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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路街道办事处

“五小”整治扮靓窗口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曹建刚

秦磊） 8日上午，政七街与纬五路交叉口，金
水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联合花园路工商所召
开的“五小”综合整治现场会开得热热闹闹，
被群评群议出的 30 多家“问题商户”领取了
整改通知书，并被“最后通牒”。

这个现场会只是花园路街道“五小”综合
整治的一幕。作为郑州乃至中原的“窗口”，
花园路街道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严格按
照整治标准，集中整治创新出彩。

记者在他们的工作日报表看到，这次“五
小”整治，花园路街道的“五小”治理量多达
792家。面对如此众多的“问题商户”,该办分
户包干制、联席会议制、日报销号制、责任追
究制和奖罚并举制“五制并用”。分户包干制
使所有需要整治的单位实现了治理“一对
一”，分解到每一个社区、每一个人；日报销号
制使适时动态治理了然于心，各社区每天经
分包领导、分包卫生监督员、包店责任人签字
认定后，将日进度表报送办公室，切实做到整
改一处销号一处；对治理达标单位实行“三方
会签”，分管干部、分包领导和卫生监督部门

三方见证。
针对办事处辖区高级别公共单位众多的

实情，花园路街道靠互查互评举措破解“人情
关”关口。通过相互检查、评比、学习，促进全
面达标。

在所需治理的“五小”单位中，仅小饭店
就多达 123 家，整改难度大。该办把小饭店
作为综合整治的主攻方向，一店一策，对症下
药。按照“布局合理、建设齐全、环境整洁、操
作规范”的标准，该办精心打造的示范店、示
范街竖起了高水平“风向标”。

在示范街之一的政七街，“五小”门店统
一制作了卫生制度标牌、门头牌匾和空调外
罩，并对墙体进行统一粉刷。各门店面貌焕

然一新，有力地推动了示范街集中整治工作
的开展。

目前，花园路街道正在逐一对示范店进
行验收。“示范街要以点带线，以线带面，逐渐
向周边街道和居民区延伸，带动整个辖区‘五
小’综合治理。”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浩说。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刘翠）“这
家饭店的小吃味道好，环境让人放心。”昨日
记者到大学路办事处采访时，巧遇由社区群
众参与评定的第一批特色菜肴出炉。办事处
推出的“小街道大饮食”五小整治模式，吸引
商户主动参与到卫生创建行动中。

办事处加大小饭店、小旅馆“五小”整治管
理力度，全面改善饮食环境，更注重从商户的

角度出发，免费向辖区500余家“五小”商户制
作发放《小街道大饮食》健康伴我行期刊，内容
含有辖区商户特色饮食推荐、饮食知识、居民
点评等，全方位宣传“五小”商户特色菜品和管
理理念，引导顾客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为顾
客提供饮食知识，目的是让辖区居民群众主动
参与评价商户饮食环境、菜品特色，借助居民
群众的好口碑，进而引起商户的高度重视，转
变经营理念，抓好薄弱环节落实整改。

通过前期摸底排查和了解，陇海中路煲
仔靓粥、继续米皮、张福记和兴华街虢国羊肉
汤馆等 6 家商户因环境干净整洁、店内管理
科学，作为第一批菜肴推荐商户，刊登在《小
街道大饮食》期刊上，商户和顾客得到了实
惠。商户陈老板说：“办事处五小整治形式特
别新颖，店内卫生大大改观，帮助我们吸引了
很多客源。”

办事处书记海鸥介绍说，“五小”整治要
创新工作思路，从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和
激励奖惩办法入手，找出群众和店主共同关
心的热点，从观念上影响店主，由“要我改”变
成“我要改”，工作做起来就会舒心顺手。

二七区

确保生态林消防安全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朝锋）二七区农经

委配备检修消防器械，200 多名林区巡护人员集中对重
点地带严防死守，确保了辖区8万亩生态防护林安全。

据了解，二七区西南部成片的生态防护林，成为我市
的一个天然氧吧。由于松柏等易燃树种较多，春天气候
干燥，辖区森林防火进入高火险期。为此，二七区农经委
专门召开森林防火会议，进一步明确管护责任和方法，并
在林区悬挂宣传条幅60余条，向林区村两委发送警示宣
传短信180余条，使森林防火知识家喻户晓。同时，农经
委派出人员对林区进行防火检查，仅在清明节期间，就扑
灭了21处烧纸余火，确保了林区的消防安全。

中原区

“绿色通道”为劳动者护航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王洪）记者昨日获悉，为

妥善解决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中原区人社局开辟“绿色通
道”，本着“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原则，实现首季度调解
率100%。

据介绍，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以社会保
险、劳动合同为主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不断增多。为减
少劳动争议案件发生，中原区本着稳定经济发展、构建和
谐社会原则，在硬件、软件方面同时探索创新，投入近10
万元建成全市区级第一家标准化劳动争议仲裁庭，同时
开辟“绿色通道”，对小额、简单案件及涉案人数较多的案
件，尽可能通过调解方式平稳解决，做到及时受理、及时
调解，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截至目前，该区首季度实现
调解率100%。

