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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加全留着陈佩斯的头型，一脸的阳刚。
这个在厨艺上颇为刁钻的人，说起话来，却慢
条斯理、从容淡定。

1980 年，已经厌倦了寒窗生涯的他，放弃
初升高学业的机会，偷偷当了兵，跨省到了西
安，开始了部队生涯。 徐加全说，他是四川邛
崃人，虽然没有上高中，但到了部队才发现，
部队也是一所大学，是锻造人才的地方，到部
队原本想正二八经当一名手持钢枪的战士，
没曾想到，他却当了一名“伙头军”，一开始他
的心里总是不是滋味， 但没办法只有服从组
织的安排，好在由于他的刻苦钻研，多次得到
厨师长的表扬，这才给了他一点信心，慢慢的
他便从内心爱上了这个行当， 别人每天上 8
小时的班，他却要上 16 个小时，他说多做一
点没坏处， 一年下来他不仅成为一名合格的
共产党员还打下了传统川菜的扎实功底。 对
于徐加全来说，进这个行业他就立下了目标：
不仅菜品要好，人品也要好，做出的菜要让顾
客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1984 年转业后，在邛崃武装部工作，停薪
留职让他先后到成都、雅安打过工，干起了老
本行。 从那以后，川菜的百变调味，逐渐融入
到他的烹饪理念中。 此后，他做的菜很难说是

传统的还是新派的川菜， 一切烹饪元素在他
手里都被打乱， 并根据原材料的特性进行重
新排列组合，怎么做最适合，就怎么做。 他说，
用最好的原材料，最精细的烹饪手法，以最能
表达食物原味的烹饪方式作出的菜， 就是最
好的菜。

2008 年， 战友和同事都让他回老家做生
意。 可是，徐加全并没有回老家，受聘于泸定
桥宾馆当了一名厨师长， 他还把妻子从内地
调到了泸定工作，支持他的工作。 “是甘孜州
的气候、美景，让我留了下来。 ”他说。

徐加全不仅为地方培训厨艺人才， 还经常
为驻训部队培养。 只要有电话，他都随喊随到，
决不日“壳子”。 他说：“自己学到了一技之长，不
能埋藏在心里， 而是要教会热爱这门手艺的人
们，让大家都能传承，并能发扬光大。 ”

如今，徐加全辞去了泸桥宾馆的工作，来
到泸定誉马宾馆承包下餐厅的经营， 让他欣
慰的是大女儿继承了他的手艺在大邑县开了
一家火锅店，听说生意很不错，儿子也正在西
昌学习新闻专业，很快就要毕业了。 而他的心
愿是孩子们能有自己的事业， 爱人能干好工
作，顾客能吃上干净、可口、美味的菜肴。

（本报记者 袁飞 宋志勇 文/图）

顾客满意就是最大心愿
■姓名：徐加全
■年龄：51 岁
■职业：厨师
■心愿：菜味如何？ 顾客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在乡城县地税局大厅的一角， 永江
梅正认真地给前来办理业务的个体户洛
绒扎西登记税收信息。 “江梅姐，实在太
感谢你了。 ”在办完业务后，洛绒扎西高
兴地带着笑容离开了大厅。 在数十年的
工作中，“江梅姐”是大伙最亲切地称呼。

从 1988 年参加工作以来，永江梅
就坚持在征收一线辛勤工作， 努力学
习，刻苦钻研，任劳任怨、严于律已。先
后从事了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
代开票等工作。 在征收的第一线,她总
是走在前面、干在实处，由于自身努力
和刻苦钻研， 很快便成了单位业务肯
干和征收能手。

小到纳税人的一个普通咨询，大
到纳税户的每一笔税款， 永江梅总是
亲力亲为，细心倍致，从不违背半点原
则。为了从业务上提高征收效率，她针
对自身所学专业与岗位要求存在的问
题，经常反复思考，仔细琢磨，查找原
因，推敲得失，通过自我提高，学习新
专业， 解决了征管业务上许多瓶颈和
难题。当组织要给予表彰时，永江梅总
是说“这没什么，我只不过是做了应该
做的工作而已”。

