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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路办事处的“抠门”与大方
——半间房、廉价纸和5万元奖金的故事

大河路街道位于惠济区西北部，靠近
黄河，相对偏远，下辖 7 个行政村，1.7 万
人。几天前，记者来这里采访时，三种风
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它们分别是：街道机关的半间办公
室、红头文件中使用的廉价油光纸和奖给
辖区一家企业的5万元现金。

先说这半间办公室。大河路街道的
办公楼位于江山路下坡杨村北侧，原为上
世纪 80 年代一私人预制板厂的办公用

房，后来租给办事处使用，由两座分别为
两层和四层的楼房组成，破旧且狭小。这
半间办公室位于其中一座楼的三层，为街
道党工委书记使用，今年 2月，新任街道
党工委书记到任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
就是将自己的办公室一分为二，腾出半间
来缓解机关办公用房紧张。

再说廉价纸，采访时，工作人员让记
者看街道最近下发的红头文件，记者拿着
文件就感觉手感不对，仔细一看才发现，

文件的第一页红头封面为普通的打印纸，
其后的黑白页面均为廉价的油光纸。“别
小看这几张纸，一张纸就省几分钱，每年
街道上文件算下来，全年能节省上万元。
这纸虽然手感差点，但并不影响阅读。”听
着工作人员的话，记者打开文件翻阅，感
觉虽然纸张软点、薄点、脆点，但文字清
晰，丝毫不影响阅读。

最后说 5 万元奖金。工作人员给记
者的是一份表彰文件，表彰 2008 年为街

道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和单位。文件上显
示，辖区一家企业一次就获得奖金 5 万
元。“凡是对辖区经济发展、改善群众生活
做出突出贡献的，无论我们经济多困难，
都要重奖，办公条件差一点、费用紧一些，
我们都能克服，为了地方经济搞上去，改
善群众生活，我们宁愿砸锅卖铁。”街道负
责人的话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

平平常常的三件物品，昭示大河路街
道办事处的为政观念。 本报记者 张立

金水区

成立社区志愿者协会
本报讯（记者高凯 通讯员李杰）昨日，省内首个区级社区志愿者

协会在金水区成立。
自 2007年以来，“爱心助老”、“爱心助残”、“爱心助困”、“爱心助

学”和“文明共建”、“生态环保”等活动在金水区广泛开展。辖区涌现
出了杜岭街“金阳光”志愿者服务队、荣华社区“党员老妈妈服务队”等
志愿者团队，数量已经达到 400多个。志愿者协会的成立将为广大志
愿者提供一个互相交流服务经验的平台，为服务者和被服务者提供一
个沟通的平台。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实习生 蒋利晓 通讯员 张亚鹏 文图）昨日，
记者走进二七区铭功路街道办事处西彩社区 6号院，听到一阵清朗的
朗读声，这是社区党支部书记贾宽阔带领着辖区少先队员在办事处“党
史墙”前认真学党史。

铭功路街道办事处为宣传党史、弘扬青少年爱国精神，在西彩社区
6号院建成了一面长约 100米的党史墙。党史墙建成后很受党员群众
的欢迎，每天都有很多群众到这儿参观。办事处计划利用两个月的时
间，组织辖区三所中小学近4000名青少年分批参观。

惠济区检察院

多举措抓好稳定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代慧芳）昨日，记者从惠济区检察院获

悉，该院制定七项具体措施，确保“两会”期间涉检信访稳定。
明确班子成员下乡包村，包村领导负责抽调分管科室同志进村开

展工作；加强信访接待力量，单位领导亲自指挥，控申科长坚持亲自接
待，相关业务部门配合；坚持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住勤制度，办
公室负责对值班情况不定期抽查；每周三安排一名检察长值班接访；
严格落实信访责任追究制。对活动组织不力，工作不到位，责任心不
强，排查、稳控工作不得力，造成重大影响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七区环保局

强力查处施工扰民
本报讯“我是居住在二七区铁工里1号楼的居民，近日来与我们一

墙之隔的院内施工噪音，对我们夜间休息影响很大。”3月2日晚11：30，
12369环保热线接群众举报，反映位于郑州中铁七局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院内正在施工架桥，影响周围居民正常生活。

接到举报电话，根据加强整治施工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扰民的通知，
二七区环保局即派环境监察二中队执法人员立刻对该单位进行查处，
因施工人员无法出示相关夜间施工手续，现场制止了施工的继续进
行。同时，执法人员向施工单位签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单位立
即停止夜间施工违法行为，并写出书面整改保证书，给群众一个满意的
答复。 （胡亚培 牛瑞芳）

昨日，郑州市文化路第二小学五（六）班的同学向大家展示自己寻
找的雷锋，70多张生动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发生在身边感人的镜头。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铭功路办事处

