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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月 11 日，由燕赵都市报

和苏宁易购联合发起的“我这15年”有奖

征文活动火爆启动。一时间，唤醒了全省

众多网友的回忆，大家纷纷用文字来讲述

15年来那些个人的、家庭的、城市的变化

给自己带来的体会与感触。截至昨天，通

过本报官方微信平台、邮箱等渠道已收到

近百篇作品。其中有网友感叹十五年来

科技的飞跃式发展，有网友回忆自己生活

的大院的变化，有网友讲述自己充实的退

休生活……这些是不是也勾起了你的回

忆，那就快来投稿吧，优秀作品将会赢得

iphone7手机哦！

网友李剑在作品《山城之恋》中，倾诉

了一个旅居游子 15 年来对于一座城的

情感：爱她岁月深藏的厚重，那远去的、重

叠的历史，仿若时间煮雨般的醇香；爱她

自由桀骜的神秘，逃脱时间和空间的束

缚，把时光的掠影带给世人。

网友石亚虹在《满满的都是回忆——海

仔沟》中叙述了自己作为一个九零后对于

成长的感慨：岁月如梭，九十年代末零零

年代初的孩子们如今已经长大，在这十五

年间我们都已经从儿童长成了一名即将

步入社会的青年，我们将是未来社会发展

的领路人。

网友张建品回忆《退休后 15 年的生

活》时，这样写道：2002年我结束了四十多

年的公安工作，光荣退休，回到家中，由原

来紧张规律的生活，变为无拘无束、无时

间观念的生活，我迅速从迷茫期中找到了

生活与精神的寄托，除了坚持读书、阅报、

看电视外，还陪老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事……

网友卢学全在《在路上》一文中回忆

了自己十五年来的求学之路，“高中物理

老师说：‘时间存在加速度，时间会越过越

快，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们的体会会更深

刻。’小学漫长得让人心急，孩子们天天盼

着长大，以为长大意味着得到，殊不知意

味着更多的付出，升学，离家。我们第一

次体会到想家。一辆大巴是通往梦想的

奔马，亦是那一抹牵动思绪的乡愁。”

这些网友的回忆是不是也让你文思

泉涌呢？那就快来参加“我这15年”有奖

征文活动吧！

本报讯 7月12日上午，由马云公益基金会主办的首

届新乡村校长论坛揭幕，首批入选“马云乡村校长计划”的

校长名单同时揭晓，20位入选校长每人将获得50万元发

展基金。同时，马云基金会还将为他们组织国际游学、校

长课堂，以及帮他们结成“乡村教育家”社区，共同探讨乡

村教育发展模式等，供他们开拓教育模式，使乡村学校更

具活力。

马云说：“中国有9000多万乡村儿童，很多都是留守儿

童，父母并不在他们的身边，决定这9000万孩子的未来的

是300多万乡村教师。”因而，马云公益基金会从成立时就

确定了初期的重点关注对象为中国乡村教育发展领域。

目前，该公益基金会推进中的公益项目主要有“马云乡村

教育计划”（包括“马云乡村教师计划”和“马云乡村校长计

划”），以及全新打造的“教育网络平台”。

“马云乡村教育计划”于2015年9月启动，其中的“马

云乡村教师奖”每年拿出1000万元奖励100名优秀乡村教

师，至今已产生两届共200位“马云乡村教师奖”的获奖老

师，每人给予10万元奖金，并提供培训提升的学习机会。

与马云乡村教师奖一样，“马云乡村校长计划”是“马

云乡村教育计划”的一部分，于2016年7月4日正式发布，

每年一届，旨在培养新一代具有优秀领导力的“乡村教育

家”，预计项目10年投入总额为两亿元。首届在全国评选

20位具有教育情怀与教育思想，在教育管理方面体现出显

著成效的优秀乡村校长。

本报讯（记者呼延世聪）日前，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我

省“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省政府办公厅提出，实施更大范围

的“多证合一、一照一码”。通过“一窗受理、信息共享、互

联互通互认”，简化准入手续，优化工作流程，推进业务协

同。

坚持减证增效，全面梳理涉企证照事项。对于信息

采集、记载公示、管理备查类的一般经营项目涉企证照事

项，以及企业登记信息能够满足政府部门管理需要的涉

企证照事项，实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对于没有法律

法规依据、非按法定程序设定的涉企证照事项一律取

消。该项工作要求在7月底完成。

坚持“多证合一”，推进“一照一码”改革。9月底前，

在全面实施“八证合一”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更多涉企证

照事项，深入实施“多证合一、一照一码”。企业只需到登

记部门办理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不再另

行办理相关证照事项，相关部门通过信息共享满足管理

需要。同时实行“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核发一

照、加载一码”，申请人办理企业注册登记只需填写“一张

表格”，向“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

坚持便民高效，提高政务服务效能。统一企业登记

受理窗口，实现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办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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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无法上传作品

