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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新闻

近年，栾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发放的支农、支企、
支旅资金，每年都在8亿元以上，使全县1.2万户农户靠
种植、养殖、经商、劳务摆脱贫困，奔向小康；帮助120家
中小微企业及县城重点项目走出困境，步入良性发展轨
道；推动14家旅游景区进行升级改造，其中2家晋升为
国家级5A景区，4家晋升为国家级4A景区。

发放支农支企贷款壮大农业产业

针对栾川经济发展现状，近年，栾川县农信社重点支
持农业、中小微企业和旅游企业的发展，其中涉农贷款比
率在98%以上。通过该社卓有成效的扶持，目前，栾川已
拥有中药材等种植基地85个，肉猪、土鸡、奶牛等养殖基
地130多个。

2010年，秋扒乡筹建“青城山生态园”时，由于资金
短缺，项目迟迟不能开工。栾川县农信社得知情况后，派
出专人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当了解到该项目建成后能
彻底解决栾川县“菜篮子工程”时，很快为企业发放贷款
2000万元，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目前，该企业已建起
集牛、羊、生猪养殖于一体的特种养殖场，拥有存栏生猪
1.8万多头，年创净利润400万元以上，成为我市周边地
区最大的养殖场，带动周边180多名农民进厂务工。

支持旅游产业提升促进经济发展

移民搬迁、小城镇建设升级改造和廉租房建设，既是该
县的重点工程，也是惠及百姓的民心工程。近年，该社投
放资金5亿元，使14个乡镇小城镇建设升级改造全部达
标，3600户移民搬迁户及困难职工家庭住进了新房。

在该县14个景区中，从事经营及开办家庭宾馆的农
户有2000多户。针对景区旅游设施不配套、不完备、品
质差等现象，该社及时投放资金1.2亿元，推动景区进行
升级改造，使140多家家庭宾馆顺利对外营业，1200多
个经营摊位不再为经营周转资金困难而犯愁。仅今年前
8个月，该县景区共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20.8亿元。

栾川县农信社“三支”给农民支出了出路、支出了富
裕，给企业支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给旅游产业支出了发
展新亮点。由于银企互信，该社连续多年贷款回收率均
为100%，年上缴税金均在1800万元以上，其支农效果
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及百姓的充分认可。

（张改法 吕世豪）

栾川县农信社积极发放贷款
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三支”惠民生
叩开致富门

近年，栾川县始终坚持教育优先不
动摇，全力改善教育设施，不断提升师资
水平，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打造教育
强县的步伐更加坚实。

■教育设施全省一流

9月9日，对栾川一高全体师生乃至
栾川教育来讲，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
子。当日，历时 4 年建设的栾川一高新
校区正式启用，走过了65年的该校翻开
了校史上崭新的一页。新校区占地446
亩，总建筑面积9万多平方米，总投资2.5
亿元，可容纳近百个教学班6000多名学
生。园林式的校园依山就势而建，北靠
青山、南临伊河，教育教学设施达到全省
一流水平。

栾川一高新校区的建设和启用是该
县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努力打造教育强
县理念的缩影。近年，该县坚定不移地
把发展教育作为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完善教育
设施。除栾川一高新校区竣工投用外，
投资 2000 万元的农村学校教师周转宿

舍建设工程已相继完工并全部启用；投
资 1500 万元的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
计划食堂建设项目全部开工建设；乡镇
中心幼儿园陆续建成投用，学前教育办
学规模不断扩大。此外，该县投资 210
万元为中小学建设理化生实验室、标准
化科学实验室71个；投资580万元为中
小学补充体音美器材、配备心理咨询室，
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为栾川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师资水平持续提升

日前，栾川县“美丽园丁教育基金”
培训计划首批参训的 30 名校长和一线
教师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深造，如此高的
培训规格在该县前所未有。

硬件搞好了，软实力更不能忽视。
栾川县在持续抓好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把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和
业务水平放在了重要位置，多层次、不间
断地组织学习培训。2013年以来，该县
先后投入850万元进行师资培训，220名

校长、600 余名班主任及上千名教师受
益；今年又组织参加“美丽园丁教育基
金”洛阳培训项目，选拔 238 名校长、教
师到高等院校培训学习，着力培养一批
名师、名校长。今年暑假，该县还组织中
小学校长、班主任高级研修班，邀请国内
知名教授、校长、一线教师来栾授课。同
时，该县积极创建全县中小学校长论坛，
搭建校际管理交流平台，提升全县中小
学校长的理论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强学
校管理队伍建设，使师资力量得到了持
续强化。

