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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网上受教育农民网上学知识
二七区党员远程教育网成为发展助推器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冯红
岗 ）“不花钱、不跑路就可以学习农业
技术，了解政策和市场信息，就像身边
的免费大学。”周日，记者在樱桃沟村采
访时，樱桃种植户、党员王国郑和几位
农民乐呵呵地给记者畅谈对远程教育
网的感受。二七区开通的党员远程教
育网，让党员网上受教育，农民网上学
知识，成为党员干部的“充电器”、群众
的“加油站”。

樱桃大户周朝军是远程教育网忠实
的“网民”。2005年，二七区委组织部在全
区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项目时，第
一批免费为他安装了机顶盒，接通收视网

络。他最爱看的是果蔬技术栽培和瓜果
管理内容，以前管理樱桃时，都是采用遍
撒肥料和大水漫灌的方式，在网上看到水
肥管理技术后，改用穴施、沟施等，把大管
漫灌的浇水方式改为小管细流的方法，4
亩樱桃树的浇水量由原来的 200 吨减少
到 50 吨，节约四分之三的水量和三个劳
力的浇灌成本，一亩樱桃树销售收入达到
5 万元。示范带动效益让周朝军的家就
成了农民科技俱乐部，村里的果农喜欢到
他们家上远程教育网，一起分析市场。最
近几位村民看到了大连等地反季节种植
樱桃的信息，通过科学手段，让樱桃树六
月净身，八月落叶，十月冬眠，春节上市，

每公斤樱桃能卖上 300元的好价格，准备
前去考察。

“网上科技让我们少走弯路，成为
我们种植养殖开放旅游的好帮手。”另
一名樱桃种植大户李书欣说。以前遇
到樱桃树剪枝、落叶、虫害等问题，平均
每三天都要到农科所一趟，有时候甚至
一天一趟，看到网上的专家答疑栏目，
有些方法就照做,效果很不错。樱桃沟
农家乐的张老定喜欢看农家乐旅游介
绍、农家菜的烹饪技术、农家小院的待
客之道、文明礼仪等旅游知识他都爱
学。

二七区每个村都有自己的远程教育

播放室，每周开展一次集中学习活动。覆
盖城乡的二七区党员教育网络，成为党员
干部和农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教
育交流新平台。二七区组织部电教中心
侯主任介绍说，自2005年，二七区投入39
万元在辖区的社区和农村建立了 187 个
远程教育站点，每年拨发数万元党费作为
网络收视费，让广大党员和农民群众不出
家门就能接受教育，组织部充分利用教育
网络，开展了“学用结合、学用转换”比赛
活动，评选出22个党员远程教育示范点，
党员远程教育网正在成为党员教育、农民
增收的助推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和
智力的支撑。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吉月 申宝玲 文/
图）为了除去危害绿荫公园花草的地下害虫蛴螬，
同时又能避免喷药杀虫带来的环境污染，昨日上
午，金水区十二里屯社区的居民们来到公园，在社
区“以量论价”的奖励办法下，争当“捉虫能手”。

昨日上午9时，暖洋洋的阳光下，社区居民们纷纷
卸下身上厚重的棉衣，戴上手套，开始“捉虫大战”。

“快来看呀，好大一条，我捉到了。”“妈呀！这
虫我有点害怕。”……“捉虫大战”开始后，在一些胆
大居民的带领下，其他居民纷纷吆喝着投入“战

斗”。
据了解，过去，每到这个时

候，绿荫公园就需喷洒杀虫药
杀除蛴螬等危害花草的害虫。
今年，本打算再次用药除虫，但

因为打一次杀虫药就会对环境造成一些污染，影响
游客健康，绿荫公园就和十二里屯社区商量搞人工
捕捉害虫，并向居民们发出号召，居民们纷纷响
应。为了鼓励居民争当“捉虫能手”，社区还专门制
定了奖励办法，规定捉一纸杯蛴螬奖励5元钱。

上午 11时许，在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后，
居民们带着各自的战果来到评奖地点交虫。经过
工作人员认定后，居民牛小光、赵亚萍每人捕虫约
3000条、共60杯，被评为环保卫士，并发给奖金。

惠济区

就业月嫂感恩政府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耿宇辉）“吃水不忘挖井人，

就业永记政府恩。”几天前，惠济区新庄村村民王淑玲等7人，
代表第一期月嫂培训班全体学员，出现在惠济区就业服务大
厅，诉说感激之情。

惠济区地处郑州北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
民转移就业工作成了惠济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女性
特别是农村女性，更是庞大未就业队伍中的弱势群体，由于
社会分工的不同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缺少专业知识与劳
动技能，更多的选择是留在家中。

