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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路办事处全力打造投资好环境

做足服务文章 换来跨越发展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瑞萍）管

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不遗余力为辖区企业
提供全方位服务，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
前两个月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

“亲商、安商、富商，全力打造留得住、站
得稳、发展好的投资环境，是我们保经济、促
发展秉承的坚定理念。”城东路街道党工委书
记邵会文说。

今年是城东路办事处确立的“企业服务
年”，他们把年初制定的实施方案逐项落在实
处。总投资超 10亿元的裕鸿国际是管城区

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征地拆迁涉及16栋居民
楼630户居民近3000人。为使项目早开工早
产生效益，办事处主动请缨负责拆迁。他们
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动员组，挨门挨户做拆迁
户的工作。项目施工中打桩和整体浇注需
24小时作业，办事处人员登门入户做解释工
作，赢得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如今，占地41.5
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的裕鸿国际耸立
在城东路辖区，4 栋 26 层的酒店式公寓和 1
栋4层商业楼组成的集休闲、购物、商务办公
为一体的现代化商业中心初具规模，今年前

10个月，该项目实现区级税收1600万元。
未来城项目是一项总投资7亿元的重点

商住工程，2008年 11月，工程转包中引发民
工讨薪。办事处在劝导讨薪民工的同时，积
极协调双方协商解决问题方案，使工程得以
顺利推进。目前，未来城一期工程4.6万平方
米商住楼已全部入住，二期工程 16.4平方米
主体结构通过验收，楼盘销售50%，仅此一项
创造区级税收1150万元。

北京恒泰国际接手一处“烂尾楼”改造工
程，爆破拆除旧楼时，居民出于安全考虑极力

阻挠。关键时刻办事处工作人员主动出面解
释，消除了居民的思想顾虑。项目建设过程
中，施工人员居住、饮水出现困难，办事处协
调相邻工地帮助解决。工程进展的关键阶
段，用电出现问题，办事处又动员相邻的宾馆
提供临时电源，并积极商请电力部门补办相
关手续，项目得以顺利进展。

优质服务带来良好效益。今年，重点项
目落户辖区6家，截至10月底，办事处共完成
税收 7117 万元，同比增长 55.9 %，占全年目
标任务的115.59%，位列管城区第一名。

二七区

举办基层党建研讨班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冯晶丽

张婧）昨日，二七区委组织部、区直机关党工
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了辖区党政正职参加的
基层党建研讨班，邀请郑州市委党校领导讲解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党组织的影响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参加研讨班的成员到区司法局、区市政
局、区财政局等党建示范单位进行了参观观
摩，区委主要领导表示，要不断创新基层党建
工作方法，打造学习型党组织。各职能部门围
绕全区中心工作，坚持抓学习、建队伍、比作
风、促发展，走出一条“党建工作强、事业发展
旺”的党建发展新路子。

上街区

小额贷款发挥大作用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王二奎 克

东海）上街区劳动保障部门始终把帮扶下岗失
业人员、高校毕业生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作为

“民心工程”来抓，办理小额担保贷款审批手续
72笔，发放贷款305万元，带动380余名下岗失
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就业。

上街区劳动保障部门把小额担保贷款作
为该区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有效措施之一，专门
开设了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咨询服务窗口，帮助
下岗失业人员了解小额担保贷款、税费减免等
有关政策。今年上街区举办了4期150人的创
业培训班，通过强化创业理念提高创业技能，
使 100 余人实现自主创业，同时带动 380 余名
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就业。

管城区检察院

一份建议挽回3800万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杨蕴）记者昨

天从管城区检察院获悉，该院的一份检察建
议，为粮食企业避免了3800余万元的重大国有
资产流失。

管城区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应有
作用，着力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在查办某公
司贪污案件时，该公司与某私营公司关系密
切，无偿占用该公司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
失。针对这一情况，检察院建议以适当方式改
变原来的参股现状，变更公司性质为国有企
业。河南省粮食局、河南金地粮食集团和河南
省油脂公司新班子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按照法
定程序，成功地将某私营公司全部变更为国有
股份，挽回国有企业经济损失3800余万元。

二七区环保局

细致查访化解矛盾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胡亚培）11

月 18日，二七区刁沟附近鱼塘死了许多鱼，因
赔偿问题，利益双方产生尖锐矛盾，二七区环
保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化解了矛盾。

环保人员从采样、现场勘察入手查找死鱼
原因，一直工作到中午。监测数据和死鱼原因分
析出来后，公平合理地进行了处理，使双方心服
口服，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二七区环保局妥善
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合理进行处理和协调，有效化
解矛盾、平息纠纷，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须水镇

