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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普通老党员的弥留心愿：

100元交最后一笔党费
500元捐四川灾区同胞

本报讯（通讯员 孙蔚 记者 刘玉娟）“请
把这100元作为最后一次特殊党费上缴党组
织。另外，替我给四川的灾区人民再捐 500
元……”昨日，中原区棉纺路街道五棉北社
区老党员侯成亭的子女，向社区书记胡爱琳
讲述了他们的老父亲侯成亭弥留之际的再
三嘱咐。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在场的人，都被

这位老人的临终善举感动得落泪。
侯成亭是居住在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

街道五棉北社区 2街 75号楼的一名老党员，
有着 58 年的党龄。老人 1949 年参加工作，
1957 年从山东青岛调入原郑棉五厂。10 月
29日早上，老人病逝，享年 84岁。这位老人
在弥留之际要求子女代他把 100 元钱作为

“最后一次特殊党费”上缴党组织，尽一名共
产党员的最后忠诚，同时，他还心系着四川
地震灾区人民，让儿女代他为灾区再捐 500
元善款。

“让我们向这位可敬的老党员致以崇高
的敬意！我们社区党组织会完成老人的遗
愿！”五棉北社区书记胡爱琳含泪激动地说。

寻人“专家”
——巡防队员李红跃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璇 实习生 郝萌 文/图

将寻人启事的内容写在大大的气球上，举
着气球在街头寻找；将失踪女孩的照片挂在汽
车上，开着车走遍郑州的大街小巷；广告牌寻
亲、挂历寻亲……近几个月内，记者分别在街
头看到别出心裁的寻人启事。经多方打探，了
解到想出这几个寻人启事点子的是郑州市中
原区巡防办的巡防队员李红跃。

昨日上午，记者见到了李红跃。他今年26
岁，2003 年加入巡防队，至今已 5 年。“巡防队
员的职责和警察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
务。”李红跃告诉记者，他曾经的梦想是做一名
警察，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5 年
前，他凭借着为老百姓服务的信念，通过重重
考验，进入到中原区巡防队。5年来，他时刻牢
记着“巡防为民、为民巡防”的８字箴言，兢兢
业业地工作，换来了 5个“郑州优秀巡防队员”
的荣誉称号。今年６月，他开始负责中原区巡
防办的宣传工作。为了做好工作，李红跃自掏
腰包购买了照相机、摄像机这些电子设备。

李红跃告诉记者，巡防队员帮助一些迷

路、走失的老人、小孩回家，一般会通过询问附
近市民、联系110，或直接联系亲人等方式帮他
们找到家。但要是遇到出来找人的家属，事情
的难度就增加了很多。“看着那些寻亲的家属
面容憔悴，拿着寻人启事四处散发，既达不到
很好的宣传效果，往往花销也很大，我就想有
没有更好的方法能帮助他们。”

于是，看到路边有人玩气球，李红跃就想
起用较大的氢气球挂上寻人横幅；看到经常
有人举牌做广告，他就想起来让寻人亲属排
成长队，举着印有心形的广告牌寻人。马上
要到 2009 年了，市民需要买挂历，他就想起
了制作寻人挂历。通过这些方式，一个月内，
他已帮助 4 个家庭寻找到了他们走失的亲
人。李红跃说，他的力量也很微薄，就是想通
过一些新颖的方式，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借助
媒体的力量来帮这些人尽快团圆。最后，他
告诉记者：“下一个寻人策划我已想好了！”记
者让他稍微透露点细节，而他却神秘地笑着
摇摇头：“保密！”

倡导环保理念
巧手变废为宝

本报讯（记者王亚楼 通讯员刘丽军 赵
东东文/图）用旧衣裤、洗衣粉袋子做成的购
物袋，用小块布头纳成的绣有精美图案的鞋
垫，用毛线头钩织成漂亮的装饰品、凳子上的
座垫、喝水杯子的外套……日前，记者走进上
街区工业路社区的活动室，见到这些外形漂
亮的手工艺品。这些手工艺品是居民们为了
宣传环保理念，废物巧利用亲手制作的。

上街区工业路社区在文明城区创建活动
中，积极向辖区居民宣传环保知识，号召居民
朋友想点子、出新招，利用日常生活中各种废
弃物料制作出环保实用的生活用品。经过紧
张的筹备，由 10 个家庭做成的手工环保作品
终于完工，面向居民展览。

记者看到，在该社区活动室里，许多市民
对这些变废为宝的手工作品爱不释手。

图为一位居民在展示用毛线头编织的小
乌龟

社区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薛建州 文/图

一个月只有 13 元工资，当居委
会主任一干就是 20 年；连续 8 年让
出老党员补助金，交给组织用于救
助特困家庭……被大伙夸为社区

“常青树”的老共产党员王月仙，是
二七区五里堡街道办事处建新北街
社区的普通居民。

自办幼儿园解决入托难
昨日上午，记者慕名来到二七

区月仙艺术幼儿园，见到王月仙老
人时，她正在有声有色地给孩子们
讲故事。

1925 年出生的王月仙，1956 年
随丈夫落户郑州，1966 年任建新街
居委会主任，一干就是 20年。一提
起当年她入党参加革命的日子，脸
上布满皱纹的王月仙双眼噙满了泪
花：“当年刘胡兰被敌人砍头的时候
才17岁，我入党时也刚17岁。许多
党员，为了革命献出了生命，我们没
有理由不珍惜今天呀！”入党 66 年
来，她始终牢记自己是个党员，心里
时刻装着群众。在担任居委会主任
期间，为解决双职工子女入托难问
题，她萌发了创办幼儿园的想法。

