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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的春雨,如甘霖滋润万
物、沁人心脾,也给汉魏大地注入了生
机与活力。位于八一西路与西外环路
交叉口的天宏钢构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厂房被雨水冲刷一新,进进出
出的运输车辆丝毫不在意降雨带来的
影响,依旧繁忙如常。

“天宏这些年可以说是驶进了发
展的快车道。在我看来,企业发展有没
有活力,经济效益能不能持续向好,主
要看根基扎得牢不牢、产品质量行不
行、售后服务快不快。”天宏钢构董事
长许红,快人快语,一下子说到了天宏
发展的“三条主线”。天宏钢构制造集

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28 日,
现已成为一家集钢结构设计、制造、安
装、彩涂板加工、钢结构材料制作、房
屋建筑安装及运输为一体的综合性集
团化公司。

扎根中原沃土,成就天宏辉煌。许
红回忆,2007年4月他从杭州到许昌寻
根拜祖,当时就被家乡人的热情好客和
淳朴乡风所感染。他决定投资家乡,而
家乡也以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人文
优势接纳了他、造就了他,特别是中原
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良好机遇,更
是让魏都成为“天宏”的投资宝地,令其
跨越发展,迅速崛起,迈向卓越。

“钢构产品大多应用到生产、建设
领域,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更关
乎人的生命。”天宏钢构集团八一路厂
生产负责人傅经理说,为确保产品质
量,天宏坚持原材料进厂必检质量的
原则,在后续生产中,设计要经过严密
论证、制造要严格依据图纸、工序上的
规范,让天宏的产品质量赢得客户的
满意和好评。

产品质量缔造企业生命,售后服
务造就成功企业。扎根魏都七年来,
天宏的产品遍布全国各地,天宏售后
服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江南北。“快、
快、快!”是天宏销售副总俞百良常说
的话,他要求员工做到发货要快、安装
要快、维护要快。在各地来回跑项目、
跑售后,常年快频率的工作节奏也让
俞百良与常人相比,走路更快、吃饭更
快,甚至连拿起电话接听的动作也干
净利索。

目前,天宏钢构制造集团有限公
司已发展成产值 2.6 亿多元、利税
2300 多万元、为社会提供 600 多个工
作岗位的综合性集团公司。许红表
示,天宏钢构快速的发展得益于天宏人
着力转变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模式,走
多元化发展之路;得益于区委、区政府
的大力支持;更得益于时代赋予企业难
得的发展机遇与无限的发展活力。

天宏钢构:架起发展快车道

本报讯 (记者 常鹏 通讯员 潘俊峰)
在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之际,区教体
局把帮扶困难家庭子女就学作为践行群
众路线的有效举措,不断完善扶贫助学
工作体系,建立长效帮扶机制,切实保障
家庭贫困子女就学问题。

据了解,该局紧紧围绕 2014年度社
会治理创新承担的工作任务,坚持权为
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关心
关注贫困学生群体,创新工作思路,着力
提升服务水平。

“为做好贫困生的帮扶资助工作,我
们成立了魏都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具
体负责开展学前教育资助、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助学、生源地信用贷款等工作,
同时负责组织管理困难家庭子女就学帮
扶工作。另外,还建立了贫困学生信息
档案,每学期开学后1个月内对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进行摸底排查,建立贫困学生
信息档案,全面掌握全区困难学生生活
学习状况。”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此基础上,区教体局不断完善困难学

生的帮扶机制,用好魏都区贫困生爱心
救助资金,着力解决困难学生入学就学
问题,并对在校贫困学生定期开展资助
帮扶活动,确保每个孩子不因家庭经济
困难而失学。

区教体局不断完善困难学生帮扶机制

不让每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

文峰办事处
举行意见征集座谈会

日前,文峰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举
行“你提我改”意见征集座谈会,各社
区党支部书记针对办事处客观存在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共征求意见28条,
制订整改措施13条。 (宋牧燃)

