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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王 辉

一贷就是几万元，一欠居然
好几年。

为解决一些公职人员长期拖
欠贷款不还问题，从今年2月份
开始，我市掀起一场集中清收公
职人员拖欠农信社贷款的行动，
市纪委监委、市金融办、市公安
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农信社
组成清收督导组。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推进
金融改革发展的关键期，我市整
合党政、金融和政法部门各方力
量，行动清欠合力，进一步彰显
了我市荡涤金融环境里的污泥浊
水，打造金融生态“绿水青山”
的决心和信心。

划定纪律“红线”严格问责

今年，我市推进金融体制改
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加快农信
社改革，完成农商行改制组建，
而清除拖欠贷款是关系改革成败
的关键性环节之一。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市开
展了此次清欠行动，通过破解拖
欠贷款这一影响改革推进的“非
诚信”障碍，来维护金融秩序、
加速信用建设。

“公职人员应该在社会上起
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但也有个别

国家公职人员拖欠农村信用社贷
款不还，形成呆滞烂账，影响农
村信用社资金的良性循环，破坏
金融信用环境。此外，贷款不还
也是一种腐败现象，严重违反了
金融法规和党纪政纪，其示范效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影响。”市
纪委监委执纪监督一室的有关负
责人说，为了确保此次清欠行动
成效，清收督导组制定了严格的
纪律“红线”，必须做到四个

“不”：不虚报瞒报、不包庇内部
职工、不违规展期、不走过场。
对配合不积极、不主动、行动迟
缓的单位严格问责。

下好先手棋 打好组合拳

“必须一鼓作气，打好‘歼
灭战’。否则，已经全部清还或
承诺分期还贷的‘听话人’就相
比吃亏，形成‘劣币驱逐良币’
效应。”在市纪委召开的多次督
导工作会上，市纪委监委的有关
领导说，行动要下好先手棋，打
好组合拳，让拖欠贷款的公职人
员坐不住，让所在单位有压力。

督导组给所有拖欠贷款的公
职人员发了一封公开信，把相关
政策宣传到人。明确告知拖欠行
为不仅让自身诚信缺失，还将影
响单位声誉，算好经济账、诚信
账、社会账，增加自觉还贷的主

动性。
3月20日、28日，市纪委监

委分别对全市涉及清收的 38家
单位、5家县区联社开展情况进
行督导约谈，明确提出贷款（担
保）公职人员牵连单位负有清收
责任，让个人与单位捆绑起来，
督促单位负起责、硬起腰、拉下
脸，理直气壮抓清收。对经组织
约谈、发信函告等手段后仍不愿
归还贷款的，督导组还上门贴公
示，形成强大震慑力。

截至4月20日，全市共发送
公开信278份，约谈公职人员69
次，张贴公示290份，清收工作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其中，现金
清收贷款 60 笔，金额 222.81 万
元，签订还款计划 38份，金额
149.36万元。

列入失信惩戒 增大违约成本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照
党员修养标准、公职人员职业操
守，必须承担还款责任。”市纪
委监委执纪监督一室的有关负责
人说，一场清欠行动也是一次诚
信大考。通过清欠，促使一些公
职人员还清了欠款，抹去了诚信

“赤字”，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
诚信教育洗礼。

一名曾经欠贷款的公职人员
说：“这次是动真格了，不还钱
街坊邻居们说，单位同事面前也
抬不起头。人不得要张脸嘛，反
正也是还，还不如赶早还。”

另外，对法院已判决不履行
的公职人员，市纪委监委将督促
法院加大执行力度，拒不执行
的，列入“老赖”名单，实行失
信惩戒，在法院大屏幕公开曝
光，并且按照公职人员严于、高
于群众的标准，以“失信人员”
身份对其顶格严肃惩戒，让不诚
信的党员干部从道义上受谴责，
从经济上受损失，社会上受影
响。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得不
偿失，促进公职人员自觉维护自
身信用，减少“失信”发生的概
率，促进诚信文化普及，为全市
创造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

本报讯 （记者 李林润）
“我们漯河，两条河穿城而过，
造就了美丽风景，也时有溺水
事件发生。”4月 24日，市水文
局工作人员来到受降路小学分
校，作防溺水安全知识讲座。

“同学们，我给你们讲一个
案例。”市水文局工作人员告诉
学生们，他以前的工作地点就
在河堤上的一栋四层楼里。有
一天，他正在工作，远远看到
河边两个青年在玩耍。一个女
孩站在岸边用脚撩水，没想到
脚一滑掉进了河里，河水瞬间
就淹到了脖子。幸亏她的朋友
一把拉住她，不然就危险了。

