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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人大对政府工作提出硬要求

困难时期更要重视改善民生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贾兴起 冉东

威）近日，一份惠济区家庭困难教师和特困学
生名单摆到了惠济区人大负责人面前，该区教
育、民政、社保等部门正积极行动，采取各种措
施落实对家庭特别困难的教师的帮扶措施。

“越是困难时期，越要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
这是惠济区人大对政府工作提出的硬要求。

问需于民知群众冷暖

49岁的王水文老师8年前因患严重偏瘫
提前退休，妻子也患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
动。两个孩子先后考上大学，每年的学费和
生活费需要数万元，生活十分困难。在区委
组织的一次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活动中，王老
师家的状况让该区负责人揪心，全区像这样
的困难教师还有多少？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

起大学的学子有多少？区人大立即责成政府
教育、民政等部门利用暑期开展对困难教师
和学生的排查，教师节前全部帮扶措施必须
到位，并安排人大相关工委跟踪督察，确保落
实到位。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努力做什么。半
年来，围绕破解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
题，区人大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了解群众
的所想所盼。惠济人大网、热线电话、来信来
访等都成为群众反映所需所求的重要渠道。

问计于民为群众解忧

今年 6 月，人大组织视察农村医疗卫生
工作。“现在农民看病有新农合报销了，但预
防保健意识还比较差，能否对农民特别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开展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农

村代表时永志说。他的建议立刻得到了在场
的各位代表认同，同为区人大代表的区人民
医院院长李前军积极支持。视察后不久，区
人大便将整理好的代表建议通报给了区政
府，区政府及卫生部门认真办理落实。目前，
该区已为 200多户“空巢”老人免费配置了紧
急呼叫系统，“片医片护”制度正在加快试点
推广，普通农民也有了自己的健康档案和家
庭医生。

为破解民生难题，区人大广泛汇集民智
民意，主动邀请代表和群众为政府工作支招
把脉。人大代表和普通群众积极建言献策，
提出可行性建议、意见上百条。

问政于民让群众做主

“满意 21 票，不满意 1 票，通过对区政府

就业工作的专项报告。”这是近日区人大常委
会听取就业工作专项报告后，当场进行的满
意度票决。不满意票的出现，让人劳局一把
手觉得挺不自在。“说明我们的工作距离群众
的要求还有差距，需要加倍努力。”区人劳局
负责人说。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财政收入减少
的实际困难，区人大紧抓事关稳定和谐的
民生工作不放松，监督全区各级各部门严
格执行财政预算，压缩一般性支出，保证了
在“三农”、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
域的投入不打折不降低。截至目前，该区
民生类财政投入占全部财政支出的近六
成，新农合覆盖率已达 99.8%，城乡失业率
控制在了 4.5%以内。

综合治理建筑垃圾运输

中原区严查黑车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记者从中原区获悉，

从8月份到明年2月底，中原区在全区范围内综
合治理建筑垃圾清运市场的黑车、无证营运车
和报废车。

近年来，因城市不断扩大和城中村改造，建
筑垃圾大量出现，大量私车、黑车、报废车参与
清运，且大多数在夜间运行，造成交通事故频
发，特别在城市出入口，沿途遗撒现象非常严
重，给城市卫生管理造成严重影响。

中原区决定成立专项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制定详细工作方案,公安、城建、市政管理、行政
执法等部门相互配合，从 8月份到明年 2月底，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对建筑垃圾清运市场的黑
车、无证营运车、报废车的全面综合治理。

中心路街道开展五个一活动

打造精品干部队伍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克东海）上街

区中心路街道党工委创新工作机制，在领导干部
中开展“五个一”活动，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队伍
建设，扎实为民办实事，当好群众贴心人。

中心路街道党工委以“五个一”为载体，即
班子成员每人分包一个重点项目、为民办一件
实事、解决一个突出矛盾、联系一家企业、帮扶
一名贫困户。办事处认真分析面临的经济形
势，结合工作要点，梳理出14个重点项目、12个
为民办实事项目、14 家有发展潜力的企业、14
户重点帮扶贫困户，班子成员分工包干，列出工
作措施，明确完成时限。

中心路街道办事处是上街区城中村改造
的重点，群众安置房房产证办理是老百姓紧密
关注的大事。在开展“五个一”活动中，办事处
领导与房管部门反复协调沟通，帮助村民补齐
相关手续，解决实际困难，终于使这一困扰搬迁
群众多年的难题有了新进展。