为解决她们的就业难题，惠济区劳动局在工作中，积极
探索新思路，寻求市场契机。经过广泛深入的市场调查，决
定与家政公司合作开办了月嫂培训班。政府“免费培训、免
费职介、保证就业”的承诺，优质的师资力量，科学的育婴知
识，使在家带了大半辈子孩子的村嫂们茅塞顿开，她们的人
生有了新的开始。

经过一个月的认真学习，村嫂通过相关资格考试取得资
质证书，并与家政公司签订了就业合同，分赴香港、杭州、北
京等地，走入市民家中，完成从传统意义上家庭妇女到职业
女性的转变。

据了解，月嫂培训仅仅是该区针对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
一方面，他们还开设了电工、电焊、餐饮等一系列技能培训，
随时为辖区农民提供服务。

上街区

中央党校专家专题调研
本报讯（记者王亚楼 通讯员克东海）本报6月4日以“汇

聚力量的坚强堡垒”为题报道了上街区开展“两定三创”活动
的调查报告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日前，中央党
校就该区开展的农村党建“两定三创”活动进行为期3天的专
题调研，中央党校党建部硕士生导师宋福范教授说，“两定三
创”活动实现了基层党建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连
接。

调研组在上街区先后与区、镇（街道）负责人和部分农村
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座谈，并深入该区聂寨村村民安置
小区、石咀村等处实地了解，在昨天召开的“两定三创”活动
研讨会上，专家提出，将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去总结
上街区开展的“两定三创”活动，使其更完善，更具生命力。

陇海马路办事处

纠纷调解率达100%
本报讯（记者 靳刚 通讯员 李庆秀）今年，陇海马路办

事处司法所在辖区 10 个社区配备了专职人民调解员，很好
地维护了辖区社会稳定，截至目前，他们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近 400 起，调解率达 100%，并荣获我市今年举办的“人民调
解技术能手”竞赛活动二等奖。

陇海马路办事处司法所在辖区各社区配备了专职人民
调解员，并把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素质放到首位。每月集中学
习两次，以学习法律知识、《人民调解员工作实用手册》和调
解技巧等专业知识为主，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水平。随时
对各社区的调解卷宗进行指导，每季度组织相互交流，取长
补短，进行评比，提高卷宗质量；各社区遇到复杂的矛盾纠
纷，就组织相邻社区的调解员共同参与，确保调解效果。

国策宣传进景区
为加强对旅游景点游客的计划生育国策宣传，昨日，

惠济区古荥镇计生办特邀民间书画家来到辖区的思念果
岭大年农庄，现场为游客创作计划生育、婚育新风、十二
生肖等内容的剪纸作品，免费赠送给游客。

本报记者 陈亚洲 摄

社区健康守护者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顾田 王永宏 文/图

陇海马路街道办事处“片医”王留明，
用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给居民特别
是老年居民带来吉祥安康，被群众戏称为

“社区老年居民的偶像”。
53 岁的王留明医生原是军医，1977

年转业，来到烟厂医院，2002年进入陇海
马路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年 7
月，郑州市“片医”进社区活动开展，王留
明和护师郑桂芝进驻郑新里社区当了一
名“片医”。

王留明为社区每位居民建立健康档
案，向居民发放联系卡，24 小时随叫随
到。王大夫说：“‘片医’经常面对老年人
突发重症，时间就是生命，必须第一时间
赶到。”8月2日上午，紫苑小区3号楼赵老
师突然半身麻木，嘴唇发紫，家人赶紧联
系王留明。5 分钟，王医生赶到，初步诊
断脑梗，急调救护车将病人送往医院。入
院及时，赵老师没有留下后遗症。

8月 30日凌晨 2 点，金星啤酒厂家
属院顾应臣突发心脏病，王留明冒雨
赶到，给病人服下丹参滴丸和速效救
心丸，待病人情况稳定后，将病人送

往社区医疗中心。
“片医”不仅治病，更重要的是向居

民传授卫生、保健、防病、护理、计划免疫
等知识。联开家属院 3 号楼 2 单元有位

74岁的老年人患老年性痴呆症。为提高
老人生活质量，王留明多次登门，指导正
确用药和健康护理。患者家属很感动，几
次表示付出诊费。王留明耐心向患者家
属解释“片医”出诊不收费政策，令其家人
感动万分。

老年人图省事，常就近到一些非正规
诊所看病，结果旧病未除又添新灾。8月
23日下午，紫苑小区4号楼耿富修老人喉
咙疼，服用一家私人诊所的药后五脏翻
滚，呕吐难忍。王医生诊断是药物中毒，
及时给老人注射解药，吩咐病人多喝开水
促进排毒。半个小时后，耿富修病况稳
定，王留明才放心离开。 事后王留明与
社区联系，在居民楼院广泛张贴防病治病
基本常识，指导居民正确就医、正确用药，
并向居民传授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

