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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规范“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决策更民主 决议更科学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员 杨春晓

王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是村级民主自
治机制的创造性实践，中原区推广“四议
两公开”工作法以来，整个推广工作进展
顺利、成效明显。但也存在着决策范围不
明确、执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中原区从
明确议事范围、做好关键细节、强化民主
监督等入手,较好地促进了“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的规范运行。

中原区按照应议尽议的原则，科学确定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决策内容,要求各行

政村必须做到“九必议”，即：新农村建设长期
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必议；村集体土地承包、
租赁、流转必议；公益事业经费筹集、组织实
施与管理必议；集体经济项目立项、承包及公
益事业建设承包必议；集体资产购建与处理、
村集体企业改制必议；村土地征用及补偿分
配、宅基地审报必议；计划生育、农村低保、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和制度的落实必议；
重大救灾救济款物发放必议；其他应当民主
决策的事项必议。“九必议”确保了村级重大
事项应议尽议。

为提高村级组织运用“4+2”工作法决策
的科学性，中原区明确了 5 个方面的具体细
节：提议前要调查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充分
体现民意；商议前要充分酝酿，搞好协商交
流，切实使村“两委”对提议内容达成共识；审
议前要完善方案，使之更为科学、更为具体，
以提高党员大会审议的通过率；决议前要沟
通交流，做好各方工作，确保方案得到大多数
人的赞成；决议公开前要化解矛盾，确保决议
内容公开后能够顺利实施。

为确保经联户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

作出的决议能够执行到位，中原区规定决
议落实过程中要自觉接受“三个监督”：
自觉接受村监督委员会的监督，自觉接受
联户代表会议的监督，自觉接受村民的监
督。

据了解，“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在中原
区推广实施以来，受到了农村基层干部和
农民群众的赞成和拥护。中原区将规范提
高、深化拓展“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推动
中原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取
得新成效。

西大街办事处

“三安工程”安民心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欧曼茹）管

城回族区西大街街道办事处以社区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积极推行

“三安工程”，赢得群众赞扬。
西大街办事处位于管城老城区的中心区

域，今年以来，为使居住在辖区居民群众住得
舒适、住得平安、住得安乐，西大街办事处先后
推出改善生活环境的“安居工程”、提高居民安
全感的“安心工程”、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安
乐工程”。

办事处投资30多万元实施“安居工程”，对
刘家胡同 16 号院、北乾元街 9 号院、南大街 58
号院等进行人居改造，粉饰墙面 1260 平方米，
绿化美化地面 530 平方米，干净整洁优美的环
境使居民住得舒心；投资17.7万元实施“安心工
程”，设立“监控中心”，在复杂路段、重点单位
楼院、主要出入口安装电子监控 16 个，配专职
人员 24 小时监控，各类治安、刑事案件大为减
少；投资 10 万多元实施“安乐工程”，为居民配
备健身器材，为老弱病残居民安装“爱心呼叫
器”，建起社区居民书屋，组建社区秧歌队、健
身队、合唱队、戏曲队等。

金水区

20万元购环卫设施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张鸿喜 刘

新玲）为给辖区居民创造良好的市容环境，金水
区投资 20 万元，新购置 200 辆三轮车、500 件反
光背心和 500 顶带有醒目标志的作业帽，陆续
发放到环卫一线。

金水区市政管理局全力以赴搞好市容环境
卫生集中整治工作，成立了“市容环境卫生集中
整治突击队”。为全面搞好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活动，加强道路环卫作业，金水区市政管理局投
资 20 万元，新购置 200 辆三轮车，500 件反光背
心、500顶带有醒目标志的作业帽，确保环卫作
业人员的服装整齐及作业安全。

管城区检察院

开发运用新软件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杨蕴）昨天

记者获悉，管城区检察院在全市检察系统率先
开发使用GM-SMP-U国迈移动存储设备管理
系统，首家通过国家保密局新技术标准认证，确
保了案件的安全性，提高了办案效率。

针对移动存储介质使用管理不当，导致信
息泄露、交叉使用、病毒木马传播等问题，管城
区检察院结合实际，对移动存储设备的使用进
行深入评估，加大保密工作中的科技含量，强化
计算机局域网进行安全保密系统建设，在全市
检察系统率先部署使用GM-SMP-U国迈移动
存储设备管理系统，实现了移动存储设备的统
一管理、统一控制、全面审计，保障了计算机网
络安全，提高了工作效率。

截至11月中旬，该院共批捕扰乱市场秩序
犯罪案件 27 件，对 56 起轻微刑事案件依法裁
决，立案侦查贪污案件等 5 件，维护了社会稳
定，为辖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蜜蜂张办事处

