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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街动态

凡人

小喇叭吹奏平安曲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魏瑞明 李晓寒 文/图

“防火防盗，小心门户，注意安全！”
每天傍晚，在管城回族区北下街社区总会
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人们知道，这是已
经 80岁高龄的退休工人虎振华又开始了
他18年来从未间断的“工作”。

小喇叭陪伴十八个春秋
1990 年，62 岁的虎振华退休。当时

北下街刚刚进行了拆迁改造，和许多邻居
一样，虎师傅和老伴告别了居住多年的旧
屋搬进了楼房，周围的邻居也增添了许多
陌生的面孔。

这时，派出所民警找到了虎师傅，动
员他参加居委会的治保队伍，并把一只小
喇叭交给了他。从此，这只小喇叭伴随着
虎师傅走过了 18 个春夏秋冬，迎来送走
了 4 任社区民警，先后更换了 4 只喇叭。
每天傍晚，虎师傅伴随着夕阳，往返于周
围的楼房、院落，提醒邻居们注意安全，就
像是每晚的新闻联播一样准时，听惯了虎
师傅小喇叭的李大娘说：“虎师傅的小喇
叭，就像是天气预报一样，哪天听不到就
觉得少了点东西。”

难以割舍喇叭情
自拿起小喇叭那天起，虎师傅就

坚持每天的“功课”，和小喇叭结下了
深厚情谊。开始时，邻居们有人不理

解，以为虎师傅退休后干起了“第二
职业”，还有的个别人取笑虎师傅想
挣钱，也有人提醒虎师傅，免得被坏
人报复。

虎师傅坦然自若：“我干的是为大家
安全着想的事，至于说报复就更不怕了，
俗话说邪不压正，我只会让坏人怕我，我
绝不会怕他们。”听到虎师傅坚定的回
答，相濡以沫 58 年的虎大娘也打消了顾
虑：“他每天出去转转是好事，也可以锻
炼身体，我在家给他做好后勤。”在虎师
傅心里还隐藏着一个秘密：我出去从不
让老伴跟着，因为怕遇上事让她担心。

自 2002 年成立社区巡防队后，虎
师傅用小喇叭提醒居民居安思危的做
法，使巡防队员得到了启发。很快北
下街办事处的 7 个社区巡防队都配备
了小喇叭，每天傍晚都回响起那温馨
的提示声：邻里关照、防火防盗、小心
门户、防止煤气中毒。虎师傅自豪地
说：“我们的队伍壮大了，群众也愈发
安全了。”

小喇叭陪伴他走过了十八个春秋，为了居民平安，80岁的虎大
爷仍坚守在“巡逻”岗位上——

中科院院士助力发展
森林生态学家蒋有绪受聘惠济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阎艳芬 张超）日前，中国科学
院院士、森林生态学家蒋有绪正式受聘于惠济区，指导该区生
态建设思路，协助解决实际问题。

当日下午，蒋有绪院士先后到思念果岭山水、邙岭生态
园、黄河滩区实地察看，调研林业生态建设及黄河滩区开发情
况。“惠济区不愧为郑州市的大氧吧和后花园，不过生态林呈
现出树种结构单一，层次不合理，档次不够高等，应提升绿化
档次。”蒋有绪说。随后，惠济区负责人向蒋有绪院士颁发聘
书，蒋有绪成为惠济区农业高新区院士工作站迎来的首位特
聘院士。

据了解，刚成立的惠济区院士工作站以企业为主体，以科
协为纽带，借助院士外力，为政府提供正确决策和为企业解决
高、精、尖技术难题。该区负责人表示，他们要让院士工作站
逐步成为企业的“人才库”、“智囊团”和“攻关组”，从而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连敬春 ）“我没啥文化，但我知
道，农民每月领养老金，这还是第
一次……”几天前，68岁的迎宾路
街道木马村村民崔老汉激动地
说。作为该区“全民社保”的首批
受益者，他今后每月将领到 100
多元养老金。