为了不让纳税人“重复跑”、“多头

跑”， 永江梅放弃休息时间，主动上门
开展服务，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就
连自己生病了也坚持在一线。 但对于
家庭，永江梅有着太多的对不起，没有
给家人太多的时间。

永江梅的同事告诉记者， 有一次临
近下班了，一位企业负责人来代开发票，
她怕纳税人跑来跑去耽误时间， 就一个
人留下来给纳税人开票，许多资料不齐，
又帮助纳税人补齐资料，复印、开票、缴
款， 饿着肚子加班两个多小时， 有人问
她，你傻不傻，她总笑着说：“人家太远难
得跑，我自己家就在这里，没什么”。

今年 2月， 河南勘测有限公司负责
人亲自将一面锦旗送到了乡城县地税
局，这面写有“业务精湛、尽职尽责”的锦
旗饱含着她多少的心血与努力。

当问起永江梅最快乐的是什么
时，她微微一笑说道，最高兴的就是看
见纳锐人、 农牧民群众在办完业务后
露出微笑的时候， 感觉自己比吃了蜜
糖还甜。对于愿望，永江梅显得有所惆
怅，她说因为自己太忙于工作了，很多
时候不在家里，希望家人多保重身体，
不要生病。

（仇桂香 实习记者 吴远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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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永江梅
■年龄：40 岁
■职业：乡城县地税局职工
■愿望：希望家人健健康康

■ 本报记者 宋志勇

今年 ７ 月 ， 一张带照片的社会保障卡出现
在我州大 、小的医院 、药店 。 不久我也从单位经
办人手里领到了一张带照片的社会保障卡 。 作
为一名参保职工 ，这张社保卡有什么功能 ，怎么
办理 、使用 ，覆盖什么样的人群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未知数 。 带着种种疑问 ，近日 ，记者专访了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管此项工作的副局
长杨永华。

记者： 你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社会保障卡
吗？

答：社会保障卡，从卡面上就包涵了持卡人的
姓名、身份证号、白底彩照、卡号、银行帐号、银联标
识、服务电话、发行号名称、发行单位等信息。直观，
功能多样、 识别能力强是这张社会保障卡的特点。
我州的社会保障卡是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ＩＣ
卡制作规范设计，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甘孜州农信社联合发
行。 由政府统一建设，按统一要求三年内覆盖我州
所有人群，我州户籍人员都将持有一张政府发放的
免费的社会保障卡，简称第二代社保卡。

记者：第二代社保卡有那些功能？
答： 第二代社保卡有社会保障功能和银行功能。

社会保障功能，一是持第二代社保卡能在州内(外)已
联网的定点医药机构住院、 门诊和购药进行直接结
算；今年 １０ 月 １ 日，省长一号工程省网平台建设，我
州第一时间测网成功， 截止目前已有 ２００多人/次实
现省网平台一表结算。 (省内 22家医疗机构)由于我州
办卡实际困难，考虑参保人群需求，我州退休人员一
代社会保障卡的资料也已上传省网平台，退休人员也
可持一代社会保障卡在省网台进行一表结算。实现二
代社会保障卡省管系统后，一代社会保障卡的资料将
不能运行，因此请广大参保人员就持二代身份证办理
二代社会保障卡。 二是在签订委托代扣服务协议后，
可实现直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
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将资金存入社会保障
卡的银行帐户，由所属银行统一代扣代缴；三是在国
内所属银行网点以及国内带有银联标志的自动(存)取
款机直接领取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等功能。 银行功能
是指甘孜州社会保障卡为人民币单币卡，具有所属银
行的所有功能，持卡人可持卡办理查询、存款、取款、
转账、消费、网上银行等金融业务。

记者：社会保障卡的办理流程有哪些？
答： 我州户籍人员且办理持有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数据信息无缺失的人员由州局统一制卡，到
户籍所在地的人
社窗口直接领取。
州外居民办理：必
须提供个人身份
证复印件和一寸
近期免冠白底（电
子 ）彩照 ，在州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网站下载相关表格填报后， 由单位或个人到
各区县人社局营业大厅窗口办理， 人社局开具新
增登记人员开新办卡证明后， 到农行和农信社相
关窗口办理领新卡， 再到人社局写入卡片社保信
息，新增人员必须是系统中无卡资料居民办理。