后来，王月仙终于找到一间闲
置旧平房，用自己积攒的钱办起了
幼儿园。人家不收的哑巴、瘸子等
残疾儿，她不嫌弃；刚出生 56 天的
婴儿，她不怕麻烦精心喂养；职工的
孩子入托有困难，她给予照顾。就
这样，幼儿园以服务辖区群众为宗
旨，收费标准低，很快从只有 2个孩
子猛增到 80多个。近年来，凡是下
岗、低保、特困家庭，只要拿着有关
证明，王月仙都给予减免托费，赢得
了社区居民的赞誉。

由于年高岁大，力不从心，今年
8 月，王月仙特地聘请了园长，可仍
闲不住，一有空就拄着拐杖来到幼
儿园，把爱心献给孩子们。

八让补助金情系困难户
从 2000 年起，王月仙已连续 8

年把市委组织部门发放给她的建国
前老党员补助金，交给组织用于救
助困难群体。

根据上级有关政策规定，组织
上定期对有困难的老党员发放补助
金。1942年入党、1948年参军、1955
年复员的王月仙老人，也在被照顾
之列。可她总是说自己能克服困
难，不愿接受组织照顾。

其实，王月仙的家并不富裕，老
伴去世早，她年老体弱多病，主要靠
伤残复员军人补助费和居委会退休
金生活，两费相加仅有 800 多元。
可老人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
风，省吃俭用，从不给组织添麻烦。

今年“六一”前夕，组织上把王
月仙让出的补助金，给辖区贫困家
庭孩子买了书包和文具用品。当看
到孩子们高兴地背上新书包，齐声
喊着“谢谢王奶奶”时，她心里乐开

了花。

捐款献爱心一次都不落
在生活上，王月仙对自己很

抠，可扶贫济困送温暖、拥军优属、
捐款捐物献爱心等公益活动，次次
都有她的身影。

今年 5 月，在四川发生大地震
期间，王月仙突发脑出血病昏倒在
幼儿园，老师们赶紧打 120 急救电
话，及时把她送往医院抢救。由于
病情严重，医院下达了 3 次病危通
知，后来，医生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她
的命。做了开颅大手术的王月仙刚
苏醒过来，就急切地问女儿：“给地
震灾区的钱捐了没有？”

“妈，捐了 5000 元。”听了女儿
的话，王月仙才放心地点点头。

就是这样，王月仙把全部精力
倾注于街道社区，定位于平民百姓，
服务于社会底层，究竟捐了多少钱，
她从来没有记过，书写了一个老共
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金水区

整治不文明养犬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秦兵）街上遛狗必须

携带养犬证和养犬标识，束犬链必须由养犬者牵
领。昨日下午，金水区行政执法局对辖区不文明养
犬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此次专项整治的内容包括犬只不注册登记和
注射疫苗、不清理粪便、不制止狗吠等不符合城市
养犬管理规定的养犬行为。

在整治活动中，记者跟随执法队员来到文化
路、丰产路、经七路、红专路等一些路段，执法队员
分别对一些未办养犬证、未给犬只上链的养狗者
进行罚款或批评教育。一位未给犬只上链的养狗
者对记者说：“我的狗比较小，所以没有上狗链，再
说这狗很听我的话，只要我喊一声它就会过来。”
不过，现场围观者并不认同这位养犬者的说法。
一位市民当即反驳道，遛狗就应该上狗链，这狗就
是再通人性，它也是畜生，不一定哪会儿会不正
常，跳起来就会咬人，不少围观者纷纷表示支持。

二七区

农民专用水厂开工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阚安生 王天朗）

昨日，二七区马寨乡水磨村、申河村等村庄的农民
奔走相告，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的专用水厂——王庄
水厂破土动工。这也是市内五区第一座以集中供
水方式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工程。

二七区西南部地处平原向山区过渡带上，沟壑
纵横，再加上紧邻新密矿区，地下水位连年下降，尤
其是马寨镇南部的几个行政村，浅水井的水质较差
且含氟量高，严重危及到村民的身体健康。为了解
决当地农民吃水难，政府年年投资村村打井，最深
水井已超过 400 米，一两年后仍成为枯水井。为彻
底解决农民吃水难，二七区政府在年初就把建集中
水厂问题列入2008年度政府为老百姓办的“十件实
事”之一。经过多方协调、勘察，终于决定在马寨镇
王庄村建设专用水厂，通过集中供水方式解决农民
吃水难题。该工程规划占地面积 4.8 亩,计划投资
462万元，建设项目包括500立方米蓄水池，8万米的
供水管网，以及配套工程等。水厂建成后可彻底解
决闫家咀、王庄、申河等6个行政村一万多人安全饮
水问题, 同时还可捎带解决当地十几家企业的生活
用水问题。