听了这个事，学生们露出
吃惊的表情。

如果遇到危险，该如何施
救和自救呢？

工作人员告诉孩子们，如
遇他人落水，可派出一人去寻
求成年人的帮助，如果有多个
同伴在一起的话。如果是高年
级同学，还可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寻找竹竿、树枝等，俯身
趴 下 来 ， 慢 慢 将 溺 水 者 拉 上
岸。

工作人员说，如果自己落
水且不习水性，应迅速把头向
后仰，口向上，尽量使口鼻露
出 水 面 。 不 能 将 手 上 举 或 挣

扎，以免使身体下沉。还要及
时甩掉鞋子和口袋里的重物，
但不要脱掉衣服，因为衣服会
产生一定的浮力，对自救有很
大帮助。假如周围有木板，应
抓住，借用木板的浮力使自己
的身体尽量往上浮。如果有人
跳水相救，千万不可死死抱住
救助者不放，而应尽量放松，
配合救助者把自己带到岸边。

“通过三天四所学校的宣
讲，已有 1.1万名学生听了防溺
水安全知识讲座。”市水文局相
关负责人说，他们还利用水文
专业优势，向孩子们普及河流
等危险水域水文特征。

荡涤污泥浊水，打造金融生态“绿水青山”

清欠，从公职人员入手

如果落水，头要向后仰，不能将手上举……

防溺水讲座 教学生自救知识

清收督导组工作人员在市区一所学校张贴清欠通知清收督导组工作人员在市区一所学校张贴清欠通知。。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梦琦

很多女人心中有这样
一个梦想——有一家自己
的小店，过上快乐幸福的
生活。当许多人还在憧憬
时，48 岁的朱春华已经将
梦想变成现实。

鲜花带给人快乐

朱春华的花店，在市
区泰山路与民主路交叉口
附近。店不大，一进去却
是花香扑面。架子上摆放
着她扎的花束，还有几盆
生机盎然的绿植。有个约
三平方米的地方，是她的

“操作间”。
朱 春 华 特 别 喜 欢 鲜

花。鲜花带给她的感觉，
是其他东西代替不了的。

“有一次，一位 60多岁
的老太太来给过生日的姐
姐订花，因为她觉得收到
鲜花很幸福，她想让姐姐
也高兴高兴。”朱春华说。

咬牙坚持了下来

“鲜花保鲜期非常短，
刚开店的时候，摸不准鲜
花的习性，好多鲜花因保
存不好扔掉了，后来慢慢
摸索、学习，掌握了各种
花的养护知识就好了。花
是 有 语 言 的 ， 也 会 闹 情
绪。”朱春华说，刚开店时

压力很大，“每当包不好花
的时候就会很内疚，怕顾
客不满意”。

花店的生意，每逢母
亲节、情人节都会忙不过
来，但平时可能一天也卖
不出去一束花，感觉特别
煎熬。朱春华说，过节的
时候特别忙。除了提前订
购花材，节日前一天就要
开始扎花束，常常一晚上
都不睡觉。

朱春华也有想要放弃
的时候。“刚开始没有什么
客源，我就想干脆关门算
了。”朱春华说，19岁的儿
子开导她说，有份自己的
生意比给别人打工强，就
是 干 到 80 岁 也 不 会 被 辞
退。她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常上网学习扎花

1995 年，朱春华曾卖
过绢花。“包鲜花和包绢花
完全不一样，绢花随便你
怎么包也不会变形，鲜花
一不小心就会碰坏，不能
用了。”朱春华说，她曾专
门去郑州一家花店学了近
一个月，回来后又反复练
习，终于能扎出客户满意
的花束了。“只要顾客满
意，少挣点我也高兴。”

现在，店里不忙的时
候，朱春华就上网学习扎
花。

“我不能与这个社会的
审美脱节，要多了解现在
的年轻人喜欢什么，不仅
仅 是 花 材 ， 包 装 纸 的 材
质、颜色、搭配都要学，
不然就会被市场淘汰。”朱
春华说，她还开通了美团
外卖、微信订花等渠道，
方便顾客预定。

儿 子 在 郑 州 上 大 学 ，
她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朱
春华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幸福不过如此吧！”
朱春华说，没有梦想的人
生是迷茫的。有梦想并为
之奋斗，人生才有意义。

上网学习扎花 节前忙碌一夜

朱春华：与花为伴 生活如花

朱春华朱春华

44月月 2626 日日，，市公路局志愿者来到沙澧公市公路局志愿者来到沙澧公
园园，，开展开展““保护母亲河保护母亲河··创文我先行创文我先行””志愿服务志愿服务
活动活动。。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