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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流动党校遍布田间地头

党员受教育 农民得实惠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王淑萍

郑艳丽）作为养殖、种植大镇，古荥镇田间
随处可见“党员远程教育示范基地”的牌
子，这种被称为流动党校的示范基地，仅
古荥镇就有 45 个。近年来，惠济区把培
训课堂和田间课堂相结合，利用遍布田间
地头的流动党校提高党员自富带富能力，
目前，全区农村 45 岁以下党员每人掌握
1～3门致富技术技能。

古荥镇是惠济区最典型的农村，辖10
个行政村，有农村党员 692 名，远程教育
终端接收站点 11 个，几年前就覆盖各
村。站点设立后，如何进一步调动党员和

村民的积极性？该镇通过建立种植养殖
示范基地和党员示范户，带动农民学种
植、养殖。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古荥村一
片葡萄园，旁边一标牌：农村党员远程教
育示范基地。党员郭春会是这片葡萄园
的所有者，“经常有村民来这儿‘取经’，镇
上还定期组织农业专家到这儿给农民讲
课。”郭春会说。在基地带动下，目前葡
萄种植已在附近形成规模，越来越多的农
民从葡萄种植获益。

古荥村的韭菜也远近闻名。靠种植
韭菜致富的古荥村党员李东亮，通过远程
教育网络学习到韭菜种植技术，然后利用

他的示范基地，动员本组其他群众种植韭
菜，并帮助解决销路问题。古荥村的韭菜
种植户由原来的 12 户发展到现在的 300
余户，种植面积由原来的 34 亩发展到现
在的 1000 亩，现在每亩韭菜年平均收入
6000元左右，古荥村已成了颇具规模的韭
菜基地，占到郑州韭菜销量的40%。

养殖业是农民另一增收渠道，也是
“流动党校”的重要学习内容。岭军峪村
党员张银秀的养鸡场是养殖示范基地，她
不仅无偿教给村民技术，还在资金上帮助
30多户群众也开始蛋鸡养殖，经济效益逐
年增加，该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鸡专业

村,她本人也被评为惠济区十大创业先锋
之一。程庄村一村民说：“这样的流动党
校，把培训课堂和田间课堂相结合，既是
传授科技的生动课堂，又是农民获得致富
信息的主要途径。遇到技术问题，还可以
电话请专家去现场指导，乡亲们都形象地
称流动党校为‘及时雨’。”

惠济区委组织部电教中心负责人表
示，为提升流动党校教学质量，他们依托
区委党校、科协、农业等部门，把专业技术
人员充实到教学队伍，定期到 189个党员
示范基地和数百个示范户授课，促进农民
增收。

在金水区博物院社区，只要提到张
桂仙这个名字，有人会开心地拍手，也
有人会“浑身发抖”，这个不拿薪水在社
区服务 20 多年的老太太，人称“万事
管”，20多年来，她不怕得罪人、不怕人
批评，热心地为社区居民当着大管家。

脾气坏心肠好

昨日早上 6 点，记者跟随张老太
来到绿文广场家属院的值班室，这里
也是张老太的办公室。一般情况下，
老太太都会准时准点地来到这里，不
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从不误工。

“我的姑娘、儿子都说我干这些活
儿纯粹是瞎操心，但我不这样认为。
社区的事儿是大家的事儿，事情虽小，
但总要有个人去忙活。”张老太笑着对
记者说。

72岁的张老太退休前是一家园艺
厂的工人，退休后，张老太热情不减，
默默地打理起社区的花花草草，一干
就干了 20 多年。不过，张老太不光忙
社区的环境，还有谁家的东西丢了，为
什么事情吵架了等等，她什么都管，而
且管得紧，管得严，对了就表扬，错了
的话，张老太就会露出她的泼辣本色，
狠狠批评。

去年年初，张老太做完心脏搭桥
手术出院没几天，就拎着个大扫帚来
到社区打扫卫生，社区的小李知道老
太太才做过手术，不能太劳累，就死
活不让老太太打扫。谁知老太太劈
头盖脸就吵了小李一顿，责怪小李在
她不在社区的情况下偷懒，没有把社
区的工作干好。憋了一肚子委屈的
小李是无可奈何，只是含着泪水听老
太太批评。

“一点也不会计较老太太的批
评，老太太其实人很好，很负责任。
她也是因为看到了社区没有被打扫
干净，才批评了我。就这精神，都值
得我们年轻人好好学一学。”小李对

记者说。
管家兼办事员

虽然，当着大管家的张老太常常
会骂人，但社区居民们绝对不会因此
而责怪老太太，因为居民们都知道，他
们之所以有这么美的生活环境，都是
老太太跑腿跑出来的。

2005 年，博物院社区要安装健身
器材，这本是一个好消息，但因为社区
里停车位紧张，有部分居民不愿意让
装。这边是热爱锻炼身体的居民让
装，那边是担心没有停车位的居民不
让装，于是，居民们为此争执起来，并
决定请张老太出面解决。张老太对情
况进行了解后，双方各打十大板，批评
为此事争执的居民不知道互相为对方
考虑。然后，老太太一个人跑去和安
装部门、小区物业进行协调，最终在忙
了一个多月后，搞了一个皆大欢喜的
结局。