惠济区

法制电影村口放映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张超）前日晚，惠济

区新城办事处贾河村广场人头攒动，乡亲们扶老携
幼，围坐在广场中心，观看电影《村官过大年》。近
期，类似的法制电影将连续在各村播放。

近日来，惠济区第七届村委换届选举正在紧张
有序地进行，为给换届选举工作提供一个健康稳定
的社会环境，惠济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司法局开展了

“惠济区村委会换届选举法制电影专场活动”，贾河
村是本次活动的首场演出，吸引了近百名群众观
看。惠济区还将通过配备宣传车、发放《村情民意》
小报、开展法制讲座等形式，引导群众依法选举，确
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二里岗办事处

积极改善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胡昕）走进二里岗街道办

事处杨庄社区72号院，居住环境有了很大改观，长期积存的
生活垃圾清除了，坑洼不平的路面重新整修，房屋墙壁和门
窗粉刷、油漆一新。

72 号院是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平房院，土地使用权涉
及三家单位，长期处于没人管理状态。二里岗街道办事处和
杨庄社区筹资10多万元，对院内下水道进行疏通，房屋墙壁
粉刷，还用新型道板砖为居民铺设了一条出行小路。

在改善人居环境工作中，二里岗办事处注意多措并举、
整合资源。货西社区采用“联”的办法，协调宇通公司出资30
多万元，对家属院综合整治并建起文化长廊；东明社区采用

“引”的办法，吸引公共单位肖记三鲜烩面城出资 2 万多元，
又协调省检察院、海上香颂、章光101等单位共同出资5万余
元，为辖区家属院购置垃圾清运车、绿化美化楼院；货东社区
采取“挤”的办法，挤出资金20余万元，对紫云小区积存的生
活垃圾彻底清除，对货栈街散居楼院道路重新修整；对东明
路、铁路新村等几个无人看管的家属院，办事处、社区工作人
员进楼院为居民打扫楼道卫生，清理积存垃圾，加强环境治
理。

祥云寺村的变迁
本报记者 张立

宽阔的宅间路、一排排路灯……昨天，记者来到祥云寺
村时，这个 900 多口人的行政村，正在迎接即将到来的 2008
年郑州市新农村建设试点村验收，而 900多村民则是从看得
到、摸得着的变化中，感受着自己家园的变迁。

祥云寺村位于惠济区花园口镇的黄河岸边，原来村里有
座祥云寺，因此得名，后来黄河泛滥，冲垮寺庙，却留下了这
样一个吉祥的村名。

“以前村里穷啊，村民靠种地刚刚能吃饱，要是家里没有
出去打工的人，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回忆起5年前，在村里当
了 30年干部的女支书张稀罕面带愁容。以前这里地处偏远
且交通不便，是远近闻名的穷村，村里几乎见不到像样的楼
房，宅间道路黄土裸露。

这几年，通过发展肉牛奶牛养殖、家具制造、仓储三
大产业，村民们逐渐富裕。由于这里靠近万客隆家具市
场，不少企业在这里租房生产家具，仅这一项每年就会
为每户村民带来数万元收入。可由于村里原有变压器
老化，作坊式的家具生产企业用电量大，经常造成用电
紧张，此外，村里的道路也是制约家具制造厂家进一步
发展的瓶颈。

今年年初，我市新农村改造政策出台，根据政策，试
点村庄改造的费用可享受一部分政府补贴。祥云寺村被
列入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新农村改造需要村里垫付一部
分工程款，让刚富裕起来的村民出资很困难，为此，女支
书张稀罕挺身而出，拿出丈夫经商的钱先垫上，村里道路
改造顺利完成。

此时，用电问题又成为村里一大难题，更新变压器需要
数百万元，村里根本无力支出。市委办公厅驻村工作队了解
此事后，多次协调电力部门，终于为村里争取了一台新变压
器，家具生产企业的用电难题彻底解决。此外，驻村工作队
还协调市政局路灯所，为新修的村内道路安装64套路灯。

昨日上午，记者在村口见到女支书张稀罕时，她指着路
边的摄像头说，村里每个路口都装了监控器。“村里面貌改
变了，安全保卫也得跟上，这样来租房的企业才有安全感。”
张稀罕说。

惠济区新农村建设指挥部负责人说：“政府帮扶，群众
参与，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导思想，惠济区
今年共有 9 个村开始新农村改造，区政府计划投资 2000 多
万，其他村基本情况大致与祥云寺村相似。3 到 5 年内，全
区 32个村将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

近日，管城回族区举
办了“庆祝管城回族区建
区60周年演讲比赛”，选
手们用一首首充满激情的
诗歌和散文，向大家诠释
了古都新城的魅力。

在活动现场，区法院
选手的《魅力管城，古蕴新
生》、城东路办事处的《金
秋颂歌赞管城》、区财政局
的《走过历史的痕迹，飞向
辉煌的明天》等10多首诗
歌散文，表达了管城回族
区人民对这座古都新城的
热爱。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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