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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部门爱心联动 唱响“民生大合唱”

亲民爱民成为政府主旋律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雷秀霞 连

敬春）虽然天气寒冷，但惠济区的爱民举措，
烘热了百姓心窝。仅11月24日当天，惠济区
就同时上演两场“民生课”：区残联面向 210
名残疾人免费举办就业培训，区林业局邀请
来的果树专家为惠济桥村的果农开设“林下
课堂”。像区残联和林业局这样的“民生大行
动”在惠济有如“四季歌”，一直持续不断。

区农委面对年初持续干旱天气，投入513
万元，打井314眼，配套水泵、线路，畅通抗旱

浇麦“经络”；区交通部门投资300万元，完成
2.4公里长的大河路及古须北路道路改建；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稳步提升，截至 10 月底，
1790多万元医疗补偿费用已使38727人次的
农民受益；今年，该区社保局积极与多方联
系，就医保联网方案、通信线路、定点医院及
联网效果进行磋商，整理完善每位参保人员
的基本信息和基础数据，预计12月中旬医保
卡就可以发放到参保人员手中……民生“四
季歌”汇成“大合唱”，亲民爱民行动成为政府

各部门的主旋律。
围绕就业创业这一民生之本，惠济不遗

余力。目前已拿出 300万元设立创业专项基
金，用于全区的创业服务补贴、创业平台建
设、创业奖励等。今年 10月，该区启动了全
民创业暨创业园挂牌仪式，相继建起花园口
农家乐创业园、薛岗服装加工创业园、惠济区
创业项目孵化园、大学生村干部创业扶持基
地。区人劳局持续开展“春风送岗位”、“家门
口就业计划”，完善“就业直通车”服务，目前，

新增城镇就业 260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511人，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实事办实，唱响“民生大合唱”。惠济用
于民生的财政资金却是“大手笔”，今年以来，
民生投资达 28080 万元，占全区财政收入的
60%以上。而随着年底到来，该区为民承诺
十件实事的“民生工程”也已进入“收官”阶
段：8座垃圾中转站、区综合性养老中心主体
工程、25个标准化村卫生所、40.19万平方米
新增绿地……一桩桩、一件件都化为现实。

新面貌 新风尚 新产业 新农民
——走进中原区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村二砂村

本报记者 杨学栋 文 许大桥 图

中原区须水镇二砂村是一个特殊的村
庄，这里曾是郑州第二砂轮厂知青农场，
1978年农场撤销后，由二砂的退休职工及
其家属，在政府的支持下组建成了二砂
村。如今，二砂村是中原区新农村建设试
点村和示范村。昨日上午，记者来到这
里，感受新农村的新气象。

二砂村位于须水镇西部，距市区 7公
里，全村312户，800余人,流动人口1000多

人。二砂的职工来自全省各地，姓氏很多
很杂，现在的二砂村有姓氏104个，堪称郑
州姓氏最多的村。

还没进村，五六栋高高的住宅楼就映
入了记者的眼帘。进村后，笔直平坦的柏
油路、成排挺立的路灯、漂亮整齐的楼房，
好像是走进了市内的住宅小区。连接郑
上路和中原路的兰州路从村中直穿而过，
路两边有商店、饭店、大型超市、农贸市场

等，人来人往。村党支部书记段桂强告诉
记者，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完善基础设
施，村里投资2000多万元对全村的基础设
施进行了改造和完善。

该村坚持以“工业兴村、以工补农”，
村里创办了磨料磨具、机械加工、化工、编
织等工业企业 20 多家，共 5 个工业区，年
创产值 8000 万元，全村过半劳力进厂务
工，年务工收入达300万元。全村近300亩
耕地由村集体经营，全部种植花木，所得
收入分配给村民。每个村民每月还可分
得30斤面、5斤米、1斤油。

在村文体活动中心的3楼农家书屋有
80平方米、8000册图书，几大排书架一字
排开，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文化类、科技类、
政策法规类、保养护理类书籍。65岁的村
民康虎告诉记者：“我早上在文化生活广
场健身，上午在 3楼的书屋看看书，在 2楼
的多功能室玩玩棋牌、打打乒乓球，晚上
在家看看有线电视，一天就这样滋润充实
地度过，生活质量不比市区的老人差。”

二砂村新农村建设的成效辐射周边，
庙王村、付庄村、白寨村、卅铺村等村民也
前往二砂村买菜、看病、购物消费。二砂
村为自己定下目标：打造位于须水镇和荥
阳豫龙镇之间的新城镇。

中原区

两项目获科技部扶持
本报讯（记者杨学栋 通讯员张莉）昨日，从

中原区传来喜讯：该区两项科技创新项目荣获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70 万元。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是专门用
于鼓励、培育、支持和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项目的政府专项基金。此次通过科技
部 2009年第二批国家创新基金审核的是河南
万里衡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企业衡防作弊
无人值守智能管理系统”和郑州裕昌有机硅化
工有限公司申报的“复配溶剂改性液体聚硫橡
胶合成及工艺研究”两个项目。