组织少先队员学党史

“老婆，尝尝我烧的菜”
商城东路社区举办好丈夫厨艺大比拼

本报讯（记者 王影 通讯员 楚丽娜 文/
图）“老公，尝尝自己的手艺。”妻子用筷子夹起
一口菜，温情地放进丈夫的嘴里，穿着围裙、满
手油渍的丈夫们，笑了。

这一幕，昨日出现在管城区商城东路社区
“好丈夫厨艺大比拼”活动现场。今年76岁的
龚大爷听说要给老伴过节，第一个踊跃报名参
加。“让女朋友尝尝我的手艺，好让她快点嫁给

我。”还没有结婚的小刘，也慌着报名参加。
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妻子品尝菜肴，并

给丈夫打分。张女士给老公打了个100分后，
老公感动得眼圈都红了，丈夫温情地对妻子
说：“这14年来，辛苦你了，老婆。这是你第一
次尝到我做的菜，我以后一定给你做很多好吃
的。”其他“选手”为这对夫妻送去了热烈的掌
声。

患难夫妻恩爱深
本报记者 王影 通讯员 楚丽娜

一对特殊的老夫妻：丈夫脑瘫，妻子不离不弃；妻子偏
瘫，丈夫就当妻子的“拐杖”，7年来，在丈夫这根特殊“拐杖”
的支撑下，妻子终于奇迹般地慢慢站了起来……

今年46岁的郝建平和妻子曹青云，是商城东路社区里出
名的恩爱夫妻，他俩互助互爱的故事，感动着周围每一个邻
里。

夫妻俩都是郑州皮鞋厂的普通工人，后来由于厂里效益
不好，两人都下了岗。虽然生活艰苦，但妻子一直没有嫌弃
患有大脑炎后遗症的丈夫郝建平。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这
个可怜的家庭，2002年，妻子突患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从
此，本身都不能自理的郝建平担当起家里的全部重担，从洗
衣服、做饭到端屎端尿，妻子所有的吃喝拉撒都由他照顾。

“我的脑子还好使，充当指挥，他出力。”妻子幸福地说，
平时她要是闹脾气了，丈夫就乐呵呵地让她骂；她饿了，他就
赶紧做碗面条喂她。

为了能让妻子站起来，卧床3年后，郝建平“逼”着妻子从
半躺、上下床到沿着床边走，再到下楼，给妻子当“拐杖”，就
这样一点点的努力用了4年的时间，妻子已经可以自己短时
间独立行走。现在，只要不是刮风下雨，郝建平就会准时陪
着妻子到社区附近的公园和城墙散步，妻子累了就上前搀扶
或者用轮椅推着她走，“每天4个小时，俺俩都健康。”从郝建
平憨笑的脸上，不时流露出对妻子的关爱。

由于夫妻俩双双下岗，又重病缠身，吃低保是全家唯一
的经济来源。院里的居民看他们不容易，经常用各种办法帮
助这个家，谁家做好吃的，都会给他们送去点，就连他们女儿
的学费都是大伙凑的。

街坊们帮助他们，脑子不太好使的郝建平也懂得感恩。
只要社区里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需要帮忙，郝建平总是有
求必应。此外，他还主动承担起社区院里的义务卫生打扫，
一干就是5年。

迁走的居民回来了
本报记者 刘招 通讯员 方亚瑞

王大伯一家是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办事处绿都社区的老
住户，几年前，他到市中心买了新房，一家子搬了进去，原来
的旧房低价出租了。最近，他收回了出租的旧房，从市中心
搬了回来。他说，现在社区到处是花草树木，每天让他心旷
神怡。

昨天，记者在社区见到王大伯时，他正和老伴在散步。
“原先，这里的居民连窗户都不敢开，为啥？脏啊。我们这里
紧临着西环路，从早到晚都是违章超载的大车,灰尘遮天蔽
日,天天关着门也不是办法，只好想法到市中心买了套房子。
最近，老邻居们给我打电话说，社区被评为绿色社区，面貌完
全变了，我回来一看，社区里几千平方米的垃圾堆全没了，新
楼落成了几十栋，院里都种上了花草树木，建了假山喷泉。
原来的铁路两旁现在整治得清清爽爽，成了小区里最美的风
景，大家晚饭后都要到这里走一走。看到这样，我就马上搬
回来了。”王大伯说原来14万元都卖不掉的房子，现在有人开
价30万都不卖了。

像王大伯这样在市中心买了房又迁回来的，远不止他一
家。

谈起绿都社区的巨变，社区干部钟文华感触颇深。起
初，对绿色社区这一概念，大多社区居民并不太理解，以为
绿色社区就是绿化好的社区。为此，社区与区环保局共同
举办了环境整治和“垃圾不落地”你我同参与的圆桌会议，
让群众从感性上认识什么是绿色社区，全面了解创建绿色
社区的有关内容和环保生活常识。社区还聘请辖区 8 名党
员做义务环境监督员，利用周末时间，直接面向居民宣传环
境保护。