王留明进社区 4个月来，已累计出诊
200多人次，抢救危重病人10余人。王留
明说：“政府为‘片医’服务群众提供了优
越的条件，配发了电动自行车、笔记本电
脑和小灵通等，我要努力履行好自己的职
责，做一名称职的社区‘片医’。”

小信箱 大渠道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李新

“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一年多没
解决的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只因为给区人大代表信箱投了
一封信，反映居民院里的下水道堵塞问题，结果三天后问题就
解决了，昨日，中原区棉纺路办事处三棉西社区的焦桂菊高兴
地逢人就说。

焦桂菊家住中原区棉纺路办事处三棉西社区，院里有一
处下水道近一年多来反复堵塞，造成居住区污水横流，给附近
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居民们就此反映到有关单位，但因
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近日焦桂菊突然想起，从
今年年初以来棉纺路街道人大工委将辖区人大代表的个人联
系方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还制成了一个代表信箱挂在居民区
大院，自己何不写封信将这个问题反映反映？于是焦桂菊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写了一封信，通过信箱向中原区人大代表丁
振忠代表反映了问题。丁振忠代表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实
地了解情况，并结合街道人大工委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社区居民们由衷地说，区人大代表信箱挂在居民区内，在
方便广大居民直接向人大代表反映问题的同时，也拉近了群
众与人大代表之间的距离，为区人大代表知晓最真实的群众
呼声起到了桥梁作用。

“大杂院”的变迁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梅竹

“社区为我们解决了十多年的出行难问题，院内的老头
儿、老太太们委托我向报社反映一下！”71岁的南关办事处民
乐里社区菜市场街14号院居民张松真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接到电话，记者前往菜市场街14号院查看。院内青砖铺
地、干净整洁，新建的封闭式垃圾箱美观大方。张松真告诉记
者，以前可不是这样，院内坑坑洼洼，污水横流，生活垃圾随意
堆放，违章搭建的小棚子从院门口一直排到后围墙，丢自行
车、撬门别锁等治安案件时常发生。

菜市场街 14 号院是原消防器材厂家属院，厂子倒闭后，
这里成了“大杂院”。社区党支部书记吴飙介绍，院内55户人
家，租房户多、下岗职工多、困难居民多、老年居民多。由于无
人管理，院内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晴天一院子坑 ，雨天一院子
水，老年人没事儿轻易不敢出门，出门就难免摔跟头，71岁的
张松真说她一年摔了十多个跟头，经常滚得一身水、一身泥。

从 7 月份开始，这个家属院的情况开始改变了。恰逢创
建文明城市，民乐里社区把改变 14号院面貌作为工作重点。
他们邀请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视察，与有关单位沟通争
取资金支持。为了拆除违章建筑，社区工作人员四处寻找分
散在市内居住的房东们做工作，半个月将院内17间违章建筑
拆除完毕。

在社区协调下，区房管局施工人员进入。社区筹资 3 万
多元，将院内下水道全部改造，建起一座封闭式垃圾箱，用水
泥地砖将原本坑坑洼洼的院子地面硬化，花费2000多元为居
民修起一道大门。

提起这些，已在院内居住了17年的张松真赞不绝口：“十
几年脏乱差的院子改变了模样，别人咋样我不管，反正我要给
社区送锦旗。要不是社区帮助，我们到现在还得踩着烂泥臭
水出门呢！”

违章车棚 主动拆除
本报讯（记者 靳刚 通讯员 谢非 文/图）日前，桐柏路万

福花园 3单元的东墙外，几名家属院的居民拆除了自建的违
章建筑自行车棚。

不久前，为了停放车辆，万福花园的7户居民兑钱300元
在3单元东墙盖起了一个可以容纳10多辆电动车的车棚。车
棚盖好了，他们的车辆得到了停放，却把3单元一楼东住户的
3 扇窗户全部遮挡了。接到居民的投诉后，中原区执法局队
员多次主动上门与该车棚的居民协商，最后执法队员的真诚
感动了这里的居民，他们主动拆除了自建的违章自行车棚。

无盖窨井又咬人无盖窨井又咬人

蛴螬危害公园花草蛴螬危害公园花草
居民争当捉虫能手居民争当捉虫能手

昨日零点 30 分，中
原区秦岭办事处巡防队
员巡逻到秦岭路和棉纺
路口时，发现在一个无盖
窨井旁倒着一辆自行车，
一位女士坐在地上扶着
受伤的右腿。

因窨井盖找不到，位
置又在路中间，为防止其
他人摔伤，巡防队员就找
来砖块放在窨井周围，又
用纸板写一个字牌，放在
旁边向路人提示。

早上 8点，巡防队员
和网通公司取得联系，换
上一个新盖。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片医”“片医”

王留明王留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