“老太太就是有办法，现在社区的

居民们还都清楚记得这事儿。要不是
老太太在中间跑腿，很可能是安装部
门随意装上健身器材，弄得大伙儿现
在都不会有安静的日子过。”居民刘先
生向记者夸赞起张老太的热心事儿。

真心换来真爱

社区的老人们没事都喜欢聚在一
块唠唠嗑，打打麻将，可张老太却没这
些嗜好，她平时呆在值班室里干的最
多的就是缝钱包和纳鞋垫，钱包送给
老年人，而鞋垫则送给社区的年轻
人。张老太自豪的对记者说：“现在社
区不少老年人都有她缝制的钱包，而
鞋垫更是跨海越洋，社区一些年轻人
出国上学，她都会送上亲手纳的鞋垫。

当管家、当办事员，张老太用一颗
热心把社区打理得井井有条，居民们
也是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毕竟老太
太已经 72 岁了。年初，张老太太因为
患病住进医院一段时间，居民们得知
老太太住院后，纷纷来到医院探望。

社区有个“万事管”老太太
本报记者 高凯 实习生 时芳芳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阚安生 王天朗 文/
图）一个梨子竟能长到一斤多重！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还不敢相信，二七区马寨镇刘胡垌村李满长种梨树远
近出了名。

李满长今年 53 岁，原是中原制药厂一名老工人，
儿子 1992 年也在药厂参加了工作。12 年前儿子先下
岗回家，8 年前老李也因企业不景气下了岗。老李没
被暂时的困难吓倒，回村承包了 70 多亩荒地试种果
树。

说起种果树，对当了大半辈子工人的老李来说是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刚开始因不懂技术，按着桃三、
杏四、梨五年的老话，投入全部积蓄，以每棵苗15元的
价格，分别买回一大批樱桃、杏、李子、桃、梨树苗木，起
早贪黑地忙活起来。果树长到一人多高，几天时间说
死就死，好端端的桃树、杏树、李子树先后突然枯萎，这
下让李满长傻了眼。

无奈之下，老李只好求助于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的专家。专家经过实地查看和土壤分析，结论
是当地土质不适合种其他果树，只能种梨树。在专家
指导下，老李很快学会和掌握了施肥、剪枝、病虫害防
治技术，重新开始了二次创业。

为了种好梨树，老李折腾完家底，又贷款购买新品
种树苗，把全家都搬到果园里吃住。按专家的指点，精
心修树剪枝，不用一点化肥，没有一点化学污染，一干
就是5年多，终于结出硕果。

李满长指着用专门网兜吊着的一斤多大梨告诉我
们，这种梨名叫爱宕梨。原产自日本，因为是第一年结
果，现在个头还是小的，真正成熟后每个梨可以长到8
斤重。这70多亩梨园里，除了日本梨外，还有美国、新
西兰、韩国等国家的30个新品种。果树研究所已正式
把整个梨园列入科研实验基地，许多果实还要拿到北
京去展示推广呢！

看着满院累累的硕果，李满长说，今年收回 6万多
成本不成问题，来年再开个农家店，好日子就不愁了。

我市首个“书画长廊”
亮相西大街办事处

本报讯（记者靳刚 通讯员欧曼如 文/图）昨
天，记者在西大街办事处市三院社区见到了一条
长近50米的精美书画长廊，30多幅具有教育意义
的美丽图画被镶嵌在精美的镜框内，显得特别漂
亮。

为让更多的居民加入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
项活动中，西大街办事处专门在市三院社区精心
打造了这个以“你我共同参与，书画彰显文明”为
主题的“书画长廊”。他们组织辖区公共单位、机
关人员以及社区有书画爱好的居民都积极投稿，
经过认真筛选，评选出30多幅独具特色的书画作
品，悬挂于社区内。

奇妙异形诗 浓浓奥运情
本报讯（本报记者 王璇 实习生 郝萌）北京奥运会即将到

来，中原人民祝福北京奥运会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您见过
横读纵念都一样的诗吗？

奥运健将当今雄
运动将儿今世英

健将比赛相争争
将儿赛前思英雄
当今相思盼汇聚

今世争英汇北京
雄英争雄聚京城

昨天，记者在政六街的一个家属院里见到了这首异形诗
的作者——赵尧森。在赵老先生家中，记者看到了他专以奥
运为题材创作的20多首异形诗。赵老先生说，这二十多首异
形诗，是他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修改才创作成功的，诗的内
容都是以2008年奥运会为主题，目的就是为了表达咱中原人
民对2008年奥运会的期盼和祝福。