打造为民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鲁根马）昨

日上午，郑州铁路文化宫热闹非常，二七区蜜蜂
张街道办事处辖区党员组成的医疗、理发、修
车、家电、家政、法规政策咨询等 9 支服务队集
中为群众服务，当日义务修理自行车、电动车23
辆，修理各类家电37件，为28人理发、80多人进
行了诊断和体检。

据了解，像这样集中为民服务的活动从 8
月份以来蜜蜂张街道办事处已经开展了12场，
惠及辖区群众近 2000 人。二七区蜜蜂张街道
办事处积极探索党建新模式，推出了党员为民
服务“1311”机制，即在各个社区制作悬挂了一
块“社区党员为民服务站”牌子；畅通社区服务、
分包党员干部服务、信箱留言服务三种渠道，建
立一本党员为民服务台账，将群众的需求一一
登记，并向各职能科室进行交办、催办，定期回
访检查办结情况和群众满意度；开展一次服务
联系。所有党员干部对分包的群众进行电话联
系或入户走访一次，及时发现困难解决问题。

寻梦红石山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文/图

“红石聚堆，石缝夹泥，当地人称为籽
泥，是海内外追捧的黄河泥塑原生地。”他
用艺术的双手诠释泥土，把无彩无饰的黄
河泥土注入文化灵性，作品栩栩如生，惟妙
惟肖，喜怒哀乐，情趣盎然。

他，就是郑州本土的民间工艺美术大
师和国家知识产权文化大使赵恩民。

赵恩民今年 47 岁，管城区东关东里
人。八九岁的时候，喜欢上了捏泥人。
1985年，他参加中国工艺美术高级研修班
进修，系统学习了艺术欣赏、创作理论和设
计理念，对民间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泥人有灵魂，捏泥人更有讲究，没有
合适的泥土，天工巧匠也很难出精品。”他曾

听老人说过有一种泥，颜色暗红，弹性好，有
光泽。于是，他常常穿梭在田间地头，往来
于黄河岸边，为“泥”所思，为“泥”犯愁。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2001 年的冬
天，他循着梦中的感觉，携带镐、锹和编织
袋，辗转荥阳市和巩义市农村。村民介绍
说：红石山又叫凤凰山，满山红石头，宛如
红宝石熠熠闪光，红石缝中的泥土含有红
石渣，当地人称为“籽泥”。

他顶着寒风，攀上红石山。敲开石缝，
红泥土呈现在眼前，在几百平方米的板块
上，仅有一处红泥土可以使用，优质红泥土
面积不足5平方米。

红石山的红泥土，成就了赵恩民。在
继承传统泥塑技艺的基础上，他创新塑空
绝技，把泥拍成一个饼状卷起来，接口天
衣无缝，这项独门绝技申请了国家专利。
捏的泥人原汁原味，贴近生活，一招一
式、一颦一笑，给人无限的遐想和回忆。

《童趣》、《百童戏耍》、《生火》、《老头蹲墙
根》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作品

《鼓乐升平》，还参加了 2006 年“感知中国
——南非行”。

“艺术失去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就不
能形成产业，难以传承下来。”管城回族区
文化局局长张平介绍说，他们开设了“赵恩
民泥塑文化馆”，成立了郑州市恩民泥塑艺
术研究院，挖掘保护民间艺术。

11月6日，赵恩民注册了“郑州稀泥堂
艺术设计有限公司”，沿街叫卖已成为历
史，做大做强，让世界了解中原文化成了赵
恩民的新梦想。

本报讯（记者 唐
强 通讯员 郭鑫 文＼
图）昨日，铭功路派出
所民警利用双休日来
到 二马 路 劳务市 场

“摆摊”，向农民工兄
弟传授防骗秘籍和法
律知识，并为他们现
场免费办理暂住证。

为了防止农民工
遇到花样繁多的骗局，
昨日上午 10 时，铭功
路派出所所长孟建均
带领民警来到二马路
劳务市场，在农民工聚
集的地方摆上了一张
桌子，挂上“农民工法
律服务站”。民警结合
派出所经常接到的上
当受骗的案例向大家
介绍了各种用工陷阱，
以此提醒外来的农民
工朋友注意防范。

民警“摆摊”劳务市场 传授民工“防骗秘籍”

本报讯（记者 王影 通讯员
李文娟 文/图）日前的一场暴雪
压塌了黄河路集贸市场，附近上
万居民生活一度陷入“瘫痪”，金
水区黄河路社区妙招解难，解决
了居民的吃菜难题。

