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康迪 美编：王小羽 校对：姜军E06 报 关注二七 时

本报讯“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亿万万同胞
不啼饥、不哀号，耕者有其田，居
者有其所。每个人都能用自己勤
劳的双手创造自己的一片天。”赵
大锤拉着郑会长深情地说。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新时
代“二七精神”，10月 20日晚 7
点，由中共二七区委宣传部指
导，二七区文化馆创作的原创红
色话剧《二七塔下》首演在政通
礼堂拉开帷幕。演出现场座无
虚席、掌声阵阵。来自区委党校
2021秋季主体班学员、辖区的优
秀文化志愿者以及各街道群众
代表近500人共同观看演出。

一段京汉线荡气回肠的历

史，一种二七人流传至今的精
神。据了解，红色话剧《二七塔
下》由河南省话剧院、河南省歌
舞剧院演员领衔主演，话剧排演
历时 4个月，剧本创作、角色分
配、场景布置、舞美灯光设计等
均精心策划。

话剧讲述的是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一家四口面临困
局，面对家中横生的变故，家里
老人一直说要还自己的“良心
债”。以老人的回忆进行切入，
牵出尘封历史的不为人知的故
事——1923年的京汉铁路沿线，
一群时代洪流下的鲜活生命，面
对反动派的暴虐欺压，在血与泪
的交织中反抗压迫，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奋勇拼搏、迎难而上，展

示了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奋
斗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二七区文化馆负责人介绍，
话剧《二七塔下》是以舞台剧的
艺术形式宣传爱国主义，传承革
命历史文化的一次有益尝试，也
是以文化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
一次创新实践。

紧张的情节、动人的故事、
深情的演绎深深打动了现场观
众，剧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
介绍，接下来，话剧《二七塔下》还
将走进学校、社区等基层进行巡
回演出，进一步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赓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
积极投身工作和学习中。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王玉平 王莉莉 文/图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景区
汛后恢复工作，连日来，樱桃沟
管委会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汛
后恢复和生产自救工作，妥善
有序恢复居民生产生活秩序。

确保道路畅通，保障群众
生产生活。汛情结束后，樱桃
沟管委会邀请专业鉴定机构对
各社区排查上报的 352户危房
进行逐一鉴定，评定等级，发放
住房灾后重建补助金 174.8万
元。各社区迅速行动，第一时
间组织人员清扫道路、清理垃
圾淤泥和倒伏树木，出动大型
机械对道路和沟壑等进行疏
通，对 8处受损坝体、500余处
路面进行修复，对 4座损毁大
坝开辟应急保通路，保障群众
日常生产生活通行。

突出技术指导，助力农户
恢复生产。为切实掌握辖区农
业受损情况，樱桃沟管委会安
排主要领导带队驻扎各社区，
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察看农田及
樱桃园受灾情况，全面摸清基

础设施、农业生产等受损情况，
详细做好登记，引导群众及时
做好排涝清淤修复工作。同时
邀请区农委农业技术专家指导
辖区农户和樱桃种植户开展灾
后恢复生产、补种、病虫害防治
等各项工作，最大程度挽回汛
情造成的损失。

加强政策扶持，降低企业
商户损失。为确保灾后重建和
复工复产政策落实到位，樱桃
沟管委会成立专项领导小组，
各成员根据业务分工，积极协
调上级相关部门和银行，协助
企业、商户、群众申请小额贷
款，开展汛后农业生产集中帮
扶。目前，已按照标准将相关
部门对辖区工业企业和小商
户所需帮扶救助资金申请到
位，正在陆续发放中。同时，
根据辖区批发、住宿、零售、
餐饮等商户实际受灾情况，对
照 20条措施补贴范围和标准
测算所需补贴资金额度并建
立台账，下一阶段将逐一立项
解决。记者 景静

区人社局
“保姆式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率先在全市出台
有关做好困难中小微企业认定
的工作文件，24小时手机电话
不间断为企业答疑解惑……
“7·20”特大暴雨和 8月份疫情
后，二七区人社局本着“积极主
动把好事办好”的服务理念，全
面落实政策，积极助力辖区企
业灾后复工复产。

面对企业宣讲政策。疫情
后上班第一天，区人社局就梳
理“二七区人社惠企政策 10
条”，明确各项政策申报条件、所
需资料及申办流程，并第一时间
通过企业微信群、政府网站等
平台广泛发送宣传。为了提升
宣传效果，区人社局组建政策
宣讲小组，主动走进马寨工业
园区、部分社区面对面与企业
建群、手把手教企业填报资料，
努力使辖区企业和群众对优惠
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解决政策落地堵点。为了
尽早让辖区中小微企业享受
“以工代训”补贴红利，区人社
局于 9月中旬在全市率先出台

《关于做好困难中小微企业认
定的通知》，开通两部热线电
话，第一时间通知辖区符合条
件的企业“一对一”帮助申报
补贴。目前已有 6家企业申报
了“以工代训”补贴，涉及 1242
人次。

实打实做好就业创业帮
扶。为了帮助辖区企业和群众
渡过难关，区人社局实施“一件
事”办理模式，疫情以来已帮助
10家小微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
款 2620万元。同时，组织开展
了线上、线下招聘会，招聘中小
学教师245人、事业单位辅助人
员234人、社区协管员68人，灾
后实现城镇新增就业754人。

此外，区人社局还积极优
化服务，推行“社保+银行一体
化”社保经办服务模式，采取线
上线下两种申请模式，及时为符
合条件的参保企业办理养老、失
业、工伤三项社保费用缓缴，目
前已为122家企业办理缓缴。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刘佳丽 张晨曦

樱桃沟管委会
打响汛后恢复“提速战”

弘扬新时代“二七精神”

原创红色话剧《二七塔下》首演

本报讯“这次活动，让我在
学习提升的同时认识到了在工
作中的一些短板，很有指导意
义，对我今后的工作帮助很大。”
淮河路街道天下路社区党委书
记谢晓君在参加完街道第三期
学习型机关建设主题活动后深
有感触地说。

据悉，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
效能，造就一支政治硬、业务
精、作风好、纪律严、形象佳的
机关工作队伍，近日，淮河路街
道开展了“擂台比业务 岗位练
精兵”第三期学习型机关建设

主题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中国政法

大学研究生、全国律师协会会
员孙建昌律师为大家授课，深
入浅出地为大家讲解了家庭暴
力、财产纠纷等与居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法律法规。

随后，街道对全体干部职工
进行了综合素能测评，试卷包含
了区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党史学
习教育相关要求、“三项工程、
一项管理”等，涵盖了街道当前
的重点工作，旨在全面提升街道
全体干部职工的业务能力，为群
众服务的能力，促进街道各项工

作开展再上新台阶。
据悉，今年 4月以来，街道

持续开展了“擂台比业务 岗位
练精兵”学习型机关建设主题活
动，主讲内容围绕党史学习教
育、业务知识积累、公职人员法
律素养、公文写作、办公软件运
用等方面，通过擂台比业务、考
试测评的形式开展工作成绩大
晾晒，在全街道形成比拼争先、
追赶超越的浓厚氛围，全面提升
街道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和履
职能力，真正让党史学习教育走
得更深更实。
记者 景静 通讯员 王彦 高胜男

淮河路街道开展学习型机关建设主题活动

擂台比业务 岗位练精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