等现象，请咨询活动官方

客服：

1.微信客服：燕赵都

市报（微信号：yzdsbgfwx）

2.客服热线：0311-
67563431（9∶00-17∶00）

3.合作电话：0311-
67562890

4.本活动最终解释
权归燕赵都市报官方微
信所有。

专家评审奖：
一等奖（2名）：iPhone7手机（32GB）

二等奖（3名）：华为16G平板电脑

三等奖（10名）：惠而浦智能吸尘器保

洁机器人

网络人气奖：
一等奖（1名）：华为16G平板电脑

二等奖（1名）：先锋LED液晶电视机

三等奖（3名）：东菱多功能烤箱

纪念奖（30名）：苏宁吉祥物一个
（网络人气奖由投票数决定）

本次大赛由本报与苏宁易购组成评委会，制定评审细则、工作流

程和评委守则。

为保证比赛结果的公正、公平、公开透明，本次大赛的评奖分为专家评

审奖、网络人气奖两部分。

专家评审奖15名，由本报与苏宁易购组成评委会，对作品进行评选。

网络人气奖35名，投票票数前三十五名将获得网络人气奖。

获奖作品评出后，颁发获奖证书，部分获奖作品将在本报刊登。

参赛报名：7月11日至7月27日17时

投票时间：7月11日至7月27日17时

方式1：打开本报官方微信（微信号yzdsbnews），或

者扫描右侧二维码，回复关键字“15年”。

方式2：打开本报官方微信（微信号yzdsbnews），点

击主菜单下“微活动”按钮下“我这15年”进行参与。

投稿时填写标题、作者、手机号码（作者姓名为真

实姓名，领奖时需通过身份证核对信息。手机号码为领

奖时用，只在后台显示，活动页面不显示），投稿后，作品将

在页面显示。每人投稿数量1篇，不得重复投稿。

1.大赛面向广大读者和网民征集文学作品，作品主题为“我这15年”，

可抒发15年来那些个人的、家庭的、城市的变化给您带来的体会与感触。

作品要求主题鲜明，构思新颖，积极健康，严禁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的内容，字数限定在1000字以内。

2.作品不得抄袭、剽窃，必须是未公开发表过的原创作品，若在网上搜

索到，则取消参赛资格，若由于征文作品引起各方面纠纷的，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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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要求

投稿方式

活动时间

评选办法

大赛评委团

活动奖励 活动客服

简化准入手续，
我省加快“多证合一”改革步伐

首批入选
乡村校长计划名单确定
20位乡村校长每人获得50万元发展基金

播 报

本报讯（记者呼延世聪）省消协近日发布金融消费提

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谨慎使用“现金贷”。

所谓“现金贷”，就是银行、网贷平台等金融（中介）机

构提供的一种可以立刻提现，帮助借款人解决燃眉之急的

小额消费现金贷款服务。

但省消协指出，由于“现金贷”属于新兴的金融消费形

式，目前还缺少一定的监管监控，因此存在侵害消费者权

益的风险。为此，省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需要使用“现金

贷”的时候，要量入为出。

如果使用“现金贷”，省消协建议消费者在签订借款协

议时看清合同条款，如计息方式、逾期处理方式等。如果

借款人不还款，借贷机构和催收公司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

进行维权，并上传征信给借款人留下不良信用记录，情节

严重的还要负刑事责任。但是无论在何种渠道借款，威

胁、恐吓、干扰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暴力催收都是违法

行为，若遇到要及时报警。

作为消费者，应切记在借贷之前认真了解“现金贷”的

一些借款流程和注意事项，尽量选择信誉度高、管理经营

规范合法的银行或网贷平台等金融（中介）机构，以免被

套。特别是网上申请，消费者切勿忽略查看借款合同，请

慎重使用。

省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
慎用“现金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