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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把科技融入居民生活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宇

8月 28日上午，听说自己社区的科技馆
建成了，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文化绿城
社区的董大妈领着小孙子来到社区科技馆先
睹为快，好多个“为什么”在这里有了答案，祖
孙两代人玩得开心极了。

科技就在家门口
“锥体滚子为什么能‘上’不能‘下’？”、

“明明是自来水流出的水儿，为什么会产生
‘天上来水’的幻觉？”、“为什么透过这个小镜
子可以看到‘海市蜃楼’？”

据悉，绿城文化社区科技馆也是全市首
家“社区级”科技馆。馆舍不大，物件很多。
开馆之日的参观者以老人和小孩儿居多，触
摸着以前这些只有在市级以上科技馆才能看
到的展品，大家啧啧称赞：“科技就在咱家门

口，挺好的！”
与文化绿城一前一后建成迎客的还有七

十一中青少年科技活动室。前来参观的该校
党支部书记陈晓秀给记者推介他们的青少年
科技活动室说：“我们的活动室针对性强，主
要是为学生所学科目‘量身定做’，除了科普
知识推广，还有制作活动，学校自己订购了一
批钻床、刀具等仪器，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开
启智慧之门。”

科技馆好看更要实用
社区科技馆可不是谁想建就建，也不是

一建了之。作为科技进社区、进学校、进居民
的举措，金水区有着刚性的建设标准和管理
标准。

“虽然现代化社区寸土寸金，但必须留

有科技的一席之地”，金水区科技局局长
刘营敏介绍说，社区或学校要提供 60 平方
米以上的固定活动场所，视场所面积大小
规定一定数量的科普器材；要各配备 1 名
具有管理经验的专（兼）职管理人员和专
（兼）职科技辅导员，并建立 5 人以上的社
区科技辅导员队伍。此外活动室覆盖的受
益群体不少于 3000 人，年开放日在 100 天
以上。

值得指出的是，辖区内无论是社区还是
学校，不仅要具备刚性建设条件，而且还要具
备每年不少于 3万元的活动经费支持，方可
申报。

15家社区科技馆款款而来
28日绿城文化社区科技馆的开业之日

也是该区社区科技馆建设的现场会、加压
会。所有镇办的分管科技副主任悉数到
会。

科技之花飞入寻常百姓家，有赖于一种
崭新的模式。记者了解到，从去年底开始，金
水区科技局就开始探索科普平台建设新模
式：“统一规划，严格规范，政府投资，镇、办建
设，社区管理，免费开放”，并把这项民心工程
列为今年区重点建设项目。

目前，该区已投入专项资金200万元，依
托社区和学校首批启动15家“青少年科技活
动室”和“社区科技馆”的建设。除了上述两
家已建成迎客外，还有五家社区科技馆正在
建设。到年底，金水区15家社区科技馆将款
款而来，零距离接触市民。

突破数码楼围城 打造亲情和谐社区

上街朝阳社区创5个特色楼
、 本报讯（记者陈亚洲 通讯员克
东海 韩维毅）“我们突破数码楼围
城，在已建成的文化楼、爱心楼和先
锋楼 3个特色楼的基础上，今年又创
建了学习楼、和睦楼，彻底改变了邻
里关系冷漠的状况。”昨日，上街区新
安路街道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瑞玲告
诉记者。

朝阳社区共有49栋居民楼，居民
4000多人。由于都住楼房，只认门牌
号码，平时居民相互之间很少来往。
为构建和谐大家庭，搞好创建活动，
朝阳社区根据辖区各个楼栋的特点，
分别制订了特色楼栋创建活动方
案。楼栋居民文化程度高，就在楼栋

展出居民创作的绘画、书法、剪纸、摄
影等作品，命名为“文化楼”。有的楼
栋党员多，就在楼栋内公开党员身
份，接受群众监督和求助，命名为“先
锋楼”。有的楼栋爱心人士多，就在
楼栋内展出居民的先进事迹，命名为

“爱心楼”。通过特色楼栋创建活动
的开展，过去邻里关系冷漠的状况大
大得到改善，居民们经过交流沟通，
增进了理解和友谊，出现了互相关心
的好风气。

今年 7月，朝阳社区又把创建特
色楼栋活动延伸，结合辖区特点，决
定创建“学习楼”与“和睦楼”。为开
展好特色楼创建活动，社区党支部

从提升楼栋长素质、规范党员责任
区和模范岗入手，先后调整并充实
楼栋长 50 名，使党员楼栋长占到楼
栋长总数的 50%，并举办 8 期培训
班。

社区党支部还充分利用辖区的
精神文明宣传栏、社区自办小报等
形式，大力宣传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利用社区党校和演艺空间，在居民
中广泛开展了社会公德、家庭美德
等系列专题教育，鼓励居民以各种
形式开展学习活动，积极主动地改
善邻里关系，争相创建“学习楼”、