栾川县还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上
台阶”的计划，出台了《栾川县教研工作
三年规划》及《栾川县中小学教学常规细
则》，通过学习研究和实践提升，在教改
方面走在了全市前列。同时，该县积极
探索，以“树立品牌、创设特色、提升素
质”为目标，着力创建以养成教育示范
校、课程改革样板校、优秀文化艺术特色
校、科技示范创新校等为主的特色学校，
逐步形成“一校一品牌、校校有特色”的
良好办学格局。

■教育质量再攀新高

辛勤耕耘催开满园春色，栾川教育
硬件软件的同步提升结出累累硕果。

2014年高招，栾川县普通类一本上
线261人，比去年增加44人；普通类二本
上线516人，比去年增加57人；中等职业
学校对口升学本科上线74人，比去年增
加 26 人。其中，栾川一高学生许丹阳、
毛汉源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

2013年，栾川县义务教育在全市18
个县（市）区年度考核中位居第一；2014
年 5 月，该县顺利通过省政府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验收，义务教育办
学条件和教育质量进入全省先进行列。

同时，该县不仅通过了“职教强县”
复查验收，栾川县中等职业学校还被确定
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
校建设项目学校”，获得了中央财政1000
万元资金支持；全县“省级示范性幼儿园”
增加到3所，学前教育的硬件水平和教育
质量在全市领先；特殊教育工作也位居
全市前列。 （李伟 原九一 刘文栋）

栾川硬件软件同步抓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坚持教育优先 打造教育强县

今年以来，栾川县已开办120余期道德讲堂。该项活动
围绕公民道德教育主题，通过传唱《公民道德歌》、朗诵经典、
学习身边模范等形式，达到教育目的。

目前，该县已经建成道德讲堂总堂1所，县直机关、企业、
学校、社区等单位建立道德讲堂40多所，累计组织党员干部、
基层群众1万余人走进道德讲堂，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营造
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图为栾川县供电公司参加道德讲堂人员集体做正能量操
白佳丽 张鹏涛 摄影报道

搞好讲堂阵地建设
营造崇德向善氛围

在洛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历史文化学院，有这样一位老师，她
患帕金森综合征10多年，却依然坚守在三尺讲台上。

带病工作坚守讲台
记者见到48岁的王妙娟时，她正在给学生们讲教学法，中等

个子、身材微胖，衣着朴素，脸上挂着笑容。由于身体原因，讲课
时，她的身体不时轻微晃动。

1989年，王妙娟开始从事教学工作。2000年，她进入师范学
院担任历史老师。

十多年前，王妙娟患上帕金森综合征，院领导和家人想让她
减少工作量，可她坚持维持原有工作量，并在教学上精益求精。

由于身体不便，为了不耽误上课，她每天都早早出门，让丈夫
将她送到学校。每次上课，她都提前20分钟至30分钟到教室，从
来没有迟到、早退过。

大学里上的是大课，一堂下来常常几个小时。课堂上，她连
水杯都不拿。同学们不忍看她这样，为她买来矿泉水，她轻描淡
写地解释，自己行动缓慢，喝水后去卫生间耽误时间、不方便……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王妙娟的教学实践性很强，20多年来，只要有时间，她就一天

到晚待在系里、待在班里，随时随地对学生的师范技能进行指导。
该院学生顾强强说：“王老师的腿不方便，但她上课时从来没

有坐过，一直坚持站着授课。我们都对她十分尊敬。”
提起自己的学生，王妙娟满是欣慰。有一次下雪，她上完下

午最后一堂课，看见一名学生站在教室外面等她。原来这名学生
怕路滑难走，一直把她扶到出租车上。

“生病以来，学生们都对我很好，我很感动。如果我不努力工
作，就对不起他们。”王妙娟说。

由于工作认真、严谨，她的学生在洛阳师范学院“十佳”教学
明星比赛中多次得奖，在省教育厅举办的师范生教学技能比赛中
也多次获奖。2012年，她的学生在第二届“华文杯”全国师范院校
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分别获得特等奖和一等奖。

在谈及是什么支撑着她拖着病体在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
时，王妙娟扶了扶眼镜，笑着说：“每个学生的人生都不可复制，
陪着他们走一程就要
尽心尽力，这是为人师
表的责任。”

本报记者 王晓丹
文/图

王妙娟：患病不离三尺讲台

本报讯（记者 余子愚） 笔耕不
辍十年，为读者奉上洛阳经典历史文
化——20日上午，我市知名专家学者、
热心读者20余人齐聚一堂，为洛阳晚
报《经典洛阳》栏目开办10周年庆生。

