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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组织代表集体视察街道环卫

人大代表“挑刺”市政管理
本报讯（记者 张立）环卫工人待遇如

何？群众对市政管理有啥意见？10日上
午，惠济区十几名人大代表集体逛街，查
看辖区多处市政设施，为该区进一步做好
市政管理工作出谋划策。

早上 8：30，天河路上，一辆道路清洗
车和一辆道路清扫车一先一后清洁着路
面。“前面的冲洗车通过高压水枪将马路
中的尘土冲洗至路边，然后再由道路清扫
车将路边的尘土吸进车厢，这样，环卫工
人只需要清扫人行道就可以了。”市政局
书记李建军向人大代表介绍说。“政府应

当加大市政投入，如果道路都能配备这样
的自动清扫设备，环卫工人被撞伤的情况
就不会再出现了……”代表们建议。

在东风路同乐社区内一座垃圾中转
站，一点垃圾的气味都没有。“由于采取密
封冲压处理，不仅闻不到垃圾的气味，每
年还能节省五六万元的运费呢。”管理这
座中转站的环卫人员笑着说。而就在垃
圾中转站旁边的一个公厕，代表们同样闻
不到异味。“公厕配备自动冲洗设备，加上
环卫人员随时清洁，当然没有异味。”市政
人员介绍。

在南阳路，人行道上的数百个树坑引
起了大家的注意。路边一位住户说：“这
是春节前园林部门更新树木时留下的，一
直没有人处理，经常有人被绊倒。”听了群
众的反映，人大代表们拿笔记下，当即询
问陪同的市政人员。“此事我们正在向市
园林部门反映，争取尽快解决问题。”区市
政局负责人答道。

又走了一段，惠济区妇联的一位代表
发现另一个问题：“这段路没有垃圾箱，人
们手里的垃圾没地方扔，能不增加环卫工
人的工作量吗？”原来，这条路上的垃圾箱

上面安装了广告牌，看起来不是很显眼，
这位代表误以为没有设置垃圾箱。市政
人员解释说，新型垃圾箱是最近才装的，
也有人反映不好识别，对此他们将调查一
下，如果确实如此，立即更换。

时间接近中午，惠济区市政局局长马
书喜的笔记本上已经记录下数十条建议。

“我们会立即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代表们的
意见，并在第一时间着手解决。”马书喜说。

12时许，视察结束，南阳路上满是下
班的人流，一名身着反光背心的环卫工人
在路边清理纸屑……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100多名市民欢快地跳着
动感十足的中老年迪斯科，场面十分壮观。昨晚，
在航海东路花园广场，记者见到了她们的领舞者刘
红梅，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刘红梅就开始义务教航
海东路新航社区的老人跳舞，一直延续至今。

今年 50岁的刘红梅家住新航社区芦邢庄，自
幼喜欢唱歌跳舞，经常在村里组织文艺表演，是远
近有名的“大明星”。“附近不少居民都喜欢跳舞，但
多数人都摸不着门道，我就萌发了教大家跳舞的念
头。”于是，她自费购置了跳舞的音响设备，搬到了
广场上。欢快的音乐一响，顿时围过来不少居民，

学跳舞的人越来越多，到现在，足足收了 100多名
“弟子”。

“当时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学跳舞，觉得
很有成就感。”回忆起第一次教大家跳舞的场景，刘
红梅仍开心不已。“老师，你以后还会来吗？”望着一
张张兴奋的脸，刘红梅被感动了。正是大家对她的
这种信任和期盼，让刘红梅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下
去。５年来，她光音响就用坏了６个。

“刘老师，我现在上下楼腿脚灵活多了，也没以
前那么疼了。”……“我教大家跳舞，最喜欢听的就
是这个，不图别的，就图个开开心心。”刘红梅说。

上街区完善交通网络

首个公交场站开工
本报讯（记者陈亚洲 通讯员禹建杰）4月12日，郑州公

交上街公司场站开工建设，这是上街区建设的首个公交公司
场站，工程将于今年年底完工。

郑州公交上街公司场站建设是郑州市公交总公司 2009
年的一项重点工程，计划投资 500 多万元，建设用地面积
13000平方米，集车辆停放、车辆维护、调度中心、首末站和综
合办公楼为一体。

据了解，郑州市公交总公司2004年在上街区成立公交公
司，结束了上街区自建区以来无城市公交的历史，目前上街
区公交公司已拥有公交线路 6条，运营车辆 50多台，年客运
量达到 400万人次，形成了辐射 50多个村庄和巩义、荥阳等
地的交通运输网络，极大地方便和解决了上街区周边群众出
行难的问题。

金水区举行失地农民招聘会

560余人获就业岗位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李杰）“你这个食品加工厂招

的是包饺工吗？这个俺原来干过一段。”“我有开大车的驾照，
你们公司不是找班车司机吗？”日前，金水区在祭城路办事处
为失地农民举行了专场招聘会。

在招聘会现场，祭城村村民张涛来到一家招聘保安的单
位咨询，通过现场展示站姿，他被录用了。张涛欣喜地说：“40
多岁了，才找到第一份儿要去上班的工作，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我充满信心。”

