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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权益得保障 巾帼建业添动力
管城区获“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区”称号

本报讯（记者 靳刚 通讯员 孟沛）17
日，从正在举行的“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
设示范创建活动经验交流会”上传来消
息，管城区被全国妇联授予我省唯一一个

“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区”。
管城区政府将妇女儿童发展纳入政

府重要工作议事日程。把推动下岗失业
妇女再就业作为“巾帼建功”活动的主要
内容。组织妇女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大
力发展教育培训、科技示范、合作经济、信

息服务、扶贫救助五个网络，推进“巾帼科
技星火工程”、“巾帼信用致富工程”、“巾
帼示范村”创建，自 2005 年“巾帼科技星
火培训工程”活动开始至今，共举办培训
72期，培训学员8000余人，使广大妇女的
文化科技素质、经营管理素质和思想道德
素质得到不断提高。

2002 年，管城区在城东路办事处郑
汴路社区成立了郑州市第一家维权站，
2003年 4月成立了河南省首家妇女儿童

庇护中心，2006年，在平等街社区建立了
继北京、上海、成都、福州之后的全国第五
个“郑州社区学习中心”，为进城打工妹、
失地女农民、失业妇女等提供免费学习的
平台。2008年5月，区妇联又引入全国妇
女儿童基金会“阳光计划”项目，在回民二
小建成阳光图书馆，成为全国 15 所试点
学校之一，河南省唯一一所试点学校。

在管城区，一大批优秀妇女脱颖而
出，残疾姑娘梅丽被评为全国残疾先进青

年典范，圆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分公
司总经理李娴莉被评为“全国优秀外来务
工青年”。市阳光家政物业公司经理王瑜
被评为全国“三创”典型人物。南曹乡妇
女魏喜英被评为全国妇女“双学双比”活
动女能手。

管城区妇联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集体、河南省“维权示范岗”创建活动先进
集体、河南省“两项工作”先进单位等荣
誉。

岗位送到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 刘招 通讯员 李娜 文 李焱 图）昨日，郑州
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办事处三棉社区院内，一场送到家门口
的招聘会让下岗失业人员感到了春日的温暖，1000多个就业
岗位等待失业人员挑选，在下岗失业党员中开展的“双扶双
带”活动，大大促进了辖区的再就业。

由中原区组织部、中原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以及棉纺路街
道党工委精心筹备的“中原区春季再就业援助招聘会”，给下
岗失业人员带来了福音，现场咨询、现场面试，没有繁琐的程
序，找工作在这里变得轻松起来。在招聘现场，一个写着“下
岗失业党员咨询台”的红色牌子分外醒目，中原区棉纺路街
道办事处的负责人介绍说，这是该办事处实行“双扶双带”活
动，即：思想上帮扶、技能上帮助，党员带头创业、带头就业。

“我们辖区有三个大型棉纺厂，下岗人员比较多，我们希望通
过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促使下岗失业人员尽快转变思想观
念，重新振作起来，找到合适的岗位。”记者粗略地数了一下，
截止到昨天上午 10：00，一个小时内已经有 50多名党员详细
填写了登记表。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有润华商务家园、花花牛乳业、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卧龙物业公司、中森家政服务公司等 60多家
单位提供的1000多个岗位供下岗失业的求职者选择，截至昨
天上午 12：00，已经有 600多人达成求职意向，还有部分人员
填写了求职表，等待用人单位下一步的面试。

社区替企业招工
本报讯（记者 刘国润 通讯员 李先杰）昨日，在郑州市

2009就业援助暨为农民工服务活动启动仪式现场，一个特殊
的摊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连续几小时被围得水泄不通。

这是管城区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花都社区设立的摊
位。所有的工作人员均面带微笑，忙着给每一位感兴趣的应
聘者做咨询。“男的女的都要”、“20岁、30岁、40岁都要”、“包
吃包住，工资发放有保障”、“名额宽裕，接收四五百人没问
题”、“有面向大学生的管理岗位”……工作人员热情的话语使
越来越多的人涌了过来，这个最小的摊位成了整个广场人口
密度最大的地方。