记者专程前往一探究竟。
在红旗路，道路两侧密密麻麻摆
满了菜摊，购买的市民络绎不
绝，但与其他“马路市场”不同，
还通行公交车的红旗路，并没有
出现交通拥堵。一位商户大姐

告诉记者，在社区的有效规划
下，他们上午和中午在红旗路

“扎摊”，下午“转战”到黄河路，
每天社区的工作人员都会加班
在这两条路清理垃圾和疏导交
通，给大家提供便利。

黄河路农贸市场负责人表
示，菜棚压塌面积达50%以上，新
的市场大棚建设，已经做好前期
测量，所需的材料也已经准备完
备，大约 10 天，在市场门口摆菜
摊的菜农们就可以重新“回家”。

菜场大棚坍塌 社区妙招解难

惠济区

强力推项目
全心做服务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雷秀霞 连
敬春）惠济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至10月份，
该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44.6%，
增速居全市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 21.2%，增速居全市第一。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增速居6区第一。

今年以来，惠济区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针对项目所处开工、投产、续建等不同阶
段，他们采取不同应对措施。对新开工项目，
以落实开工条件为首要目标，保证项目按期开
工；对投产项目，按计划投产日倒排工期，抓关
键进度节点，确保项目按期投产达效；对续建
项目，按月制订详细推进计划，科学调配劳力、
资金等生产要素，搞好进度控制；对前期项目，
则加快办理手续，做好一切准备。

前三季度，辖区重大项目投资过亿元的有
11个，黄河公铁大桥完成投资69000万元、郑州
信息创意产业园区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9000万
元、郑州师专东校区完成投资 15700 万元……
此外，郑州中铁大桥（郑州）缆索有限公司桥梁
悬索生产线项目、河南聚丰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30万吨饲料扩建项目、郑州宏达汽车工业
有限公司扩建 1 万辆专用汽车生产线项目、郑
州郑控电气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台套电气设备
建设项目、郑州源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新厂区
建设项目等5个拟开工项目前期准备工作顺利
完成。

在强力推进项目建设的同时，惠济区委、
区政府积极搞好服务工作，为辖区企业战危机
保增长提供有力支持。

他们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活动，各级分
包领导把服务企业作为自己的责任之一，深入
企业，掌握真实发展情况，提供对症服务。分
批次举办银企座谈会，为企业争取资金支持。
成立惠济区企业家协会，搭建企业家资源共
享、信息互通的平台。

11 月 18 日，惠济区又召开重点项目推进
会，把加大资金投入作为决战四季度和拉动经
济增长的重中之重，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带动第
四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希 望
本报记者 郑 磊 通讯员 张 静

丈夫张守谦身患脑干梗塞，不能说话、生
活不能自理，妻子付湘予每天像照顾孩子一
样，给他喂饭、擦屎端尿；丈夫想出去散心，身
高仅 1.5 米的妻子奋力背着身高 1.8 米的他下
楼，这一背就是11年；当妻子背不动丈夫时，公
交志愿者上门结成帮扶“对子”，丈夫想啥时出
门，都有人帮忙。“正是妻子和一群好心人重新
给了我生活的希望。”张守谦感动得热泪盈眶。

昨日上午，建设路郑州三棉张守谦家中来
了一群客人。他们除了带来食用油、大米等生
活用品，还带来一个帮扶计划，对这个困难家
庭给予及时帮助，这群客人就是快速公交公司
的员工代表。

见客人进屋，全身瘫痪、不能说话的张守
谦，吃力地用笔在纸上一笔一画地画着，跟客
人交流，表达着谢意。妻子付湘予告诉记者，
自从 1998 年丈夫患脑干梗塞后，全身瘫痪，握
笔都需要先掰开手指头，再塞进笔，好在丈夫
脑子还正常，虽然家境困难，她还是咬咬牙给
丈夫买了部可手写的手机。当丈夫在电视上
看到一名残疾女士乘坐快速公交时，他非得吵
着要坐，公交公司得知情况后，专门派来志愿
者圆了张守谦这个梦。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隔一段就想下楼转
转。”付湘予家住 4 楼，付湘予身材娇小，1.5 米
的她去背 1.8 米的丈夫很吃力，但她还是咬咬
牙，背着丈夫上下楼。如今，夫妻俩都已48岁，
付湘予已经开始背不动丈夫了。

“一个女人这么尽心尽力照顾丈夫，我
们都被感动了。”快速公交公司经理李业锐
说，不久前，公司专门派了两名志愿者背张
守谦上下楼，啥时张守谦想下楼，志愿者可
以随时上门帮助，家中出现什么困难，公交
公司及时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