连续5年上榜省百强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员 魏少杰）日

前，在“河南省百强乡镇”评比及颁奖大会
上，中原区须水镇综合实力在全省 2116 个乡
镇中排名第 22 名，这是须水镇连续 5 年获此
殊荣。

须水镇经济发展由“瘦小”变“强壮”历经5
年，该镇从自身实际出发，根据镇域的资源状
况、产业基础、区位条件等方面的因素，高擎

“工业强镇”旗帜，突出工业经济发展以园区建
设为载体，构筑起工业经济“多条腿走路”的发
展格局，使民营经济以年均 40%的速度快速增
长。到去年，全镇有规模以上企业 42家，工业
投入完成9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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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小杜庄村的张恩茂老人，是一
位不折不扣的“红迷”，人称“红楼居士”。
二十多年前偶入收藏之路，开始钟情《红楼
梦》收集，至今他收藏各种版本 1050 种。
更富有创意的是，老人自己手工制作的红
楼读物，其状大小不一，最小的甚至能放进
耳朵里，堪称一绝。

昨日上午，记者慕名来到张恩茂老
人家中，只见 3 米多高、5 米长的书架上，
摆放着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张老先生
还给收藏室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红楼
居室”。“你别看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
子，可倾注了我 20 多年的心血。1050 种
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有英文、俄文，甚

至包括盲文版……”
老人告诉记者，他退休前是河南地质

局的一名职工，一直痴爱《红楼梦》，平时有
空就到书店和古玩城“淘宝”。20多年前，
他“突发奇想”，想收集《红楼梦》的不同版
本。从那时起，他每月都要从工资中拿出
300 元用于《红楼梦》收藏。1987 年，张恩
茂遇见了非常珍贵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
评石头记”，本书全书只有16回，大部分都
已散落，里边有脂砚斋的点评。“那本书定
价 4.05元，我省吃俭用了好几个月才买了
3本，当时这些钱够半个月生活费了。”提
起这些，老人至今仍唏嘘不已。

光收藏还不过瘾，张恩茂还自创各种

版本的红楼工艺品。老人用汉白玉和名为
“蓝钻”的石头雕刻成了书盒，上书《红楼
梦》和《石头记》，书盒重 30 多斤、长 50 厘
米、宽30厘米、厚12厘米，这个厚度是他特
意定的，取金陵十二钗之意。用石头做书
盒，张恩茂说一方面有《红楼梦》原名《石头
记》的意思，另一方面书放进去更利于收
藏。此外，他还自创各种极小的袖珍本，便
于随身携带，其中最小的袖珍书甚至可以
放到耳朵里，系上绳子可以做成扇坠，让人
啧啧称奇。

张恩茂告诉记者，他关注《红楼梦》的
版本更甚于这本书内容本身。“收藏这些
书，我觉得特别高兴，特有成就感。”

张恩茂在整理红楼各种版本。 袖珍版红楼藏本，不足手指粗。

郑东新区新
种了许多行道
树，为确保这些
树木安全过冬，
截至昨日，他们
已给辖区的数百
棵行道树穿上
“防寒服”。图为
工人正在给一棵
香樟树身上缠绕
稻草绳。
本报记者

陈亚洲 摄

李进波和他的《科学发展七字歌》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康昊增李超 文∕图

“学习科学发展观，学用结合是关
键；多为群众办实事，立党为公多奉献。”
在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机关干部和
村组成员对《科学发展七字歌》耳熟能
详，背诵起来朗朗上口，营造了浓厚的学
习氛围。

《科学发展七字歌》的原创作者是管
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八郎寨村的乡村医
生李进波。凡是到他家看病的人，他总要
领着大家围坐在火炉边，吟诵自己的“得
意之作”，引导人们对科学发展的感悟和
理解。

“我当了 40 年的乡村医生，农村的
变化太大了。”李进波今年 64 岁，1964
年高中毕业，1969 年从事乡村保健工
作。他亲眼目睹了农村合作医疗发生
的深刻变化，从平时的诊病看病中得到
了启发，看到了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的欣慰之情，触动了他的创作欲望和灵
感。

“学习科学发展观，发展稳定不能偏；
珍惜稳定好局面，一心一意谋发展。”他认
为,本村经济发展缓慢，存在着不稳定因
素，应该让群众“摆一摆”，大家才能心明
眼亮。11月4日夜晚10点钟，李进波接诊
了当天最后一个病号后，往事恍若眼前，
感情流淌笔尖。