零星补换卡办理： 到各县人社局营业大厅窗
口办理，人社局开具零星补换卡证明后，到农业银
行和农信社相关窗口办理领新卡， 再到人社局写
入卡片社保信息。

记者：社会保障卡初始密码怎样更改？
答： 为确保社会保障卡中社会保障和银行两

个账户资金的安全， 各参保人在领取社会保障卡
后，应分别进行初始密码更改。

1、社保卡密码的更改：社会保障帐户密码长度
为 6位数字(原则上不使用生日作为密码)。 社会保障
帐户不得使用初始密码交易 (社会保障初始密码:
123456)，可在州、县社保经办机构和已州内外已联网
定点医院、药店的刷卡点按工作人员的提示更改。

2、银行账户密码的更改：可由本人持有效身
份证件到所属银行甘孜州各网点更改， 密码更改
后方可使用。 提醒广大市民在密码更改后应妥善
保管并牢记密码。

记者：社会保障卡有哪些特殊业务？
答：有以下四种情况的可办理特殊业务。 一是

因社会保障卡消磁、损坏、遗失等原因需要更换或
补办社会保障卡的，参保人需持社会保障卡（除遗
失业务外，下同）带上本人身份证原件到所属州、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后，到农
行或农信社网点进行挂失后申领， 再返回所属州、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卡中心开通社会保障功能。
二是社会保障卡的密码挂失及密码重置。 当持卡人
忘记密码时，应分别到甘孜州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和

所属银行甘孜州分行各网点进行密码挂失和重置。
三是社保卡密码：密码挂失和密码重置原则上由持
卡人本人办理，也可委托他人（持委托人身份证原
件）办理。 异地安置和异地居住人员，可将卡邮寄给
单位，委托单位社保经办人员办理。 四是银行账户
密码：密码挂失和密码重置必须由本人到所属银行
甘孜州分行各网点办理。 银行初始密码：农业银行
初始密码：168168 农信联社：123456

记者：目前还没有领到卡的人群有哪些，该怎
么办？

答：目前没有领到卡的人群有以下五类 :一是
还没有到公安机关办理二代身份证的， 这类人群
要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二代身份证后才能办理二
代社会保障———这类人群比重还比较大。 所以为
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请这类参保人员积极主动去
办理二代身份证。 二是个人户口转到州外的人群，
这类人群要及时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和一寸近
期免冠白底（电子）彩照，由单位或个人到州人社
局信息化建设科办理卡手续。 三是银行开卡失败
的人群， 这类人群要到各人社部门开具相关证明
后，到相对应的银行进行办理。 四是 16 周岁以下
人群，这类人群没有二代身份证。 现目前无法办社
会保障卡，但正在与省人社厅衔接，将借鉴其它省
的做法，以学生社会保障卡的方式进行制作。

记者：使用社会保障卡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应注意勿扭曲、折叠、摩擦、强压卡面，以

免造成损坏；勿直接在卡面上划写，触摸读写槽，
以免造成损坏；勿将卡靠近磁场（手机、带磁铁的
钱包等）、火源、水源、高温、高湿的环境，，以免造
成损坏；在数据读取过程中，请勿将卡抽出，以免
损坏读写器或芯片；请勿让其他电源接触芯片集
成电路的触点即卡片的几个金属接触点。

社会保障卡为您带来哪些方便？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管副局长答记者问 ■ 姜先耀

“爆竹声声庆迁居， 高高兴兴住新
房”。 12 月 2 日对泸定县得妥乡南头村
村民卫华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
子，在完成了历时一年多的“4·20”芦山
地震农房重建后，这一天他喜迁新居、举
家欢庆。 像卫华志一样全乡 678 户重建
户中已有 540 户完成主体修建， 有 288
户重建户已搬进新家， 其他受灾户也将
于年底全部搬进新家。