花都社区是管城区去年成立的一个新社区，辖区企业因
更新设备、更新技术等原因，工人大量流失，急需大量熟练工
人填补岗位空白，但因工人担心企业用工信用不愿前来应聘，
个别企业处于半生产状态。社区详细统计辖区各企业用工缺
口，利用社区的公信力，参加招工会，带企业招工，替企业招
工。社区干部在这次招工会上一共带来了近 10个工作种类
420多个工作岗位，仅仅1个小时就有76人达成就业意向。

开开心心圆就业梦
社区职业介绍会乐坏待业人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陈帧）“这是我们辖区的老王，
很想当一名保安，身体特别好，希望你们单位能考虑一下。”
昨日，一场不同于招聘会的“真情相助待业人”的“职业介绍
会”在花园路办事处的会议室里开始了，办事处劳保所的工
作人员当“红娘”，待业人员和用人单位的代表围圆桌而坐，
互相了解，互表心愿，通过让用人单位直接了解待业人员的
情况，从而帮助待业人员重新就业。

“我曾经干过家政，所以到酒店当服务员，我还是有一定
的基础的。”从去年10月份，就已经开始待业在家的居民刘先
生向一家招聘单位的负责人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并表达自
己的就业意愿。刘先生介绍完自己的情况后，站在一旁的花
园路办事处劳保所的工作人员，立即拿出了刘先生的档案，
向招聘单位推荐说，老刘人不错，而且为人忠厚，希望你们能
考虑一下。

有工作人员的推荐，加上老刘表达能力不差，招聘单位
和老刘达成初步协议，希望老刘明天到酒店去试用，老刘看
到自己工作有戏，高兴地笑了起来。

据了解，在当天的“职业介绍会”上，办事处共为辖区待
业人员提供了保安、司机、厨师等共计 270多个岗位，来到现
场的百十名待业人员，共有60多人通过互相介绍的方式达成
意向就业协议。

河畔无栏好危险
“路边河畔应该加设护栏，不然，走到这儿一不留神都有

可能掉下去！”昨日，接读者反映后，记者来到兴华北街与伊河
路交叉口附近的滨河公园河畔，发现此处临近人行道的河畔，
没有加设任何防护栏，人行道路面延伸处与河畔有交叉点，给
行人的通行安全留下一定的安全隐患。本报记者 刘玉娟/摄

罗布泊走出的女片警
本报记者 陈思 王璇

她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工作 10多
年。建国 50周年，北影拍摄影片《横空出
世》时，作为部队的一员她还有幸地参与
了电影的拍摄。

回到郑州，她本来可以选择清闲的
工作，但她报名去了最大社区当片警。
她就是 36岁的王萍——高新区合欢街派
出所里一位社区女片警 。战友们戏称她

“罗布泊中走出的社区女片警”。

同事眼中的佼佼者
秦庄社区由三个都市村庄组成，面

积大，人口多，情况复杂。2007 年 12 月
到该社区工作后，王萍天天深入社区，
向群众征求意见，给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给辖区的巡防队员制订详细的巡查
制度，并带头巡逻。所长王继奎说，王

萍的老家在四川绵阳，2008 年汶川大地
震时，她与家里的父母和妹妹都失去了
联系，十天之后才联系上，当她得知家
里的房子震得裂了大口子，当时心里很
难受。“老家险情大，当时她本该回老家
看看，但因为工作太忙，她一直坚持在
工作岗位上。”

严密的值班巡逻制度的落实出了成
效。2008年8月29日，秦庄社区发生了一
起持刀杀人未遂案，曲某和同乡朱某有极
深的矛盾，为报复朱某，曲购买了一把不
锈钢刀，中午时分持刀在秦庄街头对朱某
急追，连追了两个胡同，眼看要追上。此
时，王萍和巡防队员刚好巡逻到此处，当
场把这名持刀男子控制，防止了一桩凶案
的发生。