据了解，当天参加招聘会的用人单位共有160余家，岗位
包括家政服务、食品加工、保安等岗位共计2000多个，经过一
上午的招聘，共有560余人通过此次招聘会获得了就业岗位。

二七区环保局服务企业

审批时限缩短十日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张琦 胡亚培）“你好，我们

是二七区环保局的，有关环保方面的手续有啥需要我们代办
的，尽管提出来。”昨日，郑州三中收获实业公司办公室主任
陈大鹏接待了几位不速之客，那是二七区环保局工作人员登
门倾听企业需求。二七区环保局把帮扶企业破解难题、做好
重大项目投资服务作为重中之重，建立重点项目决策提前介
入机制，主动开展服务。

二七区环保局对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实行“一次性告知”、
“一站式服务”、“一条龙审批”的窗口式标准化管理，采取有
效措施缩短竣工验收监测周期。对符合审批条件的重大建
设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对不符合条件的项目，及时向企业
做出解释。同时对企业做出承诺，在严把环境准入的原则
下，环评审批时限从受理到出具评估意见，由法定的30个工
作日缩短为 15个工作日；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限由法定的
30个工作日缩短为20个工作日。

为了帮助企业争取环保专项资金，二七区环保局加大与
郑州市环保部门沟通力度，提前了解国家环保资金的投向，
积极指导企业做好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染轻的工程项目申报，为企业的产业升级、健康发展和
辖区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环保支持。

昨日，两万本旅游优惠券在管城回族区的管城街、美景天成社区和南曹乡三个发放点同时发放，现场
供各界市民免费领取，让市民欢乐游郑州。管城回族区文化旅游局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借助此次大派送
活动，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感受商城古都，活力管城的魅力。 本报记者 靳 刚 摄

8年献血7万毫升
—— 一位矿工的感恩情怀

本报记者 王璇郑磊 通讯员 李庆伟

他是一名普通的矿工，生活并不富裕，却长期坚持义务
献血，目前献血总量已达到一个人体内血量的 10多倍；他自
愿加入捐献干细胞志愿者行列，还签订了捐献眼角膜的协
议。他，就是郑煤集团超化矿铲车司机冯会军。

昨日，记者走进冯会军家中，看到一摞摞红色献血证，了
解他献血背后的点点滴滴。采访中，这位黑红脸堂的中年汉
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活在世上，要懂得知恩图报。”

11年前，在广州军区某炮兵部队服役的冯会军，因参加
抗洪抢险身负重伤，需要立即输血，得到消息后，几十名战友
争先恐后冲进医院，纷纷挽起衣袖为他献血，是战友的鲜血挽
救了他的生命。

冯会军退伍来到超化矿当上了一名采煤工。2001年，在
电视上看到血液中心血库告急，他毫不犹豫决定义务献血。
从那时至今，他共献血 179次，总血量超过 71800毫升。不仅
如此，他还加入了干细胞志愿者捐献行列，并志愿身后捐献眼
角膜。

冯会军家的确够寒酸的：没有时髦的家具，电视机还是
妻子陪嫁的嫁妆。为献血，他这些年光车费、误工费就搭进去
好几千元。“为献血的事儿，以前妻子没少和我吵架，但现在被
我感化了，不光支持我献血，还成了我的义务献血宣传员。”面
对困难和误解，冯会军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有一年的腊月二十八，冯会军接到省血液中心的电话，有
一名危重病人急需用他这种血型的血，让他第二天 8点前赶
到郑州献血。第二天，冯会军凌晨4点就起床了，冒着鹅毛般
的大雪，从新密一连转了几趟车到郑州时，才刚刚7点钟。

“人家都是整天忙着挣钱，他倒好，整天寻思着去献血，
一门心思想着帮助别人。”当着记者的面，妻子仍“抱怨”着冯
会军，这位憨厚的汉子，只是呵呵地笑着。

冯会军的事迹感动了四邻，他被评为“年度感动中国矿
工”，荣获省、市杰出青年志愿者，郑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多
项荣誉。

昨日，绿东村办事处伏牛南社区联合郑州市中医院，在
辖区单位一军、五十四军干休所，上门免费为老干部检查身
体。 本报记者 唐 强 摄

残疾人当网店老板
本报记者 安群英 实习生 蒋利晓

在二七区密云路上的冯春社区，40多岁的残疾人韩蔚是
一个远近闻名的网络商店老板。

韩蔚因儿时患小儿麻痹落下终身残疾，从此拄拐杖行
走。高中毕业后，韩蔚在福利厂工作，直到厂子倒闭，之后她
和丈夫在社区院内靠卖馍和面条为生。后来，因院内超市的
开业，卖馍不划算了，她丈夫又开过一段机动三轮车，那段时
间韩蔚就在家给丈夫和上学的儿子做饭，很少出门。前年，因
丈夫患病不能再开三轮了，韩蔚就动了去郑州职工大学学习
的念头，该校内有郑州市残联办的专门针对残疾人的免费学
习班。妻子的想法得到了丈夫的支持，于是韩蔚开始了她的