“和睦楼”，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和
谐的大家庭。

近年来，我市近
郊办起了一家又一
家农家乐，生意都红
红火火。有的生态
观光园依托果园，将
苹果园、葡萄园、石
榴园、枣园办成了集
农业观光、休闲、餐
饮于一体的休闲、旅
游胜地，每逢周末，
前来休闲度假的市
民在这里采摘果子、
垂钓、吃农家饭，给
果园带来了更多的
人气。

图为昨日上午，
市民在惠济区一家
农家乐果园中采摘
提子。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农家游玩 快乐多多

管城区

红歌唱响主旋律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昨日上午，在管城回

族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爱国歌曲大家
唱”比赛现场，歌声如潮。

上午9时，管城回族区25个单位22支参赛
队队员统一着装，整齐地排列在区人民会堂的
舞台上，在主持人精彩的引导下，城东路街道
办事处代表队演唱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
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拉开了
比赛的序幕。接着，参赛队轮番登场。

据悉，“欢乐中原·魅力管城”爱国歌曲大
家唱活动自 7月份开始，采取选红歌、送红歌、
唱红歌、赛红歌，每周教唱一支红歌、开展一次
集中展示等多种形式，层层落实，扩大活动的
覆盖面和参与范围。本次歌赛，挑选出《祝福
祖国》、《爱我中华》等 40多首群众耳熟能详的
歌曲。

古荥镇

打造计生星级村室
本报讯（记者陈亚洲 通讯员谢超）为更

好地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年”活动，全面提
高服务体系建设水平，惠济区古荥镇计生办完
善基础设施，把10个行政村打造成计划生育星
级村室，进一步促进全镇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
开展。

从 7月起，古荥镇计生办全面铺开了对星
级村室创建工作，目前已投入资金近2万元，为
10个行政村共制作更新了版面40多块，完善了
基础设施。

为了满足社区居民
阅览图书报刊资料的需
要，长兴路办事处银河社
区在每周五、六、日，向辖
区居民免费开放社区图
书馆。据悉，该社区图书
馆有图书 2500多册，期
刊、报纸十多种。社区主
任表示，社区开放图书
馆，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学
习的场所，居民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喜
欢的书籍，开阔视野，增
长见闻。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周新玲
梁刚）长期在敬老院卧床的孤残老人因宅
基地与村委会发生纠纷，管城区法院从立
案到完成诉前调解，主审法官往来奔波为
老人争回权利。

十八里河镇南小李庄残疾村民张仓

库，父母生前为他留有一块宅基地。父母
过世后，宅基地被村委会占用。为此，张
仓库将村委会起诉至管城区法院，希望法
律帮他讨回属于自己的宅基地。

了解到张仓库在敬老院常年卧床，管
城区法院民事庭主审法官主动登门帮助老

人立案，又多次与村委会沟通，向村委负责
人讲解国家法律。昨日，在法官的调解下，
村委会返还老人宅基地，并主动表示支付
一定现金作为占用宅基地数年的补偿。

至此，一桩村民状告村委会的行政诉
讼案件以庭前调解方式顺利结案。

法官情暖孤残老人

二七区

长效机制培育人才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杨芳）昨日是

二七区招聘大学生村官的第二天，区委组织部
出台的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踊跃报名。二七
区“引、育、用、放”的育人政策，吸引更多优秀
大学生到二七区干事创业。

二七区委组织部、人劳局、农经委等相关单
位在大学生村干部到村（社区）任职前，首先进
行农村工作实务培训，培训内容涉及思想教育、
区情村貌、基层党务、远程教育、新农村建设等
有关知识，区委组织部坚持每年举行一期集中
培训班，对选聘到该区的大学生全部进行全封
闭培训，同时采取由乡镇办领导干部和村（社
区）干部与大学生村干部“师徒结对”帮扶的方
式，手把手指导和传授，帮助他们理清工作思
路、积累经验，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通过建立大学生村干部工资“一卡通”制
度，为大学生干部缴纳养老、医疗、工伤保险等
费用，统一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确保每
一位大学生村干部的工资足额落实到位。同
时建立了“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跟踪服务、走
访慰问、生活补助等制度，乡镇党委随时掌握
大学生的工作、生活、家庭以及思想动向等情
况，及时解决村官们在办公、食宿、交通等方面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让大学生安心工作，快速
成长。

