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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恁哥俩在这儿咋
样？工作还顺利不？”近日，新郑
市具茨山管委会党委书记薛智强、
主任郭伟酬，山陈村新派驻第一
书记马龙、支部书记赵超洋和帮
扶责任人李振保一行到正赢石化
的厂房里，看望正在工作的侯龙
升、侯晓龙兄弟两人。

看着眼前精气神儿十足的
小伙，谁也想象不到，在一年前，
哥哥侯龙升还曾因工作不顺、与
同伴闹矛盾大受打击，整年待在
家中不愿外出、不愿与人交流。

“龙升最初是在外地打工
的，晓龙在新郑打工，再加上其
父母也能挣些钱，他们家2016年
底就脱贫了。但是我们扶贫工
作讲究扶上马送一程，我一直都
在关注他们。2019年初，龙升因
为打工受挫，再也不愿意出门，
我是心急如焚，第一时间上门去
做工作，但是他并不愿意与我交
流。”李振保对于发生在侯龙升
身上的变故印象深刻，“我们反
复做工作不成，管委会薛书记就
协调心理老师来给他做了心理
疏导，慢慢的，龙升也就松动了，
会和我们交流两句了。”

祸不单行，2019年底，兄弟
俩的父亲去世了，原第一书记
李广现、帮扶责任人李振保在同
村委一起帮忙照料老人后事的
同时，也时刻关注兄弟俩的思想
动态，开解和鼓励是李振保的坚
持，他相信，好好的壮小伙终会
再次站起来。

终于，看着年迈的母亲，在心
理辅导老师的帮助及李振保的苦
口婆心下，侯龙升重新振作起来，
走出了自困一年的家，更走出了

自己的心结，与弟弟一起前往
李振保联系的正赢石化上班。

而这一次探望则发生在兄
弟俩上班的一个月后。“人还是
需要工作的，感受到自我价值
后，整个人精气神儿都不一样
了。”在实地看过两兄弟的工作
情况后，李振保这样描述兄弟俩
的变化。

得知弟弟侯晓龙对数控非
常有兴趣，薛智强鼓励他多学
习，争取把兴趣变成特长，有自
己的一技之长。“人只要走出来，
肯下功夫，没有什么坎儿过不
去。你看，咱现在扶贫社区有
房，有工作，工资一个月三四千，
回头再学点技术，涨涨工资，再
找个媳妇，比人家还差啥？要自
信点儿。”随着薛智强的勉励，兄
弟二人的身板儿愈发挺直。

据悉，为做好扶贫、扶志工作，
切实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具
茨山管委会五措并举，加大对贫
困群众的“思想”教育、“典型”引
领、“文明”感召、“技能”培训和
“政策”支持，全力扭转部分群众
“等、靠、要”思想和因贫自卑等不
良情绪，补足精神之钙。

“造成贫困的不只是收入低
下、物质匮乏、生活环境恶劣等
客观原因，也涉及心理层面的主
观因素。扶贫先扶志，消除心理
差距，促进内因变化，是扶贫工
作的核心所在。”薛智强总结道，
“下一步，我们会在五举措的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扶贫扶志体
系，做好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
有机结合，让具茨山真正意义上
从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颖

新郑市财政局在深入企业
走访调研时发现，一方面，反映
流动资金紧张、贷款需求无法
满足等问题的企业颇多；另一
方面，银行有钱却不知道该贷
给谁。该局遂联系市金融办、
科工信局、社保局、人社局、环
保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组织了这
次银企面对面现场交流活动。

乍暖还寒，已是绿色满园的
红枣小镇里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向前
来咨询的企业详细介绍了疫期
贷款的优惠政策、贷款额度和利
率等，展示了各种“抗疫贷”“复
工工资贷”“复工增产贷”等为企
业量身打造的金融产品。