据统计，活动开展以来，为民办实事32起，
直接受益群众近千户，帮扶困难群众 52 户，树
立了干部队伍良好形象，密切了干群关系，也提
高了领导干部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二七区环保局

服务促管理实现双赢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胡亚培李艳

芬）二七区环保局以服务促管理，实现企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对区重点招商项目，区环保局业务职能部
门要提前介入，专人负责，主动为企业、群众提
供政策性服务，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简化审批
手续。申报单位所报项目符合登记条件的，自
收到项目审批申报表之日起9个工作日内办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收到《排污申报登
记表》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核定排污量并予以
批复，比原来规定的时限分别缩短 5 个工作日
和 10 个工作日。在日常执法过程中建立工作
日志，做到依据充分，初次到违法企业检查不准
处罚，实行首次告知。一经发现“吃、拿、卡、要”
行为或者被企业有效举报，一次给予严重警告，
举报两次予以辞退。

防空洞上的危房让人担心

社区为大妈造新房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董潺潺）一位

老人住房下面是一个废弃的防空洞，老人的安
全也成了社区的头等大事。周日，办事处的员
工为这位老人叮叮当当建新房，其远在外地的
亲人打电话连声道谢。

建中街办事处铁英社区 52 号院的张大妈
子女在外地工作，独自一人住在三间平房内，平
房下面一处废弃不用的防空洞导致房屋地基坍
塌下陷，每年汛期来临时，社区工作人员总是第
一时间赶到老人家中，从屋里向外排水，社区还
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给老人住。

老人不愿搬离居住了多年的小院，建中街
办事处和区防汛办、人防办和房管局的领导积
极协调，在原来的位置为老人重新安家。工作
人员用水泥灌浆和建筑石子把防空洞填平填
实，重新给老人建三间房屋。

这棵树太危险
本报讯（记 者 宋 晔文/

图）“这棵树太危险了，不要等
树倒下来砸着人！”昨日，家住
城东路115号院的刘女士和邻
居拨通本报热线反映，他们小
区一号楼后有一棵桐树已严
重倾斜，附近居民每次路过，
都是提心吊胆。

在刘女士居住的窗户外，
记者见到了那棵树。树高约
20米、水桶粗的树干已严重倾
斜。因为树根处土已经疏松，
以前用来铺地的红砖翘起了
很高，风稍大一点整个树身都
在晃，大树周围没有任何防护

设施。
据了解，该小区老年人

和孩子很多，小区的停车场就
在树下，小区内的赵先生说，
他每次停车都是提心吊胆的。

住在楼上的许女士说：
“大树紧靠着我家窗台，刮风
下雨天，总感觉树要倒似的，
特别是打雷时候就更害怕了，
因为树枝旁边还有一些电线，
真怕一打雷树会着起来。”

见到记者，居民们凑上来
七嘴八舌地说，这么大的树，砍
了可惜，不砍又危险，应该尽快
移走，这样倾斜着总不是办法。

林下养殖
富足农户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李彦 文 许大

桥 图）昨日，古荥镇南王村金凤凰养殖合作
社的柴鸡蛋又一次脱销，面对众多来买鸡蛋
的客户，合作社负责人只能挥手致歉。这里
地处偏远，为啥会有众多客户呢？

几年前，为打造郑州绿肺，惠济区栽下大
片树林，目前区内大约有10万亩林地。南王
村的不少村民都响应政府号召，在田地里种
了大片树林，政府每年给农民一定补偿。看
着树一天天长高，世代耕田的村民们总想着
在树下的土地上做点什么。

于是，村里几个村民合伙办起了合作社，
租下村里 100 亩林地，在树荫下散养柴鸡和
野鸡，鸡子在林下散养吃草，不仅省去了大笔
饲料费用，而且产出的鸡蛋味道鲜美，每斤
10元仍供不应求，尤其野鸡蛋按个卖。2008
年，林下养殖为几位农民创收十几万元，不仅
给大伙多交了地租，还安排了村里20多人就
业。目前，他们正在计划扩大养殖规模，带动
更多人致富。