西关街道办事处
稳步推进教育实践活动

4月17日至18日,街道所辖8个社
区党支部按照街道党工委统一部署,
分别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动员大会,强调了教育实践活动的
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社区干
部把实践活动同自身工作紧密结合,
扎实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 (张昕)

区烟草专卖局
举行零售客户代表座谈会

近日,区烟草专卖局在全区各业
态卷烟零售客户中选取30名客户参加
座谈会,认真听取零售客户代表对货
源组织、货源供应和客户服务等方面
的意见建议,共征求客户意见建议 56
条,经归纳整理为 6 项,并及时着手研
究相关措施进行整改。 (付宇轩)

健康路小学
举办汇报展示课

近日,市健康路小学组织各学科
教师上汇报展示课,课后及时组织教
师评课,针对各位教师的上课情况,进
行教育理念上的引领、教学方法上的
指导。 (蔡秀军)

现在,创新成了比较时髦的词汇。
可一些人不知创新从何处入手,显得有
些昏昏然,也想做一番创新之事,但又不
知道从哪里突破,只好采取“跟着感觉
走”的态度。

“一镢头就想挖出一口井”, 是人们
对急于求成者的嘲讽。一镢头想挖出一
口井之所以不现实,是因为挖井是有较
大的工作量,必须依靠大家一锹一锹挖
的劳动才能完成。正是有了一锹一锹挖
井的积累,成就了把井挖成的“正果”。

没有一锹一锹之功,何来井成之果?
再比如我区的社会治理创新,开始

也是通过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群
众关心的一件件小事入手,小改小革,“小
打小闹”,逐步探索,集思广“小”之后才上
升到了新的阶段,才形成了系统的经
验。而现在,我区正在深入进行此项工
作,也就是在原有创新的基础上,细研群
众遇到的新困难、新问题、新追求、新愿
望,寻找薄弱环节和与之不相适应的地
方,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以与群众的需

求相一致。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

于细。所以,要创新,要改变一个地方的
面貌,就要从一件一件的小事抓起,扎扎
实实从一件一件小事改起,积小成大,积
少成多,才会有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才会
有现状的根本提升。而在新提升完成之
后,还会遇到新的问题,还要进行不断的
创新,不断地积累新经验,才能把社会治
理推向新的高度。

从小事做起,汇集创新能量。日积
月累,就能成就创新的一片辉煌。

创新要从小事着眼
金明

记者 常鹏

天宏钢构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资料图片)

(上接第一版)
为彻底解决社会治理中“看得见的

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问题,该
区把全区划分为408个网格。每个网格
配备网格长、网格管理员、民情信息
员、网格警员、网格监督员,把矛盾调
处、公共服务等与百姓息息相关的事
项,融入网格,落到人头。网格长配有掌
上网格手机,随时向上级信息化平台上
传收集、发现的问题。社区热心群众担
当民情信息员、网格监督员,成为发现
案源、反馈问题的“眼睛”和执法的

“触角”。
信息化和网格化,有效解决了部门

之间条块分割、信息屏蔽、相互推诿、
责任缺失的问题。“事情的责任人是谁,
问题出在哪个部门,卡在哪个环节,系统
上一目了然。我们的压力更大了,得种
好自己的‘责任田’。”魏都区劳动监察
大队队长张勇说。

干部有了“责任田”,变“坐等派
活”为“主动找活”。“下网格”,成为
社区干部深入一线服务群众的流行语。
今年以来,服务平台收到上报事件16465
件,办结 15916件,办结率 97%。一系列
民生“疑难杂症”得到重大突破:全区
308个无主管庭院中 270个实现有人管
理,大量矛盾纠纷在基层化解,公众法制
环境满意度在全省50个区中名列前茅。

“信息化和网格化管理,不仅是社会
治理工作的创新,更是工作作风的转
变。”魏都区委书记唐彦民说,“解决好
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是衡量
作风好坏的试金石,是判断党群干群关
系融洽与否的风向标,是为民务实清廉
的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