今年 66 岁的赵尧森是河南网通公司的一名退休干部，
上世纪 70年代初他受“藏头诗”的影响开始创作七言七字的

“纵横诗”，随后发展为菱形诗、扇形诗、圆形诗，统称为“异形
诗”。目前，赵老先生的作品已达700多首。

昨天上午，南关街道办事处仁寿里社区向居民发出《倡议
书》,恰值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奥运在北京举办，全体
居民要秉承“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争做文明市民。
图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倡议书》。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摄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克东海 耿永胜 文/图）碧绿
的草坪上开满了鲜艳的花朵，可爱的奥运福娃摆出各种动感
十足的姿势，为北京奥运加油欢呼。8月7日上午，上街区新安
办朝阳社区68名小朋友在社区新成立的“心愿屋”里描绘着自
己对北京奥运的祝福和期待。

“心愿屋”的四周墙壁上画满了各种奥运福娃形象，小朋
友们认认真真地创作着自己的作品，墙上没有位置了，不少小
画家们拿出画板创作。

小朋友画福娃祝福奥运

上街区委党校

创新干部培训模式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宋志平）为了

更好地培养干部，锻炼干部的各项能力，上街
区委党校创新培训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整个培训突出学员的主体性和参与广泛
性，实施了学员论坛、突发事件媒体应对情景
模拟、无领导小组讨论、公选模拟面试、辩论
赛等体验式教学模式，并实行了民主管理。
培训全程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
识灌输与素能训练相结合，务实、全面、灵活。

结合今年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理论
宣传主题，该校相继开展了学员论坛主题演
讲及模拟公选面试、辩论赛等，提高学员的心
理素质和综合协调能力。

棉纺路办事处

设人大代表活动日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金杰）每

月 9 日，是棉纺路办事处“人大代表活动
日”。辖区人大代表和居民群众坐在一起，
认真听取居民意见，协调有关部门解决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为了加强基层人大代表与广大选民群
众的密切联系，棉纺路街道人大工委将每个
月的 9 日设为“人大代表活动日”，在各家属
院设立“人大代表信箱”，并将人大代表联系
方式向群众公布。群众反映的问题，人大代
表在第一时间协调有关部门予以解决。三
棉社区李大妈通过“人大代表信箱”反映粮
管所平房长期无人管理，下水道阻塞，院内
污水横流。丁振忠代表立即协调街道城管
科和社区工作人员，对粮管所平房周围垃圾
进行清理，并每户收取一定数额卫生费，指
定专人负责卫生管理，彻底解决了这个关系
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民生问题。

西大街办事处

引导青少年绿色上网
本报讯（记者 靳刚 实习生 唐炯炯 通讯

员 欧曼如 文/图）为引导和帮助辖区青少年
正确使用互联网，树立健康上网理念，西大街
办事处在平等街社区举办了“青少年免费电
脑培训班”。本次培训班将招收 45 名孩子，
附近的居民可以尽快报名。

通过正规的培训，不仅能够让青少年学
习到有益的电脑和网络知识，而且能够教育
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上网观念，真正发挥网络
的学习和健康娱乐功能，避免不良网络信息
和应用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他们已免费为
360名青少年进行了培训。

陇海马路办事处

开展节能减排家庭行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董清贞 王

永宏）“节能减排家庭行”主题活动正在管城
回族区陇海马路办事处辖区如火如荼展
开。活动旨在倡导健康绿色的现代生活，重
塑社区家庭绿色消费新模式。

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陇新社
区开展倡导居民使用节水器具、使用节能电
器、使用无磷洗衣粉、使用菜篮子和布袋子、
拒绝过度包装商品、注意一水多用和节约用
水等节能活动。社区通过组织“资源节约居
民志愿者”、设立“家庭节约资源光荣榜”、评
选“节能环保社区家庭”、创建“节能减排家
庭行示范社区”等形式，增强居民节能减排
意识，专门开办“节能减排家庭行”专题网
站。

峡窝镇实施关爱工程
本报讯（记者 陈锋 通讯员 崔向辉）让每一位职工都拥有

健康向上的体魄心态，这是上街区峡窝镇职工健康关爱工程
的主旨。活动让郑州欧亚空气炮公司内外焕然一新，干部员
工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快乐工作。

早在 2006 年，该镇组织专家对 6000 余名职工免费体检，
发现“非健康”、“亚健康”状态已成为影响职工身心健康的大
隐患。也就是从那时起，该镇决定实施职工健康关爱工程。

他们组织专家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地
宣讲健康知识，发放宣传资料，并为每位职工建立健康档案。
关爱工程不仅仅关注职工的身体健康，更注重精神及文化层
面。该镇积极推动企业民主管理，为职工参与企业决策畅通
渠道，并开展形式多样的职工“创新创效”活动。

新事凡人

一个梨子一斤多 甜蜜生活有盼头
下岗工人拓荒种果八年痴心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