社区里亮起“爱心灯”
本报讯（记者 王璇 通讯员 李新）四棉家

属院的路灯已经一年多不亮了，小区不少人
上夜班，路灯不亮影响了市民的正常通行。
棉纺路巡防队的队员们在走访得知这一情况
后，自费买了几十个灯泡，终于在昨日把路灯

“点亮”。
昨日9时许，位于四棉家属院的主通道旁，

一名队员爬到梯子上修理路灯，还有四名队员
拎着灯泡、灯罩等物，远处已有五盏路灯亮了

起来。“在国棉厂工作的女工较多，晚上走黑漆
漆的夜路感觉害怕。”居民张大妈说，路灯不亮
一年了，昨日灯亮了她非常高兴。

“一年多前，因为费用的问题路灯不亮。
我们不断找物业、找赞助商，但一直没有解
决。”家住4号楼的郭先生说。

“巡防队员可为居民办了一件大好事。”看
到不断亮起来的路灯，四棉家属院居民的心里
乐开了花。

水清心甜
本报记者 高凯

昨日，从城里坐车一路赶到金水区马渡村村民张二磊家
中，热情好客的张二磊端出茶水让众人解渴。来了客人端茶
水是待人的平常之事，但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现在端出茶水
是一件大喜事，因为3年前他们端不出来“干净”的水，只能喝
买来的矿泉水。

过去喝不上热茶的原因就是井里打出来的水受到污染，
不少本地居民因为饮用水受污染，染上各种各样的病。饮用
水污染是前几年金水区东北部区域农村中家喻户晓的事情，
由于这一区域内多条河流承担着市区内生活用水的排放，导
致村民集中用水层的水质受到污染，高氟水、高坤水等困扰着
村民的健康。在村民老徐的家中，老徐向记者展示当年用来
抽水的器具，水泵、水管等，他告诉记者，由于手里没钱，所以
大家只能用落后的器械打浅井，而最容易受污染的就是浅
井。水打上来之后，就放在炉子上使劲儿烧，但这并不能将所
有的有害物质除去。

据了解，当时水质受到污染的村子有 20多个，而饮用受
污染水的村民达到了4万多人。这些村子主要分布在金水辖
区的庙李、祭城、柳林、龙子湖等农业镇、办。

2006年一开春，为了解决村民饮用水受污染的问题，金
水区政府启动了居民安全饮水工程，投入1075万元从离城较
近的村庄开始解决饮用水受污染的问题，全年打下13口深水
井，有效解决了 9个行政村近两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在接
下来的两年中，打井的队伍又来到离城较远的一些村子。村
民刘伟回忆说，天天都能见到打井的人，谁家的水管有了新打
出来的水，大伙儿就拿着水桶蜂拥而至，直到家家户户都用上
新打的井。据了解，目前金水区安全饮水工程已经结束，先后
投入资金达4000多万元，整个工程让辖区近11万农民喝上了
健康的自来水。

告别马渡村，记者又来到附近的任庄、涞潼寨，走家串户
向村民们打听吃水情况，村民们纷纷表示满意，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

“居家养老”关爱多“空巢老人”享幸福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现在天天

有人在家陪我聊天，帮我干活，有说有
笑过日子，我咋能不幸福呢？”昨日是中
原区三官庙街道正式启动“居家养老”
的第四天，伏牛北社区 81 岁的赵润民
老太看到社区和晚晴山庄的工作人员
一道来家做家访，拉着“爱心使者”的手

赞不绝口。
赵润民老人的老伴早在 20 年前

就去世了，独居在此的老人成了办事
处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心病。今年初，
中原区民政局居家养老工程启动，社
区工作人员就将赵润民等 4 名独居
老人的情况报了上去，随即就被批准

了。
今年 2 月份，郑州晚晴山庄老年

公寓与中原区民政局签订协议，并
接受委托，为中原区独居老人提供
服务。由此，这项由“政府埋单”、专
业养老机构运作的居家养老服务模
式诞生。晚晴山庄老年公寓在辖区

招聘有爱心和责任心的下岗人员作
为“爱心使者”加入“为老服务队”，
为独居老人提供做饭、洗衣、打扫卫
生、陪医、陪购、康复训练及精神慰
藉等爱心服务。据悉，中原区第一
批享受到居家养老关爱的老人，目
前有 66 名。

本报讯（记者刘国润 通讯员李先杰文 陈
靖图）“天天都是雷锋日，人人争做新雷锋”。
3月5日,在管城区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花都
港湾,南十里铺小学和花都港湾小海军幼儿园
的孩子们配合花都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举行了

“大家一起学雷锋”、“每人做一小件好事”、帮
助居民识字等一系列“学雷锋进社区”活动。

在孩子们的“劝叔叔阿姨与我们一起学雷
锋”的号召下，一些居民也主动参与进来，与大
家一起清理喷水池，整修草坪。

“叔叔，请和我们一起学雷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