现场咨询后，政银企三方

就“推动复工复产 破解融资困
难”等问题召开了专题座谈
会。会上，润弘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和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反映了当前企业面临的融资
问题，需要政府职能部门依据
相关政策，协调贴息补助。小
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反映了在
贷款规模、审批效率、抵押担
保、信用债发行、股权质押等方
面存在的困难。

人民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
责人回应了企业诉求，表示将
继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大
对企业资金扶持力度，简化审
批流程，改善金融服务，构建长
期稳定的银企关系，为企业发

展注入“金融活水”。
科工信局、人社局、社保局

和环保局就“稳抓稳产达产”、
用工保障、“免减缓补”各类保
险、稳岗和应急补贴、“你问我
答”二维码等问题做出了详细
的阐述和说明，为全市经济的
稳定发展献计献策。

在现场，新郑市财政局局长
李炎宏接受采访时表示，将进一
步加大协调服务力度，一如既往
地为银企合作牵线搭桥。希望
企业提振信心，开足马力复工达
产；金融机构为企业精准立项，
靶点服务，扩大业务覆盖面，切
实推动政银企三方在合作中共
同发展、实现共赢，促进新郑市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新郑市财政局搭建银企沟通桥梁

现场成交贷款额度10.05亿元

扶贫先“扶志”
新郑市具茨山管委会扶贫工作很用心

本报讯“像今天这样，企业和银行面对面交流还是第一次。感谢政府给我们搭
建桥梁。”3月27日，新郑市薛店镇好想你红枣小镇，在新郑市银企面对面交流活动现
场，一位企业负责人激动地说。为推动“三送一强”活动深入开展，新郑市财政局组织
召开了“银企面对面 携手谋发展”现场交流会，来自该市16家金融机构和190多家
企业参加了本次活动。当场达成协议贷款额度10.78亿元，签约成交贷款额度
10.05亿元，其中农商行签约放款额度6.05亿元，签约意向企业36家；中原、邮储银
行等签约贷款共计4亿元。 记者 杨宜锦/文 通讯员 王建伟/图

本报讯 4月 1日下午，郑州
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马斐颖带
领办公室、发展部相关负责人一
行到新郑市调研“巧媳妇”基地复
工复产情况暨走访慰问活动。新
郑市委副书记曹东锋陪同调研。

马斐颖一行首先来到郑州市
“巧媳妇”基地——郑州利鑫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听取了基地负责人
刘笛关于复工情况的汇报，对刘笛
在疫情期间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
极捐资捐物的行为表示赞许，并详
细询问企业发展需求、存在问题
等，表示妇联会积极协调有关部门
为企业发展提供帮助，做好服务工
作，利用巾帼“创业贷”等优惠政策
和“春风送岗位”等招聘活动支持

“巧媳妇”基地发展。
在新郑市鹤福制衣厂，马斐颖

深入公司疫情防控监测点、生产
车间，实地了解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和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详细询
问了企业服装生产种类及销售情
况，并与正在劳作的“巧媳妇”亲
切交谈，询问她们的家庭、收入、
生产生活等情况。同时鼓励其基
地负责人要大胆创新，将基地做
大做强，带动周边更多妇女姐妹
就业。

最后，马斐颖一行来到新郑
市公立人民医院，与医护人员代表
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她们目前的工
作情况，认真倾听她们的抗疫故
事，观看了《“临时妈妈”让爱不留

空白》微视频。马斐颖向全体医护
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医院576
名女性工作者不畏艰难，舍小家、
顾大家，履职尽责，与时间赛跑，与
病毒较量，用柔弱的身躯撑起疫情
防控的“半边天”表示感谢，特别是
对于“临时妈妈”爱心团连续13天
24小时无缝隙轮流悉心照顾 5岁
新冠肺炎确诊小姑娘，使其痊愈出
院，对“临时妈妈”的辛勤付出给予
了高度赞扬。

调研的同时，为3个单位送去
米油奶、花茶、口罩、消毒液等暖
心包及课程学习卡，送上了“娘家
人”的关怀。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张慧芸 文/图

郑州市妇联到新郑市
调研“巧媳妇”基地复工复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