直到东方破晓，李进波写出了《科学
发展七字歌》，全诗共 13节，每节 4句，每
句 7个字，共 364个字，条理清晰，押韵合
辙，读起来朗朗上口。第二天一大早，他
非常兴奋，赶紧给村党支部书记穆小钦打
电话，汇报学习创作成果。穆小钦赶到李
进波家里,将其创作的《科学发展观七字
歌》认真抄写下来，组织全村 39名党员学
习。随后，该诗歌在全镇党员中传诵开
来。

这正是：学习科学发展观，发展任
重而道远；阳光洒满前进路，前程似锦
更灿烂。

图 为 李
进波（右二）
与邻居一起
学习他的“得
意之作”《科
学发展七字
歌》。

上街区

优质服务推动产业提升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穆文涛）近

来，在“企业服务年强化服务月”活动推动下，
上街区工业正改变粗放式生产经营方式，形成
了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为助推企业发展，全力实现保增长目标，上
街区启动了“企业服务年强化服务月”活动，该
区成立34个工作组，对全区所有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以及重大建设项目进行重点服务。

各工作组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深入企
业，了解企业需求，边调研、边排查、边想办法对
企业进行帮扶。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直接深入
企业生产、项目建设一线，走访企业 80余家,34
个工作组分包的 81家工业企业共反映问题 35
个，现场已经解决问题 8个，答复解决 12个，15
个问题正在协调解决之中。

在各工作组的帮扶下，不少企业实现了产
业升级。华中建机公司顺利与武汉理工大学合
作，进行产品升级换代；盛源粉体公司实现技术
升级，其研究开发的氧化铝新产品在国内处于
领先地位。截至目前，通过企业服务年强化服
务月活动，已为7家企业补办房产手续，解决了
企业融资发展的后顾之忧。

4点钟学校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陈桢

低龄儿童一般都在下午 4点钟下学，而此
时，他们的父母亲还在上班。这些有家难归的

“脱缰野马”该由谁来管，是让无数个家长头疼
的共性难题。

如今，这一难题被花园路街道办事处省通
信社区化解，妙招就是积极探索社区、家庭、学
校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以打造“4点钟学校”
为主体，建设未成年人乐园。

省通信社区常住人口2235人，其中18岁以
下的未成年人 289人。早在 2006年年初，他们
就叫响了“一切为了孩子的明天”的服务宗
旨。率先与郑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少年儿童中
心合作建立了郑州市首家社区快乐儿童俱乐
部，并为不同年龄层次的未成年人开辟了绿色
网吧、图书角、游艺区，使流浪儿童和社区未成
年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曾多次得到联合国国际
儿童权益机构负责人的称赞。

今年3月，省通信社区在召开居民听证会、
得到居民认可的情况下，斥资建成了含绿色网
吧、图书室、活动室、教室等总面积达 150平方
米的“4点钟学校”，解决辖区内低龄孩子下午4
点钟放学无人看管的问题。它集安全庇护、课
业辅导、思想教育、文化娱乐于一体，成为社区
未成年人活动的阵地。

“4点钟学校”邀请素质高、有爱心、热衷未
成年人教育的党员、离退休干部、教师等，对未
成年人开展革命传统、文化艺术、心理保健、智
力开发等方面的教育；联合世纪华欣公司辅导
未成年人的英语、数学、书法等课程。

赏识教育更是“4点钟学校”的特色和亮点
所在，仰仗这一惯常教育手段，他们实现了未
成年人的自我管理，有效促动社区教育的不断
深入。

此外，在社区定期开展小小交警队、小
小安全员、小小律师辩论赛等一系列“我是
社区小主人”活动，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
自我管理意识，让未成年人在这片天地中尽
情展示自我。

棉纺路办事处

集中排查贫困帮扶对象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员 刘金利）一

场突然而至的暴风雪让郑州提前进入了寒
冬。辖区群众生活得怎么样，能不能过一个温
暖的冬天？昨日，棉纺路街道办事处在全辖区
开展了排查贫困户的活动。

辖区下岗失业人员多，贫困人口也多，棉
纺路街道一直将民生问题作为街道的一项重
要工作，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帮扶，为他们解决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现在开展的贫困户排查
活动是一项具体的帮扶措施。

本次活动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重点对
低保户及低收入人群进行排查，对排查出的
贫困人员，街道办事处将根据各自的具体困
难采取相应的帮扶措施，确保他们过一个暖
暖的冬天。

新事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