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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7日下午，新
郑市召开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
作日调度会，重点找问题，压责
任，全面提升整治成效。新郑市
领导石玉、王淑慧、苗瑞光出席
会议。王淑慧主持会议。各乡
镇、街道、管委会行政正职和分
管副职、专项治理指挥部牵头单
位、市卫生监督所、市疾控中心
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建成区市
场监管所所长、复审办全体人员
参加会议。

会上，首先就近两日检查情
况进行反馈，并就存在问题整改
方法进行培训。

新郑市政府党组成员苗瑞光
对近期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点评，要求全市各级
各部门即日起对复审工作来一
次“回头看”，针对检查出的问
题建立台账，按照要求再进行
逐一整改，完成任务的逐一销

号；要求重点区域、重点路段、
重点部位要专人值守，随时应
对突发问题，确保环境及路面
卫生持续良好。

新郑市委副书记石玉说：“复
审攻坚过去了3周时间，全市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复审
工作还存在全民动员不到位、整
改工作不到位、问题解决不到位、
责任压实不到位等问题，各级领
导干部要切实转变观念，强化作
风，压实责任，靠前指挥，标本兼
治；要牢固树立冲刺攻坚的紧迫
感和责任感，坚决克服小进即满
心理，脚踏实地、全力做好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工作。”

就如何开展好新郑市下一
步复审工作，石玉强调：一要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
向，解决突出问题，抓好问题整
改落实。二要治理措施要再加

压，工作短板要再加强，问题整
治要全覆盖。三要进一步加大
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
与创卫复审的积极性，形成人人
参与、全民创卫的浓厚氛围。四
要进一步提高工作标准，政府主
导，统筹推进，彻底解决存在问
题。五要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
实责任，解决问题要横到底、纵
到边，整改问题要无缝隙、无盲
区、全覆盖。

新郑市副市长王淑慧主持
会议并提出，全市各单位要充
分认识做好复审工作的重要
性、紧迫性，强化问题整改，全
力以赴、全情投入抓好各项工
作落实。部门之间要发扬团队
精神，密切配合，合力攻坚。各
单位要迅速建立一支应急队伍，
处理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问题，
确保新郑市顺利通过卫生城市
复审。记者 杨宜锦 本报讯 为推动新郑市社

会组织党组织和党的工作有
效覆盖，促进全市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再上新台阶，10月 13
日，由新郑市民政局组织召开
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观摩推
进会在新郑市非公有制企业
（好想你）党建学院党建馆召
开。新郑市仁爱助学协会、郑
州剑桥中学等 10余家社会组
织党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召开前，参会人员首
先来到“好想你新时代红色枣
园”党建馆进行参观学习。据了
解，整个场馆以“奋斗绽芳华”
“热血沃中原”“薪火燃新郑”“乡
村振兴·领跑人”为场景，运用图
文、视频、投影等载体，创新运用
情境体验、盲盒互动等模式，来
阐述中国共产党从一艘小小红
船，发展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
的巍巍巨轮，让大家再次感受到
党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

座谈会上，来自新郑市社
会组织党组织的代表纷纷发
言，他们讲述了党建工作在社
会组织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与

成效。郑州市时代科技中等
专业学校的相关负责人说，通
过观摩与学习，发现学校还存
在着一定的差距，下一步，将
进一步加强党史学习与党建
工作。同时在职能部门的正
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党建工作
在教学中的政治引领作用，来
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新郑市民政局副局长
袁文增表示，社会组织面大量
广、类型繁多、活动活跃、吸纳
性强、领域分布和辐射面广，
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首
要任务，必须把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不
断增强党在社会组织的政治
引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
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扩大社会
组织影响力，使其在基层社会
治理中更好发挥作用。

会上，还举行了授牌仪
式，授予新郑市非公有制企业
（好想你）党建学院为新郑市
社会组织党建孵化基地。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文/图

本报讯 10月 20日，新郑
市老干部大学举行 2021年秋
季班开学典礼,老年大学任课教
师及学员代表共90余人参加。

开班典礼上，老干部大学
负责人对上学期教学工作进
行了总结，对本学期工作和课
程设置进行了简要介绍。教
师代表侯松平、学员代表李维
扬做表态发言，表示一定会珍
惜学习机会，遵守各项规章制
度，坚定理想信念，争做新时
代老年人。

一直以来，新郑市老干部
大学本着“常办常新、久学不
厌”的原则，整合本土丰富的人
文资源，每年至少新增2至3个
新专业或新课程，提高学员的

学习兴趣。今年，在原有声乐、
书法、摄影、模特等12门课程的
基础上，新开诗词朗读、戏曲、
太极、古筝和吉特巴等 5门课
程，共招收新老学员 1000余
人。其中，以老干部大学学员为
主要成员的夕阳文艺宣传队，通
过开展送文化进社区、进基层、
进学校等活动，以实际行动和优
秀作品宣传党的历史，歌颂党的
伟大成就，弘扬中华民族坚强不
屈的精神，成为新郑市老年文化
建设的一个亮点。

开班典礼之后，以“丹青
绘伟业 翰墨颂党恩”为主题
的新郑市老党员、老干部书画
展活动也正式启动。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连青霞

压实责任勇担当 攻坚克难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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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推进党组织
和党的工作“双覆盖”
新郑市召开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观摩推进会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 2020
年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出炉，新郑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
记指标位居郑州各县（市）第一，
在全省 104个县（市）中脱颖而
出，迈入全省第一方阵。

近年来，新郑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围绕“减时间、减材料、
减环节、减成本”的目标，通过
“一窗办、延时办、当日办、快
速办、自助办、上门办、就近
办、网上办、暖心办、全市通
办”等多项改革创新措施形成
不动产登记政务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新郑模式”。

交房即发证。2020年 6月 4
日，在郑州市各县市区中率先
完成商品房“交房即发证”工
作。2020年 8月 17日，将“交房
即发证”便民措施引入城关乡
大周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顺利

完成郑州市首例“棚改安置房
交房即发证”。

开启不动产登记“就近办”
“异地办”。2020年6月22日，在
新郑市郭店镇正式成立不动产
登记分中心，设置窗口 20个，不
动产、房管、税务、水、电、气、邮
政、金融等部门已入驻并开展业
务办理。2020年7月23日，新郑
市率先在郑州各县市区中完成
全市通办业务件受理，并即时生
成不动产登记证明。通过在银
行、企业开设不动产登记端口，
便于信息推送和数据审核，实现
“信息数据多跑路，企业群众少
跑腿”的目标。

开启“刷脸办”“空手办”服
务模式。2020年 8月 3日，利用
与公安部门的信息共享，在郑州
各县市内首家开启“刷脸办”“空
手办”服务模式，让只能凭身份
证办事成为历史。率先启用不

动产电子权证系统，有效减少了
企业及群众往返登记机构次数。

随时随地查询名下不动产
登记信息。在郑州各县市内首
推手机“支付宝 app”查询。推出
不动产登记互联网自助缴费系
统，实现缴纳不动产登记费 24
小时不打烊服务。同时对小微
企业免收登记费。在大厅设置
投诉窗口。

在全国率先推出电子签名
系统。以零见面、零跑腿、零纸
质，省时、省力、省钱，保知情、保
合法、保真实、保高效的“三零”
“三省”“四保”模式，推进不动产
农房登记顺利开展。推行免费
邮寄服务、上门办理服务、窗口
延时服务、周末不打烊服务、容
缺受理等多项精准服务，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建设。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白志煌 张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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