上街警方捣毁一赌博场所
本报讯（通讯员 余灏升 司军磊）日

前，上街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协同峡窝镇
派出所成功捣毁了一家设在超市 18 楼的
赌博窝点。

在“万警进社区”活动中，治安大队民

警通过入户走访，得到辖区群众的举报线
索，在上街区某超市 18 楼有人赌博。治
安大队立即派民警进行了暗访，在确定
属实后，与峡窝镇派出所民警相互协作，
果断出击，打掉该赌博窝点。后经依法

查明：张某伙同张某、李某、席某等 6 人在
上街区某超市 18 楼苗某开设的赌场内赌
博。峡窝镇派出所依法对赌资、赌具予
以收缴，对参赌人员给予了行政拘留和
罚款的处罚。

新款衣帽
捐困难户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
员 赵予 文/图）“这些都是今年
的 新 款 衣 帽 ，请 送 给 困 难 家
庭。”昨日，德化街办事处商户华
一文（左二）捐出20箱价值3万元
的帽子和围巾。

商户华一文是浙江东阳籍
人，他曾为贫困小学生送去书
包、文具，为社区困难家庭送去
米油，为站岗的交警送去遮阳
伞、矿泉水，为照明灯破损的社
区送去节能灯具，去年汶川大地
震他还带动同乡为灾区捐款近 6
万元。据民政部门统计，华一文
个人捐款捐物价值已超过 10 万
元。

华一文说，他在郑经营小商
品批发已有 20 余年了。只要有
机会和条件，他还会继续回报郑
州，回报社会。

爱 心 路
本报记者 郑磊 实习生 汪海龙

在淮河东路 75 号院，有一条 40 米长的爱
心路。以前，这条小路常年失修，不少出行的
居民被“咬伤”，小路成了“伤心路”；二七区执
法局的 8 名执法队员知道后，凑钱帮居民义务
修路，解决了居民出行难题，“伤心路”变成了

“爱心路”。
记者现场看到，该小区 3 号楼前的这条小

路约两米宽，北侧的半幅有明显的切割和重新
填补痕迹，塌坑全部处于这半幅路面上。3单元
3楼的韦大爷告诉记者，小路是两年前自来水公
司进行一户一表改造铺设管道时挖开的，事后
回填时没有填实，一下雨就出现塌坑。由于楼
上住的40户居民大多是退休老职工，退休金不
高，拿不出钱重新修路，导致晚上几乎天天都有
人被坑绊倒摔伤。

后来，二七区执法局淮河路办事处中队
的队员在清理该院门前占道经营时，听到居
民反映此事。队员们决定凑钱帮居民修路。
最终，他们凑钱购买了 8 袋水泥和 20 袋大沙，
用了一上午时间才把路面上的大坑都重新铺
上水泥。

14年如一日伺候植物人母亲

孝子亲情撼人心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麓桢

俗话说：“床前没有百日孝”。可福华街办
事处北福华街17号楼37号的居民郭树森，悉心
伺候植物人母亲14载，用绵绵亲情彻底改写了
这一俗语，被社区居民夸赞为“大孝子”。

“妈，来，喝点水吧。”昨日下午，当我们来到
郭树森家里，只见客厅里的活动床上躺着他的
母亲户秀珍，尽管老人已没有听觉，老郭仍像照
顾正常人一样，边说边认真地用针管往老母亲
嘴里注射温开水。

在交谈中得知，户秀珍今年已有 80 岁高
龄，她 1995 年患脑梗塞后瘫痪在床，后来再犯
病就成了植物人。郭树森不离不弃，一直悉心
照料到如今，长期的操劳，使只有 50 岁的郭树
森已两鬓染霜。

郭树森有六兄妹，都是铁路职工，没有节
假日，上班一走往往要好几天，2005 年父亲又
去世，郭树森就停薪留职，专心在家伺候母
亲。

“我妈从 2002 年到现在不会自己吃东西，
每天三顿饭都得是流食。”该吃饭了，郭树森拿
出打碎的食物，先抽到针管里，然后一点一点地
注射到母亲的嘴里，再用手轻轻地帮她把嘴合
上，让老人慢慢把食物咽下去。

这些照料老人的活，让细心的女人做到都
很难，可郭树森这个大男人做起来特有耐心。

“只要我母亲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守候在
她身旁，为她养老送终，尽到我做儿子的义务。”
动情的话，一直在耳边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