“大学生活”。
2007年 12月，恰逢“魔豆宝宝爱心工程”在郑州选拔“魔

豆妈妈”，选拔对象是残疾人，选上的人将获 10000元奖金和
一台笔记本电脑，而且免费接受网络课程培训，指导其开网络
商店。正在郑州职工大学学习计算机课程的韩蔚听到这个消
息，赶快报名参加了。很快，韩蔚就成了第一批接受培训的残
疾妈妈，她也相应地得到了那 10000元创业启动基金和一台
电脑。边修计算机课程，边开网络商店的韩蔚第一次过得那
么忙碌，那么开心。

韩蔚结束了在郑州职工大学的学习，一心在家开着自己
的网络商店，商店主售十字绣。虽然收入不高，韩蔚却越来越
喜欢这份工作了，每次家里来客人，韩蔚就会热情地介绍自己
的网络商店。“登录 http://www.shop36127407.taobao.com，你
就能看到我的魔豆宝宝十字绣精品屋了！”

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靳刚 实习生 王自忠 通讯员 吴领华

家住紫荆山南路沙隆达社区的郭廷云老太太
今年整整 100周岁了，她们家是个五世同堂的幸福
大家庭，她的独生女儿王庆贤也已经 80岁高龄，家
里最小的曾孙也 5岁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五辈
儿”。

“长寿的关键是家庭和睦，母亲一直很乐观，遇
到事情都想得开。”郭廷云老太太的独生女王庆贤
介绍说，“父亲去世得早，为了这个家，她一个人含
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后来我结婚成家，为了帮我
带孩子、照顾家，她老人家硬是放弃了工作的机会，
一心一意地帮我照顾6个外孙。”

现在老人家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了，6个外孙
也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照顾姥姥的责任。白天晚
上都有人轮流值班，细心周到的照顾着曾经为他们
操劳一生的老人。

“每到老人家生日的时候，也是家里最热闹的
时候，孩子们都会从四面八方回来，聚在一起为老

太太祝寿，让我们羡慕不已。”邻居吴女士说。
老人家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按时吃饭，早上

半斤牛奶，每餐饭都能吃上满满一碗，中间还吃
一点时令水果。“除了听力不太好，身体一直不
错。俺妈还经常整理房间，我做饭时，她在边上
给我帮忙。”女儿王庆贤自豪地说，老人虽然年
迈，但一直很爱干净，洗脸、梳头、整理被褥都是
她一人干，有时子孙们怕累着老人过去帮忙，老
人还不太乐意。

“现在，我们子孙们的日子都过好了，最大的愿
望就是尽我们的能力让老人身体健康、每天开心。”
老人的外孙们都争着要孝敬老人，他们也都为有个
老寿星长辈感到骄傲和幸福。

郭廷云老人说，沙隆达社区工作人员安排专
门人员隔三岔五地到家中，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
社区解决的。逢年过节，还专门来看望慰问，带
来食用油、牛奶和蚕丝被等慰问品。

老鸦陈街道办事处

村干部“扎堆”学法律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张剑平）签订经济合同应注意

哪些问题？村民小组是不是法人？昨日，老鸦陈街道办事处
会议室坐满了人。90多名村组干部集中一天时间“扎堆”学
习法律知识。

培训班上，惠济区司法局苗秋柱，以他从事律师工作多
年来的经验现身说法，通过一系列案例主讲了《合同法》和

《农村土地承包法》，重点讲了违约责任、租赁合同等相关内
容。下午培训邀请了市土地局政策法规处孙春雷处长，主讲
了《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参加培训的村组干
部们态度认真，还在学习间隙讨论学习内容。

北下街街道办事处和辖区公共单位周末举行了一场社
区消防联合演习，按照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检验了社会消防联
动机制的启动及运转。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敬老院里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郑磊文/图）“奶奶，来尝尝给您切的蛋糕甜不
甜。”昨日上午，河南财经学院星火俱乐部成员来到中原区晚晴
山庄老年公寓，为4月份过生日的老人举办集体生日派对。

“老人们都是独身居住，他们也渴望找个人来聊聊天。”
一来到公寓，俱乐部成员就开始为老人打扫卫生，整理床铺，
把老人推到院子里晒太阳，陪老人唠家常。在其乐融融的气
氛中，老人们开心不已，脸上洋溢出孩童般天真无邪的微笑，
纷纷许下生日愿望。临走时，老人们还是依依不舍，不停地说
着自己的房间号，让下次来还到屋里坐坐，再和他们聊天。

领舞者
本报记者 郑磊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