区大学生村官管理办公室与大学生村干
部签订工作目标责任书，围绕发展经济、强化
宣传教育、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给大学生村
干部压担子、提要求，接受社会各界的评议。
在 2008年村两委换届和 2009年社区两委换届
中，4人当选社区党支部书记。

建设路办事处

8000多人捧上饭碗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员 蔡剑锋 郭兰

菊）建设路办事处自2003年成立专门劳动保障
机构以来，不断完善并强化就业工作“六个一
工程”，6年累计促进辖区城镇新增就业再就业
8362人。

“六个一工程”，一是叫响一个承诺，即“不
挑不拣，三天上岗”。今年以来，该办事处实现
新增就业再就业 1453 人，帮扶 23 人实现成功
创业。二是备足一套信息，即将用工单位的用
工信息和求职人员的求职登记信息输入微机，
区、街道和社区三级联网，形成供需双方信息
储备库。三是搭建一个平台，即通过各种渠
道，搭建一个用工单位和求职人员之间推介交
流的公用平台。仅今年 1月至今，该办事处共
组织招聘会 13场次。四是抓好一支队伍。即
抓好街、区两级劳动保障工作人员队伍建设。
五是突出一个重点，即重点帮扶那些“4050”人
群及零就业家庭。六是规范一条龙服务。街、
区联动，规范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创业就业、
劳动维权四位一体的一条龙便民优质服务项
目。

今年，办事处又荣获郑州市就业服务示范
单位。

社区老人的好闺女
本报记者 郑磊 实习生 汪海龙

在管城区南关街豫丰社区，刘欣是个“名
人”：在辖区老人眼里，她不光是名好“楼长”，还
是个好“闺女”。

20年前，自打刘欣嫁到了豫丰社区起，她就
尽心尽力帮助身边的老人，被街坊邻居推选为

“楼长”。“楼长”算不上“官”，可老人就是认死理
儿，生活中无论大小事儿，都来找刘欣帮忙：不
管厨房厕所跑冒滴漏，还是交水电费，刘欣都干
得有滋有味。在老人心里，从医院退休在家的
刘欣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闺女”。

80多岁的高玉梅老人行动不便，刘欣便经
常帮助老太太买菜、整理卫生，逢年过节，还送
上粽子，送盘饺子……高老太太有个 40多岁的
儿子，前几年工厂倒闭失业在家，加上也没什么
技能，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得知情况后，刘欣开
始四处打听，最终为他找到一份仓保员的工作，
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她还托人给老太太的儿
子介绍了对象，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便
说：“还是俺的闺女好啊。”

刚从医院病退时，刘欣只有 550元退休金，
当时丈夫失业在家，儿子正在上中学，正是花钱
的时候，尽管如此，邻居老人谁有个困难，她就
会毫不犹豫拿出钱来帮助。

豫丰社区主任陈玉民告诉记者：“刘欣做
的事儿对老人来说就像是及时雨，她帮社区做
了太多的好事，如今老人都把她当成亲闺女一
样。”

中原区

畅通法律援助渠道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宋冰）“多亏

了你们法律维权，我才得到 2万多元的经济补
偿，太谢谢了。”昨日，在郑打工的洛阳籍农民工
周杰来到中原区法律援助中心，感谢司法工作
人员。该中心切实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努
力做到应援尽援，援助案件办案数量和质量不
断提高。

为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中原区畅通法律援
助渠道，今年在 11个镇办司法所和 3个区管律
师事务所，设立了 14个法律援助受理点，直接
受理法律援助案件，开通了 12348法律援助电
话，安排律师轮流值班，接待和解答咨询。同
时，为每个社区和行政村配备了一位律师，扩大
法律援助范围。中原区还对有失业证、困难职
工证的市民申请法律援助不再审查经济困难标
准，把离婚案件、劳动纠纷案件纳入援助案件的
范围。

畅通法律援助渠道，与人民调解紧密结
合。中原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办理援助案件中，
民事纠纷案件运用人民调解的资源和力量，先
进行非诉讼渠道调解解决，符合援助条件的给
予诉讼解决，大大提高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今年以来，共办理案件 110 多起，受援人数达
200多人，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3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