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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派送百万年终大礼包

困难群众感谢政府送来温暖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雷立 文/图）寒冬腊月，腊梅

吐艳，阳光送来片片温暖，满载着油、米、面的礼包派送车辆从
金水区政府大门中缓缓驶出，驶向金水辖区的社区、乡村，将
礼包送进低保户、孤寡老人、烈士家属的家中，温暖之情涌动
金水大地。“有食用油、米、面、肉及小食品等，一分钱不花，这
年货就有了。”“有吃的，还有花的，谢谢政府想得如此周到。”
昨日上午，金水区“百万元年终大礼包”开始向辖区派送，每个
礼包中除慰问品外，还有不同金额的红包，接受派送的低保
户、孤寡老人感谢政府在岁末寒冬送来温暖。

家住弓庄村的低保户杨新爱，前几年因为家庭经济收入
微薄，家中房屋破旧。这两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家中环境得
以改善，重新粉刷了墙壁，并加固了房顶。面对前来发放礼包
的派送人员，她动情地说，现在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开春
后，自己要想办法干点事儿，为以后更好的生活努力。

据了解，此次金水区派送出的每个大礼包中有25公斤大
米、25公斤白面、5公斤高级食用油以及300元现金，共计1700
多份，价值100多万元。同时，该区还动员辖区所有干部行动
起来，当起派送员，走进社区、乡村群众家中问困难，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安群英 通讯员 魏薇）“大婶，
新年好，这是区民政局给大家发放的新年礼
包。”昨日，在侯寨乡爱心救助站，二七区民政局
开展的“迎新年、送温暖”爱心物品发放仪式举
行。

记者在侯寨乡发放现场看到，爱心捐赠站门
口堆放着棉被、大米、面粉、食用油，50户困难群
众代表按秩序领取，侯寨乡侯寨村二组困难群众

郭天宇今年75岁，老伴郑秀英今年80岁，无儿无
女，爱心 110工作人员把米面油和棉被放在架子
车上，拉上车把物品送到家。

据介绍，在迎新年送温暖活动中，二七区民
政局共调拨两千袋大米、面粉以及食用油、棉衣
棉被等爱心物品，配送到各乡镇及所属行政村救
助站，发放给困难群众，让他们过一个祥和无忧
的春节。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岳子琳）天下城社区的余海
夫妇在众多居民眼中是热心艺术的艺术家，又是乐于献出爱
心的慈善家。昨天，老两口又拿出 6000 元购买了 50 份儿年
货，送给大石桥办事处辖区的低保户们。

“天热的时候，看老两口为社区居民表演节目，有时还请
来剧团让大家饱眼福。现在到了冬天，又拿出钱来为大家发
年货，真让人感激。”低保户曹芳捧着余海夫妇赠予的米、面
等物说，现在社区不光是他们夫妇两人献爱心，而是在他们
二老的带领下，有很多人都在周济身边的低保户。

在发放现场，低保户和余海夫妇拉起家常、说戏曲，就像
是一家人，余海对记者说：“其实低保户们都是身边的邻居，
看到他们过得不好，心里也不是个滋味，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尽点心是应该的。”

据了解，余海夫妇在社区组织义务表演已经有多年，最
初只有夫妇两人，现在发展为热心居民参加的艺术团，团里
已经有十几个人。

热心夫妇
为低保户送爱心

二七区迎新年送温暖

爱心礼包发给困难群众

昔日好端端的路边绿化带，如今被毁成了“垃圾带”，让人看了禁
不住可惜。昨日上午，记者接到读者反映，来到南三环与淮南街交叉
口拍到这样的画面。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政协8号信箱
彰显委员真情

本报记者 靳刚 通讯员 闫利剑

位于绿东村街道二砂二社区的政协委员 8号信箱，作为第一批
政协委员信箱，自设立以来广泛收集社情民意，了解群众心声，处理
问题快速有效，真正成为社区群众的贴心人，受到市政协表彰。

2005年9月政协委员信箱作为传民意、解民忧的载体应运而生，
成功搭建了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三年来，委员信箱架起了百姓
与政府的连心桥，为政协工作履职为民提供了有效平台，得到了群
众的交口称赞。

二砂社区村民侯东民罹患疾病，夫妻双双失业，仅靠小生意惨
淡谋生，与16岁的孩子一直居无定所。2005年侯东民夫妇东拼西凑
5万元排号金，定购经济适用房一套。2008年他们按通知提交购房
资证后，一直未得到销售方消息，眼看房子即将卖完。万般无奈中，
他们想到了挂在社区的政协委员8号信箱。在侯东民投入情况反映
信的第二天，政协委员牛雷莉、徐君伟就找到了他们家。在进一步
了解情况后，徐委员和牛委员先后来到郑东新区房管局、郑州市经
济适用房管理中心及售房处多方奔走协调，终于使侯东民买上了满
意的住房。