女儿眼中的“字条妈妈”
王萍介绍，她刚到派出所时，女儿才7

岁。白天，她要和村民接触，而外来租房
者白天不在家，对他们的走访活动，主要
在晚上进行。每次走访后到深夜，已没有
公交车，她家住南阳路，回家极为不便，她
常常早上出门时，给女儿在桌子上留个纸
条，告诉女儿晚上等不上妈妈时，泡方便
面吃，锁好门。

“有时女儿想和我沟通时，只能靠留
字条，好几次看到女儿留下的纸条，我都
会对女儿充满愧疚，心酸不已。”王萍说，
好在女儿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四年级了，
已经很熟练地自己做饭了。

社区居民眼中的好闺女
“社区工作虽然苦，但也有心存温暖

的事。”提起社区工作的情况，王萍说。当
“片警”她收到过一件“大”礼。说着，她从
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袋，里面装着一
张护身符。

“这是辖区的一位老大妈送给我的，
她十年来一直没有解决自己的户口，我到
社区后，详细了解了大妈家的情况，向分
局汇报，并向市局负责户籍政策的民警了
解情况，终于把老大妈的户口难题给解决
了。老大妈十分感动，她专门从寺院里为
我求平安，求得这一个护身符后，老人又
赶到社区巡防室，小心装到我的内衣袋
里，还说，‘闺女，好人会一生平安的’。老
人当时的话说得我差点掉泪。”王萍说，老
太太的行动感动了她，她一直把这个护身
符收藏在身边，因为这是老百姓对咱社区
警察的一片真心啊！

村组干部忙“充电”
本报讯（记者 张立）几天前，惠济区迎宾路办事处辖区7

个行政村分别对换届选举当选村组干部和党员、村民代表就
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等内容进行针
对性培训，拉开了迎宾路街道各村村组干部培训的序幕。

迎宾路街道按照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把
提高村级干部素质作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
抓，从 2月中旬开始，要求辖区各村以行政村为单位，利用半
年时间，分批对村组干部和新农村建设骨干、计划生育业务骨
干等近900人进行全面培训。

目前，辖区马庄村已经培训结束，随后杨庄、西黄刘等 6
个村也将陆续开展培训。

细化目标考核管理
本报讯 惠济区检察院日前召开精益化管理动员会，细化

综合目标考核办法，明确责任，把目标责任落到实处，促进工
作的扎实开展。

他们以业务建设为中心，目标的制定由干警全员参加，
内容明确具体，为保证目标落实，考核部门制定制度，要求

“一月一汇报，一季一小结，半年一讲评”，并根据考核结果确
定干部的调、转、任、留和奖罚的依据。此项措施的实施，调
动了全员工作的积极性。 （卢军岭张潮霞邢宝敏）

社区“好管家”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黄毅徐婷婷 文/图

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好
管家”的上街区济源路街道办事
处新华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兼社
区主任张英红，尽心尽力为百姓
排忧解难，把工作做得丝丝入
扣，用亲人般的关怀，让居民感
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一片亲情撼人心
2月 17日上午，当辖区得了

间歇性精神分裂症的女患者李
理被姐姐从医院接回家时，张英
红赶紧去看望。

“张大姐，我能回到家，真是
太谢谢您了……”李理一见到张
英红，就紧紧抓住她的胳膊，含
着热泪动情地说。

原来，今年46岁的李理得了
精神分裂症后，2006 年离婚，儿
子判给了男方，父母和姐姐都住
在外地，她独自居住，病情发作
时一直无人照顾。2006 年 9 月
24 日，51 岁的张英红上任了，在
深入社区了解到李理的情况后，

便经常来到李理的家中，除了帮
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外，还嘘
寒问暖，促膝谈心，解除她的孤
独感。同时，千方百计联系医院
为她治病。

住院期间，李理的脚气严重
感染，又肿又痛，不能穿鞋走
路。张英红接到医生的电话后，
立即上街为李理买了新拖鞋、袜
子、内衣裤、保暖衣、洗衣粉等生
活用品，当张英红来到李理病房
时，半月未见她的李理，像见到
了久别的亲人一样，一下子抱住
她大声痛哭。