管城区

创新理论学习模式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康昊增）重要篇目反

复通读，重点内容精心领会，切实做到学有所获。管城区
不断创新理论学习模式，立足建立长效学习机制，增强了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管城区通过领导带
头学、全面系统学、集中精力学、多种形式学、联系实际
学，不断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内容，增强学习实效。
今年初，他们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制定下发党建工作要
点和学习教育意见，明确机关党员学习任务，发放了《学
习十七大精神辅导报告》光盘、《党章》单行本等，并利用

“管城大讲坛”和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激发大家的学习
劲头。据了解，学习实践活动开展以来，该区共举办各类
学习培训班、专题辅导报告876场（次），领导干部讲党课
628次。

蜜蜂张办事处

加强对流动党员管理
本报讯（记者陈亚洲 通讯员鲁根马）二七区蜜蜂张

街道办事处切实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教育，做到党员
流动不流失，离岗不离党。

蜜蜂张街道办事处辖区因大面积的拆迁，流动人员
增多，流动党员从业结构和居住场所频繁变动。为确保
党员流动不流失，离岗不离党，街道党工委为流动党员建
立了流动党员信息管理簿，发放了流动党员活动证。办
事处还成立了“流动党校”，由班子成员、理论骨干、社区
老党员等 20 多人组成宣讲团，发挥流动党校机动、灵活
的优势，延伸培训阵地，实行送课进家进企业，做到哪里
有党员,就宣讲到哪儿，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祭城街道办事处

为西南灾区献“爱心水”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白二庆）日前，团省委

希望工程办公室资助项目部负责人专程来到金水区祭城
街道办事处，向他们颁发捐赠证书，对辖区学生们奉献给
西南灾区人民的爱心表示褒奖。

西南灾区特大旱情发生后，团中央发出关于向灾区
人民捐一瓶水的倡议。祭城街道办事处迅速组织辖区中
小学师生开展“向灾区人民献爱心”捐款活动。广大师生
积极响应，踊跃捐款，先后募集善款2.2万元，向灾区人民
送上学子们的“爱心水”。

完善机制 优化环境 建设阵地 创新途径

二七区为青少年搭建成长舞台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张富

国）二七区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放在
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位置，坚持“完善机
制、优化环境、建设阵地、创新途径”的思
路，不断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水平，
连续 10届荣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读书活
动优秀组织奖”，还获得“全国中小学青少
年思想道德建设活动先进集体”、“全国红
领巾手拉手助残先进集体”等称号 200 多
个。

二七区成立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组织机构，在全区范围内选强配优，成立了
一支 1000 多人的德育教育工作队伍。通

过多次专业培训、技能竞赛及研讨交流，把
德育工作渗透到育人全过程。每年召开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及各具特色
的现场推动会。以区情教育为抓手，打造
少先队特色品牌活动；实施“阳光青少年之
家”项目，开展全国青少年社会工作试点活
动；推进“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家
庭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夯实家庭教育工作
的基础。

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年，以“文
明、和谐、规范”的校园文化提高二七教
育的知名度、美誉度。与 114 家网吧签
订守法保证书，组织成立了 100 名由“五

老”组成的网吧义务监督员队伍，在社区
建立了青少年“绿色网吧”，聘请辅导员
义务指导未成年人学习网络知识。命名
二七纪念塔等 10 个“二七区青少年思想
道德建设实践基地”，先后有 4 万多名未
成年人在基地参加劳动、学习体验。投
入资金 80 余万元，对全区的少先队活动
室进行改建、新建，让队室真正成为加强
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阵地。截至 2009 年年
底，全区已争创“全国红旗大队”4 个、

“郑州市红领巾示范标兵校”15 所，“郑
州市红领巾示范校”20 所，建立郑州市示
范性家长学校 10 所。

以体验教育为特色，在全区开展以
“体验三百六十行”为主题的“寻找一个
岗位、扮演一个角色、获得一种感受、明白
一个道理、学会一种本领、养成一种品质”
活动，通过角色模拟，体验做人与做事的
道理，一批小记者、小法官、小作家应运而
生。

以拓展校外教育空间为重点，把青少
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向家庭、向社会延伸，构
建了“学校—家庭—社区”三结合的教育网
络，被共青团中央、中央综治委、民政部、人
事部共同确定为全国首批青少年事务社会
工作者试点城市（城区）。

大家富了才是富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徐克镜 文/图

生活所迫让他下海经商，抢抓商机
令他如鱼得水，诚信经营使他独占鳌头
……二七区永安社区小伙儿孟磊，免费
为社区无业人员培训电脑知识，带领他
们一起“奔小康”。

孟磊 1995 年刚毕业就到郑州铁路

客运段上班，日子平平淡淡。但面对日
渐年迈的父母和拮据的家庭，孟磊看在
眼里，痛在心里。“何不趁自己年轻，下
海经商闯一片天地？”打定主意后，他开
始置身商海，几经周折后，孟磊决定进
军电子产业。就这样，他于 2005 年用