政协8号信箱对公益活动尤为重视，应群众需求，他们继科普大
篷车进社区活动之后，又开展了送艺术进园公益活动。去年3月，组
织十几位民间艺术家，为白鸽集团的二砂幼儿园送去中国传统民俗
艺术精品，并现场表演皮影戏、糖画、葫芦画、泥塑、吹糖人、剪纸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

去年5月24日上午，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协8号信箱联合部分企
业在市中心北京华联广场组织抗震救灾大型募捐义演，活动当天便
募集到市民捐款18000元。

正是通过一封封信的办复，一件件事的解决，政协委员8号信箱
的品牌真正树立起来。政协委员徐君伟说：“政协委员信箱其实就
是一座连心桥，搭起了百姓和政府的沟通和信任。老百姓把自家的
烦心事托付给政协委员信箱，凭着一分责任，我们就要把一个个满
意的答复交还给百姓。”

居民网上看人大
轻点鼠标解难题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贾兴起冉东威

惠济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昨日开幕，与以往不同的是，社区居
民们通过新近开通的“惠济人大网”，了解了更多区里的大事。昨
日，该区刘寨街道市民刘书亮在自己家里打开网页，浏览网页上登
载的该区人大常委会各项信息，了解今年区政府承诺的十件实事。

记者看到，网页上设置有“机构建设”、“ 工作要闻”、“ 代表工
作”、“ 人事任免”、“ 人大公告”等栏目，并有滚动式图片新闻。网友
登录后可浏览了解全区各级人大最新的工作动态，轻点鼠标便可获
取区人大常委会自 2007年以来作出的所有决议、决定。在“代表资
料”栏目里，能查阅到每个人大代表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所提建
议和议案的办理情况、近期履职情况等。代表通过“主任信箱”就能
向常委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该网站同时开通了居民互动板块“网上留
言”板，社区居民可以游客身份进行留言，反映社情民意，工作人员
会根据情况及时答复或转交有关部门办理。

“政府2008十件实事落实得很好，希望2009年也这样。”浏览网
页后，刘书亮在网友留言板上写下了以上几句话。他还告诉记者，
通过这个网站知道了自己选区的人大代表的情况，以后有问题找代
表帮忙就更方便了。

该网站的开通使人大工作更加公开和透明，进一步拓宽了人大
代表和全区公民有序参政、知政、议政的渠道。该区人大常委会负
责人表示，网站将24小时更新，24小时倾听代表和群众的呼声。并
将根据大家的意见不断改进和提高，真正使其成为宣传惠济形象和
人大工作的又一好窗口。

下岗女工
10年艰辛创业路

见到张玉梅，是在她新开业的
化妆品小店里。店内干净整洁，产
品种类齐全繁多。使得爱美的记
者不停地东张西望，巡视着店内的
产品，甚至差点忘了自己此行的目
的。而张玉梅却叹息：“现在的经济
不景气，生意太难做了。我的店已
经好久没有顾客了。”她的感叹，颇
让记者感到意外。而接下来听到
她娓娓道来这十年的经历，让从未
做过生意的记者也深深地感到创
业路上的艰辛。

业务骨干遭遇下岗
“或许我这一辈子，都注定与

商业有缘。”张玉梅说，她 18岁就
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而她的第
一份工作，就是一家国有商店的
售货员。6年后，勤勤恳恳工作的
张玉梅作为单位的业务骨干被调
入亚细亚商厦工作。“那时候正是
亚细亚辉煌的时候，在那里工作
的几年，让我对商业这方面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张玉梅说，她也
算是见证亚细亚从辉煌到落败的
一员。

“我觉得自己是个敢想敢干
的人，原来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就
有出来创业的想法。”张玉梅是这
样评价自己的。她说她早就有

“下海”的想法，但迫于当时“女人
应该有个好归宿”的传统想法，才
安于在单位上班，没有将自己的
想法付诸实施。

然而，一晃到了 1999 年，单
位的效益越来越差，她下岗了。
从曾经的业务骨干，到如今的下
岗女工。张玉梅不得不接受这个
残酷的现实。

创业路上几多艰辛
“下岗后不到两个月，我就在

家闲不住了。于是就去妹妹的店
里给她帮忙。”张玉梅说，她妹妹
下岗后，就自己开了一家店。看
到自己的姐姐也下岗了，天天窝

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就把张玉梅
给拉了出来。

就这样给妹妹帮了 3 个月的
忙，张玉梅曾经种在
心底的想法开始慢
慢地生根发芽，“我
之前的工作就与商
业有关，对这一行也
很通路，我决定也要

自己当老板。”于是，张玉梅掀开
了自己崭新的一页。

“不创业还真不知道当老板
的难！”张玉梅感叹道，“任何琐碎
的事都要自己去处理。光招营业
员就是一个大难题。”据她介绍，
在她创业的这十年里，光是她招
的营业员不下百十名，有的营业
员还没有干几个月就走了。用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