在“4·20”芦山地震中，得妥乡共 678
户农房倒塌，灾情十分严重。地震发生后，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乡党委、政府迅
速反应， 第一时间成立灾后重建领导小
组，逐村逐户查灾核灾，因地制宜制定切
实可行的重建方案，不等不靠、积极应对、
科学调度，动员全乡上下齐心协力，全力
投入到灾后重建中来。全乡群众迅速开展
灾后重建，大伙儿开动脑子、扑下身子、甩
开膀子，干劲十足，重建家园热火朝天，全
乡上下掀起一阵重建热潮。

但面对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宽的
难题，重建的道路并不平坦，不少困难农
户在困难面前缺乏信心和决心； 个别农
户脱离自身经济实际，一味求大求高，不
量力而行，建房资金缺口大；多数高半山
村组通村公路在地震中受损严重， 群众
运送建筑材料困难大、负担重，对个别不
通公路的村组来说更是困难重重， 严重

阻碍了重建的顺利开展； 加之农房重建
贷款审批较严 ， 农户贷款迟迟拿不到
手...... 交通中断没有阻挡全乡老百姓重
建家园的步伐，资金缺乏没有打击全乡
老百姓重建家园的信心，困难再多也没
有改变乡党委政府为民服务的赤诚之
心。在县委政府的支持和乡党委政府的
大力协调及全乡老百姓的互帮互助下，
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全乡 678 户重建户
中已有 540 户完成主体修建，完工率达
80%， 有 288 户重建户已搬进新家 ，入
住率达 42.5%。 共计发放重建小额贷款
户 283 户 ,1158.5 万元 ， 发放重建资金
600 余万元。 全乡 678 户重建户有望在
今年 12 月底前全部修建完工， 春节前
入住新居。

作为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南头村中搬
迁入住的第一户， 卫华志感激地说：“地
震虽然震垮了我的房子， 但我现在住进
了更好的新家，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老
百姓的关爱和支持， 有共产党做我们的
坚强后盾， 再大的灾难和困难我们也不
怕。 ”

“天灾无情人有情， 大灾大难显真
情”，一幢幢民房从满目疮痍的震后大地
上拔地而起， 美观结实的新房印证着那
段同舟共济渡难关的艰苦岁月， 凝聚着
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关心关爱。 这些房
子并不仅仅是房子，更是架在党员、干部
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288户重建户喜迁新家
———泸定得妥乡“4·20”芦山地震农房重建记

本报讯 （叶强平 杨琦 ） 12 月 2
日 ， 理塘县甲洼乡卡娘村正珠从县农
村信用社存取款一体机里取出 800 元
钱 。 她高兴地说 ：“以后再也不用花一
天 往 返 县 城 60 多 公 里 取 钱 和 存 钱
了 ! ” 随着该县首家村镇自助银行开
张 ， 理塘县乡镇无金融服务网点的历
史从此结束 。

据了解 ， 理塘县甲洼乡地处海拔
3600 多米的半农半牧区，农牧民用钱和
存钱需要到 30 多公里外的县城办理。俄
曲村牧民泽仁拉姆说：“由于区乡没有银
行， 每年挖虫草等挣的钱为了方便只好
放在家里，最害怕偷、火灾，还害怕娃娃
悄悄取走乱用。 ”今年 9 月，理塘县农村

信用社在甲洼乡布放了一台存取款一体
机， 经过 70 天的试营业，11 月 26 日正
式开业运营。

该县农村信用社还在甲洼乡布放
了 EPOS 机具，设立了小面额人民币、残
损币兑换点，提供流动银行定期下乡服
务 ， 接受小额农户贷款申请等便民措
施， 受到当地农牧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其中 ，小面额 、残缺币兑换业务金额已
达 1.35 万元，便民存取款业务金额已达
28.47 万元。

据理塘县农村信用社主任德青介
绍，自存取款一体机营业以来，不但为附
近 5 个乡、10000 多名农牧民带来实惠，
还为旅客提供了便利。

理塘高海拔农牧区
有了首家村镇自助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