建中街办事处

帮扶工程温暖居民心
本报讯（记者陈亚洲 通讯员吴朝轻 徐克

镜）建中街街道党工委搭建为民服务平台，在辖
区22个党组织、12个社区中开展“三个双百”帮
扶工程活动，即：百名党员助推百名困难党员、
百名志愿者帮扶百名弱势人员、百名大学生携
手百名“空巢”老人。

帮扶工程活动以来，已在永安、建华、铁英、
庆丰等社区开展 15场“欢乐邻居节”、“戏迷擂
台赛”、“食王厨艺争霸赛”为主题的广场活动，
举办 15 期手工编织、电脑维修班等就业帮扶
班，培训400余人，慰问困难党员、弱势人员800
余户，送岗位 120 多个，赢得了居民的广泛好
评。

二里岗办事处

文化广场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胡昕）管城回

族区二里岗街道办事处以社区文化广场为载
体，繁荣社区文化，活跃居民生活。

二里岗街道办事处各社区中，长期活跃着
群众自发组织的文艺、体育队伍，如杨庄社区的
秧歌腰鼓队、货西社区的太乙球群众健身队、货
东社区的空竹队等。这些群众文化团体长期处
于自发、松散状态，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引导。今
年 6月，二里岗办事处在货东社区筹资兴建了

“社区大家乐”文化广场，吸引各社区的文艺队
伍来此开展活动。社区文化广场还聘请专业老
师开设文艺培训班向居民授艺，从6月至今，已
开设太乙球、空竹、合唱、戏曲等培训班多期，吸
引了数百名居民来此参加活动。

大学路办事处

流动党员校街共建启动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刘翠）近日，

大学路街道党工委与郑州大学远程教育学院
联合举办了“流动党员街校管理启动仪式”。
通过街校共管模式，有效地扩大了组织工作覆
盖面。

街校管理协议推行“街道、学校、社区”三
位一体共建模式，有效实现流动党员对接管
理。校街共建拓展了党员共建服务内容。由
社区党支部牵头，以“共建、共创”的模式，根据
党建工作要求，社区定期组织流动党员开展培
训学习、社会实践及流动党员服务进社区等学
习教育活动。同时整合郑州大学、社区文化教
育资源，充分发挥社区教育阵地和服务作用，
既为学校流动党员参与社会实践提供了平台，
又为社区建设增添了新生力量。

长兴路办事处

排查安全隐患保平安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王西炳 陈建

利)“安全生产问题和困难，请及时找包村干
部。”……连日来，长兴路办事处干部职工走村
入户，细致排查辖区内安全隐患。

临近岁末，为确保辖区社会大局稳定，长兴路
办事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人员密集场所、特
种设备、学校（幼儿园）、建筑工地等场所为排查重
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活动，排查企业280家，发现
隐患98处，已整改81处，有效治理一批安全生产
隐患，确保了平稳的安全生产工作形势。

办事处确定 12月为矛盾集中排查化解月，
机关党员分赴街道 41个村民小组，通过入户座
谈等形式，广泛开展化解矛盾活动。

封闭式规范化的农贸市场为村民购物
提供了方便。

阅览室里数千册的图书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花卉养殖成为当地的一大产业。

昨日，郑州市
实验幼儿园的医
务人员为孩子喷
射乐口福泰杀菌
抗病毒喷剂。近
期，甲型H1N1流
感的防控工作成
为各所幼儿园的
防控重点。专家
提醒，要教育孩子
养成良好习惯，锻
炼身体，增强抵抗
能力。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一场暴
雪压塌了黄
河路集贸市
场大棚，通过
加紧修补，上
百商户已经
重新搬回市
场。昨日，记
者看到，这里
已是一片红
火景象。
本报记者

王影 摄

开展专项整治 净化文化市场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杨丽

红）昨天，管城区开展扫黄打非集中检查
行动，全面清查辖区出版物市场，重点
清理并取缔各类非法出版物的无证照经
营店档、摊点、游商、摊贩，取缔非法经
营摊点 5 家，暂扣查收涉嫌非法图书 800
多 本 ，盗 版 音 像 DVD 光 盘 4000 余 张 。
今年以来，该区文化管理部门先后 10 余
次开展多种形式的专项整治活动，净化
了文化市场。

据了解，管城区拥有出版物经营户
55 家、电子软件经营户 8 家、其他印刷
品经营户 29 家、音像制品经营户 22 家、
电子游戏经营户 10 家，文化市场的蓬
勃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求。为了推进文化市场的健
康发展，他们按照“属地管理，条块结
合，以块为主，政府牵头，齐抓共管”的
原则，与文化经营业主签订责任书，开
展 自 查 自 纠 ，突 出 重 点 时 段 、重 点 区