全民养老保险是今年我市

“十件实事”之一，自８月１日
启动以来，惠济区高度重视、积
极行动，辖区群众高度关注、积
极参与，９月份，此项工作已在
全区全面铺开。截至目前，该区
长兴路和迎宾路办事处参保登
记人数 1248 人，全区参保登记人
数达 1500 人，522 人开始领取养
老金。

科普大篷车科普大篷车科普大篷车科普大篷车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实习生 梁爽 李胤

文/图）昨天上午，建中街办事处携手市科技馆
与四十四中、陇西路小学等辖区内7所学校，在
建华社区文化活动广场举办“红红火火社区行
暨科普大篷车进社区”活动。

此次出动的郑州科技馆科普大篷车，配
置有 30 件（套）展品，内容涵盖声、光、电、
磁、力学、数学、机械、信息科学等学科，具有

较强的科学性、知识性、参与性。还有近 60
多块科普展板，内容有天文科普知识、宇宙
与生命科普知识、基因与健康科普知识、环
保漫画、奔向太空、人体与健康知识、50 多个
科技小实验等。随车有专职讲解员现场讲
解。

辖区内 20 余名科普志愿者免费为辖区的
居民群众发放了科普知识宣传页、册600余份。

惠济区

村民喜领养老保险金

金水区

政协委员宣讲文明
本报讯（记者 高凯）昨日，记

者从金水区获悉，该区举行省、
市、区级政协委员走进辖区群众
家中，讲文明礼仪知识活动，同
时，收集辖区群众对创建工作的
意见。

在活动中，该区根据委员们
的工作或居住地进行就近安排，
将首批 94 名省、市政协委员和
198 名区政协委员合理安排到全
区 17 个镇、街道办事处，并规定
每位委员联系 10 户家庭，做到每

个社区不漏走，每户家庭不走
重。

该区一位负责人介绍说，委
托给委员们的主要任务是讲解
文明，为辖区市民灌输文明生活
习惯。另外，向辖区群众发放文
明学习手册，并记录辖区群众对
创建工作的意见。

据了解，截至目前，政协委员
们共发放2920份创建工作宣传学
习资料，收集到 1 万多条群众意
见。

北下街办事处

社区文化火起来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班计划）一场居民迎接“第十
届亚洲艺术节”文艺演出在管城
回族区北下街办事处西昌社区举
行，十余个社区居民自拍自演的
文艺节目受到欢迎。

北下街办事处辖区是我市
老城区居民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
之一，这里的散居居民和老年居
民较多，过去街坊邻居聚在一起，
除了闲聊，就是靠打牌打发时
光。为使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丰
富起来，北下街办事处筹集资金
90多万元，在各社区建成“社区文
化活动站”。活动站设有图书室、

棋牌室、乒乓球活动室、居民健身
室等。“社区文化活动站”针对不
同人群的年龄特点，引导居民组
成合唱队、秧歌队、腰鼓队、抖空
竹队等文体队伍，利用周末时间
进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体
育表演比赛，参与活动的居民越
来越多。

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给社
区带来一系列崭新变化，创造了
连续 8年社区无刑事犯罪的良好
记录，街道先后获得“全国先进文
化站”、“全国和谐邻里建设示范
街道”、“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
集体”等荣誉。

9月20日，东风路街道团工委在辖区主干道交叉口，开展创建文
明城市志愿者服务亭系列宣传活动。辖区各高校的志愿者身着志愿者
T恤，头戴红色帽子，在十字路口发放创建文明城市宣传手册、倡议书，
劝阻不文明行为。 通讯员 吉 月 摄

近日，在中原区棉纺路街道，有一支由老年居民自发组织
起来的“老年志愿者服务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们每
天从早到晚，在社区楼院、菜市场、街头公交站以及五一公园
等场所，捡烟头、收集废旧电池、劝阻不文明行为，以自身的
一言一行，履行“文明中原，从我做起”的光荣承诺。

“队长”是个“社区名人”