乐“管”千家烦心事
社区工作犹如千丝万缕的

线，张英红像一根“针”，巧妙地
穿针引线，把千家万户的事管理
得井井有条。

“我们社区共有居民 2600
多户，7200 多人，其中 60 岁以
上老人有 608 人，80 岁以上老
人 32 人，43 名残疾人，还有下

岗职工、特困户、低保户、孤寡
老 人 ……”昨 日 ，张 英 红 在 接
受采访时，一口气说出了装在
她心中的这么多数据和“心上
人”。

73 岁的低保户周海晔患有
肺气肿等疾病，性格内向孤僻，
一人独居，不愿与外人接触。张
英红就时常带着社区工作人员
到他家，打扫环境卫生，送米面
油，平时少言寡语的周老汉感动
得老泪纵横，对张英红说：“好闺
女，俺这把老骨头啥时也忘不了
你们的大恩大德呀！”

特殊“便民联系卡”
为方便居民反映问题，及

时为居民“管”事，张英红别出
心裁地印制了 700 多张特殊的

“便民联系卡”，正面印着自己
和社区的联系方式，背面印上

“我们的宗旨是，以人为本，服
务社区；需要帮助，随叫随到；
尽心尽责，方便你、我、他”的内
容，发给社区老年人、残疾人等
弱势群众和居民。谁家有什么
困难和不便，不管白天黑夜，只
要打个“便民联系卡”上的服务
热线电话，张英红都会尽快带领
或指派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居民
身边。

春节前的一天晚上，张英红
突然接到辖区九冶二栋三楼一
住户的求助电话，反映四楼家中
漏水，他家漏成了“水帘洞”。接
到电话后，刚躺下的张英红马上
披上大衣，赶到这个住户家中查
看，又到四楼敲门，可没人在
家。第二天一早，张英红多方联
系，找来110指派的开锁公司，把
四楼的门打开，又找来水电工检
查，原来是水管被冻裂了。赶紧
请师傅进行抢修，终于把“水帘
洞”堵住了。

张英红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辖区83岁的郭桂芬老大娘。

异地办证 方便居民
本报讯 这几天，中原制药厂家属院里传出了个新鲜事，

在这里居住的任中进拿到了新办理好的儿子的二代身份证，
而他的儿子还远在奥地利。

高新区公安分局民警在中原制药厂家属院社区走访入户
时，了解到小区居民任中进的儿子在奥地利上学，其一代身份
证已经到期，需要换领二代身份证，因其购买经济适用房需要
身份证登记，这可急坏了老任，眼看着儿子在国外不能及时回
来，身份证办不成，房子的手续就没法办理。

分局治安大队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异地照相、集中检
测、委托办证”的方案，可以让任中进儿子在国外拍下证件照
片通过电子邮件传回国内，然后治安大队再经过系统处理，为
其进行二代身份证的办理。经过多方努力，老任终于拿到了
远在国外的儿子的二代身份证。 （顾方 于江英）

干部掏钱帮村民抗旱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阚安生 王天朗）2月18日上

午，家住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湾刘村村民田合彦老汉看着返
青的麦苗，露出灿烂的笑容。

田老汉和老伴都已 60多岁，身体也不好，三个女儿远嫁
外地，正在他为两亩麦田发愁时，村党支部书记田军玉等村干
部带着水泵等抗旱工具来到他的麦田，及时帮助他给小麦进
行了浇灌。

年前，湾刘村两委及时召开两委班子成员、党员、村民代
表参加的抗旱会议，会议决定：全村1200亩小麦抗旱资金全部
由村两委班子成员承担，每户只需提供劳动力。会上，村两委
班子成员你 300，我 500，共筹得抗旱资金 1.6万元。 本着“有
钱出钱，没钱出力”的原则，组织全村250名村民修挖水渠600
多米，购买浇灌水泵两台（套），浇水管道800米，在春节前夕，
全村1200小麦全部浇灌完毕。现在，又进行了第二轮浇灌。

二七区绿化管理所利用春天植树的好季节，在所管辖的40多个游园、绿地进行植树和补栽
树木，截至昨日，已植树和补植各类苗木45000多株。 本报记者 陈亚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