域、重点问题，采取集中整顿、分散检
查和“杀回马枪”等多种形式，精心组
织开展联合专项行动，促使商户依法规
范经营。

截止到12月初，管城区出动稽查人员
2900余人（次），出动检查车辆共计 750余
辆（次），对商户进行不定期督察和大型集
中行动，取缔无证经营摊点 90余个，检查
各类出版物店档、摊点、印刷企业、集贸市
场148家。

传承绝技
记者 王思俊

“魏老先生，‘猴加官’将去台湾展览！”在
嵩山南路紫荆小区，魏义民戴着老花镜，正在
给一只泥猴的脸上彩。

“猴加官”作为我国传统民间工艺品，将于
12 月中旬随“中原文化宝岛行”在台湾展览。
听到这个消息，魏义民心情十分激动。

迫于生计学手艺
“会手艺的人是巧要饭，我当初为混碗饭

吃，学的这门手艺。”魏义民，南阳市郊区北辛
店人，今年82岁，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
了。他和两个哥哥与父亲相依为命。14岁那
年，跟随一位民间哑巴艺人学习制作和玩耍

“猴加官”。他喜爱这门绝技，不到两年就出师
了。他把传统工艺中猴子的“官帽”改成京剧
人物中的脸谱，使流传将近 300年的工艺传承
下来。

“猴加官”被称为“活泥猴”。“猴”和“侯”是
谐音，“猴加官”寓意官上加官。古代唱戏开场
前，演员向观众请安行礼，由演员戴假面具穿
红袍、皂靴，拿着“天官赐福”、“指日高升”、“一
品当朝”等字样的布幅，向观众庆贺。

忙于工作丢手艺
“我喜爱这手艺，有 30多年没有摆弄。”魏

义民指着一个个脸谱，这是关公，这是窦尔敦，
这是姜维，这个是周仓。

魏义民1949年参军，先后参加过建设成渝
铁路和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开坦克、开汽车，
完成了不少急难险重任务。1955年，他从部队
复员后，安排在郑州市公交公司，开了 25年的
公交车。“那时候年轻，思想红、干劲足，上进心
强，没时间摆弄手艺。”他说。

不甘寂寞重拾手艺
1980年，魏义民退休了，看电视、打扑克，

总觉得没意思。于是，他和老伴商量，重拾手
艺制作“猴加官”。他用胶泥做成猴头猴脸和
京剧脸谱，老伴调颜料、剪布条、扎毛发。

“猴加官”做成后，他到开封相国寺设摊，
老伴在郑州森林公园摆摊。每个卖10元，短短
3天时间，卖出去了200多个。

2004年，河南省启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
程，魏义民积极申报。2005年，“猴加官”注册
商标获得国家专利。2007年，中原民间工艺美
术展览中荣获“猴加官”金奖。2008年，确定为
省级保护项目。今年，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猴加官”在全国堪称绝技，魏义民为国之
绝技第一人。“我真希望这门绝技，不要在我这
儿断线失传。”他说。

领航者
本报记者 郑磊

免费教残疾人学手艺，为他们生活、就业
保驾护航，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被残疾
人亲切称呼“刘大哥”。他，就是省会助残事业
的“三朝元老”刘正义。

昨日上午，记者在市康教中心见到了正在
忙碌的刘正义。回首自己 22 年助残路，刘正
义感慨颇多：从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到残联，
再到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刘正义堪称省会助
残事业的“三朝元老”。如今，他所领导的康教
中心，成立 5年来已免费教会千余名残疾人一
技之长，其中90%以上的人顺利实现就业或自
主创业。“残疾人的生活和就业环境都越来越
好，我只想为他们保驾护航，实实在在做点事
儿。”采访中，这是无数残疾人嘴里的“刘大哥”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1987 年，复员回来的刘正义主动选择到
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从事群工宣传多年
的他和很多残疾人成了知心朋友，曾在世界残
疾人奥运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夺冠的陈志
嘉、张岩、任桂香等人，结婚、生子、出书都不忘
向刘大哥报喜，在他们心中，刘大哥成了不折
不扣的亲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刘正义认为，通
过技能培训能帮助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将来
能更好地融入社会。自 2004 年到康教中心
后，刘正义先后引入 30多个培训项目，泥塑、
木雕、编织、平面设计、动漫制作、速录等一大
批行业向残疾人打开大门。“其实残疾人在就
业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刘正义说，残疾人比
一般人更具持久性，更有耐心，他们同样能创
出一片天地。

在刘正义的办公室，一件与众不同的雕塑
作品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是康教中心学员们
集体创作的：两只手握在一起，下面是一颗心，
做出手语“关爱”的动作。“残疾人更懂得感恩，
看到他们过得好，我觉得所有付出都值了。”刘
正义由衷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