当日上午，我市知名专家学者叶
鹏、蔡运章、赵跟喜、张文欣、赵克红、
乔仁卯、李焕有、王恺，市社科联副主

席蔡幼鹏，《经典洛阳》热心读者潘景
修、孙中明、王崇贵、刘乐尧等人受邀
参加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专家和读者对《经典
洛阳》10年来发掘洛阳人文历史、传承
洛阳经典的作用给予肯定和赞誉。他
们认为，洛阳晚报开办《经典洛阳》这
一栏目，不仅向广大读者系统再现了

洛阳的历史文化，还让人们在浅显易
懂的阅读中了解这座城市的厚重文化
底蕴，从而起到传承发扬洛阳历史文
化的作用。

为传承古都历史文化，让更多人
了解、认识洛阳的人文历史，2004年9
月21日，洛阳晚报《经典洛阳》栏目应
运而生，至今已陪广大读者走过整整

10个年头。10年间，该栏目累计登载
1050期375万字，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风格，有计划地深入发掘地方历史文
化，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洛阳日报报
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赵飞龙以及洛
阳晚报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并对各
位专家、读者表示感谢。

洛阳晚报《经典洛阳》10周年专家读者座谈会召开，专家、读者纷纷点赞

笔下经典说文史 行走洛阳已十年

20日，我市首届退役士兵专场招
聘会在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
市场举行，本次招聘会吸引了近5000
人次参加，最后有1100余人次与用人
单位达成就业意向。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用人单位看中的是退役士兵的综
合素质，他们以优厚待遇吸引退役士
兵，而退役士兵则对岗位和待遇并无
过高期待，这种不挑肥拣瘦的心理更
是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看中综合素质，用人单
位高薪纳贤才

原定9时30分开始的招聘会，刚
到 9 时，会场里已人山人海。各用人
单位打出的招聘广告五花八门，但最
令人关注的，还是员工待遇。

“行政主管，月薪 3000 元~4500
元+津贴+五险一金+餐补+年终奖，食
宿统一安排”“月薪3000元~4000元+
奖金+提成，包食宿，每年安排一次旅
游”……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不少
用人单位为招揽贤才，大打薪水牌，引
来退役士兵纷纷咨询、应聘。

洛阳海川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店
面经理李广介绍，他们之所以大打薪

水牌，是因为看中退役士兵的高素
质。李广坦言，与大学生相比，退役士
兵经过部队大熔炉的历练，在执行力、
团队意识等方面都要更胜一筹。

只要适合，不会挑肥拣瘦

23岁的小李是涧西人，曾在消防
部队服役 5 年。当天，他来到洛阳万
达广场的招聘台前，咨询物管经理一
职。招聘负责人梁女士首先为他介绍
这个职位所享受的工资待遇等，当她
介绍这个职位要负责多项工作可能有

些辛苦时，小李则表示：“我们当兵的
人在部队吃过很多苦，只要是适合我
的岗位，我不会挑肥拣瘦。”

来自伊川县的张总刚，曾在解放
军驻京某部服役16年，他看中的职位
是武汉航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远洋
货轮水手一职，1000美元~1250美元
的高额月薪对他很有吸引力。对于远
洋水手而言，多为长时间在轮船上工
作，寂寞时刻伴随。张总刚坦言：“这个
不怕，当这么多年兵，部队教会我适应
任何环境。”

采访中，大多数退役士兵表示，工

作环境差一点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只
要适合自己，他们一般不会挑肥拣瘦，
用他们的话说，“这与部队的摸爬滚打
差远了”。

达成就业意向1100余人次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筹备
本次招聘会时，他们预计将会有 200
家用人单位参会，而实际上，当天进
场招聘的用人单位已经超过250家，
岗位种类也超过了预计的80种，达到
了110余种，岗位达数千个。当天，共
有4900余人次参加招聘会，最终与用
人单位达成工作意向的共计 1100 余
人次。

记者注意到，本次招聘会为退役
士兵提供的全部为就业岗位，并没有
设立创业项目。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民政部门会定期挑选一些适合退役士
兵的创业项目，并在市退役士兵培训
就业服务中心网站公布，请退役士兵
留意。

副市长王敬林、洛阳军分区参谋
长张本昆等参加相关活动。

本报首席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吴留成 文/图

首届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举行，达成就业意向1100余人次

一方高薪纳贤才 一方坦言不怕苦

退役士兵与用工单位进行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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