提到这支队伍的“领头人”王自强队长，居民们都会说：
“他可是俺这儿的名人啊，可有号召力了！”今年 60岁的王自
强老汉，家住棉纺路街道三棉社区，由于长期以来热心公益，
尤其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后，以一名普通市民的名义，做了
不少宣传奥运和支持奥运的公益性活动，所以提到他，大家
都不陌生。

王自强说，大概两个月前，他无意间在《郑州日报》上看
到，市里倡议市民为郑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而行动起来，当
时就萌生了这个想法。老王还介绍说：“俺这支队伍不断地
在扩大，目前‘在编’的有李凤君、张双月、徐建中、袁月珍等8
人，但每天随时随地加入的‘不在编’的人数不好统计！”王师
傅边说着，边拿出一本“花名册”，原来，每天都会在他的花名
册上出现的，就是他所谓的“在编”。老王说，今天一上午，大
伙捡了上千个烟头，还有废电池和碎玻璃。

混入一个45岁的“老人”

在这群老年志愿者中，年纪最大的，是今年 76岁的袁月
珍阿姨。袁阿姨家住向荣街 9号楼，年轻时曾当过王自强的
红娘，所以老王这次最先将她“入编”。而最年轻的，则是今
年45岁的唐旗先生。唐先生看上去像个文弱书生，说起话来
也很幽默，显然他是这群老年志愿者中的“活宝”。他家在三
厂社区绿化西街4单元居住，因为患有眼疾，所以不得不提前
病退了。十几岁时就成烟民的他，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
戒掉了烟瘾，而目前跟随老年志愿者们捡起烟头儿来，更是
感慨万千。他说：“抽烟首先对身造成危害，其次吐出的烟雾
又危害了他人，最后随地丢弃的烟头，又污染了环境，百害无

一利啊，属于极不文明的行为！”

绚丽夕阳红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文/图

昨天，中原区执法局派驻二中队开展了爱树护树活动。针对《郑州市城市园林绿
化建设管理条例》进行了专项执法，重点对在树上钉钉、悬挂广告、缠绕绳索等违规行
为进行查处，为城市树木“松绑、拔刺、洁身”。 本报记者 靳 刚 摄

昨日上午，“百名医疗专家健康教育进社区”科普活动，在金水区凤凰
台办事处辖区举行，名医和名护士走进居民家中，提供义诊，为家庭量身
定做健康生活计划。 本报记者 高 凯 摄

树绿了 路宽了 文化生活丰富了

任庄村民过上都市生活
本报讯（记者 高凯）芳草鲜花，绿树青青，昨日，

当记者来到金水区任庄村时，一排又一排错落有致沿
街而立的小别墅，一条又一条宽阔的马路，让记者感
觉这里的确已经城市化。

刘慧琴是任庄村一名普通农民，去年这个时
候，记者应邀来到该村采访科技兴农时，她是采访
对象。去年来到该村时，由于天下着小雨，她家旁
的一条大街上到处是泥巴，记者跟着服务队和她
一起从村头走到村尾，见到的全是黄泥地和路两
旁的烂树枝。

而今，再见刘慧琴时，她家已经有了小面包
车，人也比以前更时髦了。顺着宽阔的柏油路走
上她家院里的水泥地，农家小院变得干净整洁，处
处都有花草芳香，新农村建设，已经让任庄农村走

进了城市。
2007年，该村在金水区新农村建设指挥部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进行环境改造。政府投资1000多万元，改
造马路、排水渠、栽行道树，安装路灯和垃圾桶，以及
为村民家中装沼气池。

来到刘慧琴嘴里不住夸赞的任庄村文化广场，记
者看到一个长十几米的大舞台立在广场上，几个村民
正在台上唱着戏。该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

广场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只要是逢年过节，
这里一定会有大戏上演。过去一到晚上很多村民都
是打牌、喝酒聊天，现在有了这个文化广场，很多村民
都有了新的爱好，唱戏、跳舞等，村里还专门请市里的
老师来教过。

采访结束后，记者乘车在该村转了一圈，这一圈
竟然没有碰上一条土路，眼前除了青青绿树，就是迎
面而来的小轿车和一张张笑脸。

为树木“拔刺” 为居民义诊

开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