仅有的 2000 元钱作资本，租赁一间不
足20平方米店铺开始打拼。

为充分开拓市场，孟磊只身一人来
到北京中关村实地考察，寻找进货渠
道。为此，他专程找到联想等知名电脑
原装选配件国内代理商进行洽谈。可
是，众商家得知他一没资金、二没经验
的现状后，都闭门谢客。在经受一次次
打击后，孟磊没有放弃，最终用诚心打
动了一家代理企业，成为该品牌河南市
场代理商。成功后，孟磊更加钻研电子
产业业务，对客户讲究诚信经营。功夫
不负有心人，2008 年以来，企业经营状
况呈直线上升趋势，不光本地市商家主
动找上门来，省内外不少商家也纷纷抛
来橄榄枝。

作为一名党员，孟磊时刻把为居民
服务铭记心头。为能给辖区下岗、失业
等无业人员找到工作，他多次免费为他
们进行电脑技术指导培训，并为 20 多
名下岗人员安排了新的工作岗位。“一
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真的富。”孟
磊朴实地说，他现在已在郑东新区开了
一家连锁店，此后还准备在郑州周边城
市再开设十家连锁店，尽可能多为辖区
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就业岗位，带领大
家一起致富奔小康。

上街区打造
鲜切花生产基地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唐宁 文 许

大桥 图）素有“中国铝都”美誉的上街区，正致
力于打造“郑州鲜切花基地”。

据悉，为发展花卉产业，上街区加快土地流
转步伐，成立了龙头公司带动农户发展，同时引
入技术扶持机制，采取市场化引资等办法建立
花卉种苗智能温室基地。峡窝镇北峡窝村流转
土地150亩，并积极推进农业设施栽培，于去年
引进郑州顺达高新农业技术有限公司，发展鲜
切花生产，目前已建设 42 个日光温室大棚，先
期培育了观赏菊、食用菊等品种。

据悉，该区计划今年流转土地 1000 亩，全
部发展鲜切花，计划建设200个温室大棚，为鲜
切花的持续发展提供空间，力争建成全市最大
的鲜切花生产基地。

听专家聊健康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帖迪生

4 月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第 22 个“爱国卫
生月”，昨日，一场在卫生专家、医疗专家与普通
市民群众之间进行的关于卫生与健康的聊天活
动，在管城回族区东大街办事处博爱社区博爱
聊天室轻松举行。

博爱聊天室是东大街街道办事处在博爱社
区设立的面向普通社区居民群众的政策宣讲、
科学普及、知识传播以及情感联络的沟通交流
平台，自建立之日起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多起
互动式的讲座。昨天的活动由管城区爱卫办、
管城区红十字会、东大街办事处联合举办。

聊天活动的主题结合当前郑州市迎接国家
卫生城市复检工作和城市卫生、环境整洁、全民
健康展开，管城区健康教育所的耿卫华大夫就
合理饮食、适当运动、戒除烟瘾以及培养良好个
人卫生习惯、避免不良生活方式影响等问题与
社区居民互动聊天；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护
人员现场示范教授居民居家简便的急救和包扎
方法等。一个多小时的聊天活动，居民群众积
极参与、踊跃提问，专家耐心讲解，认真示范，现
场气氛轻松活跃。

爱心接力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王瑞萍

“计生办左主任，社区张大姐，楼上楚阿姨，
楼院长王叔叔，个个都是热心肠，比亲人还要
亲！”在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城北路 15 号
院，宋红年半身瘫痪躺在床上，社区“爱心接力
帮扶小组”轻轻叩开家门，床前送医，例行春季
健康体检。看到熟悉的身影，宋红年如数家珍，
热泪夺眶而出。

宋红年今年41岁。7岁那年，从树上摔下，
造成半身瘫痪。1989年，她和学校水电工李振
旭喜结连理，2006年年初，丈夫意外中电身亡，
家庭失去了靠山，儿子因家中不幸而厌学。

“天塌下来我们扛，挽救家庭大家帮。”社区
自发捐款 1300 元钱，成立了由社区主任、副主
任等8人组成的“爱心接力帮扶小组”，制定“帮
扶时间表”，每周一、三、五上门服务，雷打不
动。他们带上书包、文具和课外读物，和孩子面
对面交流，打开心结。逢年过节，送米送面，包
饺子、包粽子、包元宵，床前床后，端水喂饭，擦
肩捶背，送医上门，体检身体，背着她参加集体
活动。6 年来，社区帮助宋红年一家申办了全
额医保、居民医保、一级残疾人补助、独生子女
费、独生子女家庭贫困补助和廉租房租赁补贴，
让这个家庭感受党的阳光温暖。

帮扶小组传递着无言的爱，一言一行温暖
邻里。“在这里，薪火相传，爱心荡漾，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得到体现。”城东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
书记邵会文介绍说。

大学路街道办事处

“要我改”变成“我要改”

昨天上午，管城回族区红十字会在大上海城门前开展“西南大旱百年不遇，中原儿
女千里系情”现场募捐活动，当天共募捐到钱款一万余元。 本报记者 靳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