创业十年，张玉梅生意也是
有起有落。“以前生意好的时候，
产品来不及上架，就被顾客买走
了。那时候，货源紧俏，供不应
求，不像现在，租金很高，生意越
来越难做。”说着，张玉梅不禁为
自己今后的生意感到担心，金融
危机下，自己还能撑多久？但她
依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本报记者 王璇
实习生 郝萌 文 宋晔 图

金水区

家电下乡点增至32个
本报讯（记者 高凯）临近岁末，金水辖区内的家电

下乡网点迎来众多农民前来选购家电，电视机、冰箱等
成为农民热衷购买的“年货”，记者昨日从该区了解到，
今年金水区提高了家电补贴产品的上限价格，并增设
洗衣机为家电下乡产品，供农民购买。

据了解，从 2007 年 10 月份，金水区辖区的家电下
乡销售点陆续开始接受农民购买家电，目前销售点已
经达到32个，分布在金水区的城乡。申请家电下乡补
贴的农民，只用提供户口本、身份证等就能顺利申请到
补贴，以便宜的价格购买所需家电。截至目前，该区共
销售家电补贴产品1754件，其中电视278台，冰箱1383
台，手机91部。

今年家电下乡补贴的上限价格将提高，原电视机
价格 1500 元的提至 2000 元，冰箱 2000 元的提至 2500
元，手机1500元提至2000元。

中原区

22座环卫中转站建成
本报讯（记者 王璇 通讯员 王洪 李西天）经过市政

工程建设人员近五个月的设计、改造和施工，中原区新
建和升级换代改造辖区内五座老式吊装中转站，于
2008年12月31日全部建成完工，昨天早上正式投入运
行。

目前，中原区共有 23 座环卫中转站，除罗庄环卫
中转站随都市村庄拆迁暂缓进行升级换代改造外，
其余 22 座环卫中转站已全部建成为拥有国内先进机
械设备的新型的压缩式环卫中转站，每个站都配有
新型的压缩式垃圾清运车辆。这些新建成的和升级
改造后的新型、环保、节能压缩式环卫中转站，遍布
城区主干次道路，设备先进，功能完善，垃圾吞吐量
大，噪音低，占地面积小，全面提升了区市政环卫设
施的品位和档次。

二里岗办事处

排查隐患杜绝事故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张娅利 胡昕）入冬

以来，郑州市降水缺乏，天干物燥正是火灾高发时期。
为了做到防患于未然，二里岗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开展
了一场集中排查安全隐患、杜绝火灾事故发生的安全
大检查活动。

安全办公室组织办事处、社区工作人员百余人，进
社区、入居民家庭，开展预防火灾和煤气中毒的安全知
识宣传；开展集中排查安全隐患活动，工作人员分为四
个组，深入辖区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楼院进行实地排
查，对网吧、加油站、幼儿园、少儿午托部等重大安全部
位进行重点清查，发现问题，当场下发停业整改通知
书，安全不达标不许开业；实行领导分包社区制度，明
确责任，分包领导定期走访社区，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排
除。

清理清查活动开展以来，办事处共下发停业整改
通知书10多份，居民安全意识有了很大提高。

大学生村官
基层宣讲致富经

本报讯（记者 靳刚 通讯员 李学鹏）近日，南曹乡大学生“村官”
20余人开展了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契机的“乡村纪行”活动，大
学生“村官”们不但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对新农村的感性认识，同时也
将党的方针政策和科技知识送到了田间地头。

他们带着水果、糕点等慰问品先后来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
乡福寿苑看望五保老人；参观了市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张华楼、大
湖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鲜活典
型；深入到 8个普通村听民声，访民情，解民忧。

所到之处，他们还悬挂起横幅，摆放起展板，设立咨询台，散发
现代远程教育基本知识等资料及名片 10000 余份，积极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及新农村业绩，并与干部群众交流新时期党建工作的
新经验和好方法。利用所学的知识和专业特长为发展经济、致富农
民、建设新农村建言献策，赢得村干部的欢迎和村民的赞誉。

“巡防爱心岗”
成“护花使者”

管城区巡防大队“巡
防爱心岗”设立一年来，
每天坚持指派优秀巡防
队员站立岗位，先后打掉
了3个抢劫、抢夺小学生
财物的犯罪团伙，抓获涉
嫌抢劫、抢夺犯罪嫌疑人
12名，确保了辖区小学校
周围良好环境。
本报记者 陈亚洲 摄

下岗，这个词曾经流行
于十年前的大街小巷；创业，
则流行于如今的街头巷尾，
对于张玉梅来说，她可以将
这两个相隔十年的流行词紧
紧地连在一起：十年，一个下
岗女工的艰辛创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