映
相关情况后，仲裁院高度重视、

积极行动，立即与经办法官取得
联系，要求切实保证职工的合法
权益。经仲裁院、法院、企业、职
工等四方反复沟通，多次磋商，
最终达成了由仲裁院为职工置
换调解文书，法院按照调解文书
从拍卖款中优先支付职工安置
待遇的解决办法。随后，新郑市

仲裁院马上抽调专人加班加点
为职工置换调解书。由于此次
活动措施得力、行动迅速，使一
场迫在眉睫、一触即发的群体性
信访案件得到及时化解。同时，
职工们也对仲裁院一心为民、及
时高效的工作作风纷纷点赞。

近年来，新郑市仲裁院还先

后参与了新达化工、韩春化工、
饮食服务公司、农机服务公司、
中兴轮胎有限公司等破产企业
的职工安置工作，有力地维护了
社会和谐稳定，树立了良好的仲
裁形象。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刘军伟

本报讯 生旦净末丑，手
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
一个个扮相俊美的孩子粉墨
登台。7月 18日晚，2018年
新郑市戏曲进校园，学生戏
曲决赛在炎黄广场举行。

此次比赛由中共新郑市
委宣传部、新郑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新郑市教育体
育局主办，新郑市文化馆、新
郑市豫剧文化演艺中心承
办。据了解，今年以来，新郑
市戏曲进乡村、欢乐进万家
活动在火遍城乡的同时，戏
曲进校园活动也如火如荼，
62场、120多课时的戏曲讲
座、展演展评，让校园文化生
活更丰富多彩，戏曲艺术得
以传承和弘扬。

今年 9岁的乔静对传统
文化很感兴趣，从去年开
始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

古典戏曲的美潜移默化地
影响了她，她喜爱欣赏自
己的眼神和姿态，妈妈于
洋说：“孩子唱得很好，作为
家长很高兴。”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
新华路办事处外国语小学的
张艺飞获得了本次大赛的擂
主。学生戏曲大赛是戏曲传
承“加油站”，比赛通过挖掘
优秀戏曲学生及其学校的
引领示范作用，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因深植更多
学生的心中。只有让孩子
们切身感受到中华戏曲唱
词、唱腔、服饰、化妆、故事
等各方面的精妙之处，孩子
们才会慢慢懂得欣赏戏曲，
从而看懂戏曲，再传承弘扬
戏曲文化。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春霞 文/图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
郑市“戏曲进乡村，欢乐进万
家”活动持续开展，城乡社区
的老百姓越发忙乐了，看戏
得劲儿，纷纷点赞！

近日，“戏曲进乡村 欢
乐进万家”活动走进郭店镇
小司村。一个个贴近基层、
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剧目，
让乡亲们心里乐开了花。一
台精彩的戏曲演出，少不了
幕后人员的辛苦付出。市豫
剧文化演艺中心舞美队长杨
志强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临
近演出，他还在整理道具。
演员罗中强可谓是戏迷们的
老朋友了，虽说多次参与戏

曲进乡村演出，可每次的心
情都不一样。

在舞台的后侧，演员贾
申红正认真地化妆。别看舞
台虽小，为了演出效果，演员
都穿着厚厚的戏服，就连扮
演的每一个戏曲角色的妆容
也认真对待。在演职人员
中，年纪最小的是 90后的青
年演员苏焕焕，年纪虽小，但
也算是老演员了。

市豫剧文化演艺中心
的这些戏曲文艺轻骑兵还
将走进其他乡镇、社区，致
力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在家
门口快乐看戏。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新郑市仲裁院开辟绿色通道助职工依法维权

■戏曲进校园 传承在身边 ■戏曲进乡村 欢乐进万家

新郑市举行戏曲进校园学生戏曲决赛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深植更多学生的心中

走进郭店镇小司村

让父老乡亲
在家门口快乐看戏

本报讯 近日，“戏曲进
乡村 欢乐进万家”活动走进
孟庄镇。

当天晚上，新郑市豫剧
文化演艺中心的演员们为大
家带来的是豫剧代表剧目《三
哭殿》。演员们唱腔优美，吐字
圆润，声情并茂的演出，吸引了
众多群众前来观看。听着现场
群众的阵阵喝彩，正在后台化
妆、准备道具的演员们更是一

脸的自豪。记者注意到，尽管
化妆的地方简陋，还要穿着
厚厚的戏服，化着浓重的彩
妆。可一上场，这些演员们
总是铆足了劲，他们说，要
把最好的表演献给所有的
观众。两个多小时的精彩
演出，让现场的观众过足了
戏瘾。
新郑时 李显文
通讯员 王丹

走进孟庄镇

让群众过足戏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