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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仁爱品格 建精神家园
——二七区争创中国最具爱心城区活动解读

本报记者 安群英杨学栋 见习记者 刘伟平 实习生 朱媛媛 文 唐强 图

争创活动就像无声的细雨，滋润着
人们的心田。省会社会学专家对这一现
象进行跟踪研究，他们认为，这是精神文
明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也是郑州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一个有力行动。

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张合林说，二七区争创“中国最具爱心城
区”，能让辖区树立一个很好的外在形
象。辖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较高较好的

水平，具备了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就应
该向提升城区影响力的高度迈进。创建
活动能全面展现辖区经济发展、社会文
明、和谐稳定，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商前来
投资创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活动
将会得到很好的“放大”效应。

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说，社
会需要爱，社会价值就是尚善、行善，二
七区创建“中国最具爱心城区”活动有基

础、有氛围、有传统，是对尚善价值文化
的开发和引导，对全区社会大局稳定发
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调动全区和谐发展
的重要因素。通过创建活动，培育了城
区居民仁爱精神，提高了人们的思想境
界，让人们思考怎么帮助别人，有助于构
建和谐社会，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
的核心内容，也是对郑州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积极贡献。

核心提示

楼高、路宽、车流如织，商业繁华。人们感受城市往往从物质文明开始。但是，一个城市的居民生活得幸福不幸福，
快乐不快乐，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还要建立一个温暖和谐的精神家园。

今年5月，二七区启动了争创中国最具爱心城区活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书长时正新专程到郑参加启动仪式。
创建内容包括科级干部每人认助一户困难群众；设立“一元行动”爱心基金，让人人奉献爱心；弘扬传统美德，培植仁爱之
根；对口帮扶国家级贫困县等。希望能通过创建活动，为辖区居民营造一个家庭幸福、邻里仁爱、社会和谐的精神家园，
提升城区的健康活力，提升城区发展的软实力。

从三年前推出“四个一”民政救助新模式，到今年5月份启动争创“中国最具爱心城区”活动，二七区在开展“政府主
导，全员参与”的社会救助模式、培育辖区仁爱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讨，它就像是一扇窗口，从中可以了解到郑州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解读郑州城市的文明和爱心。

科级干部认亲解民忧
“叔叔，给我讲讲这道题怎么做……”周六上午，

大学路办事处桃源社区 78 号院门口摆放着一张课
桌，一名 13 岁的男孩正在写作业，旁边坐着一位戴
眼镜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温馨的场景让人以为是一
对慈爱父子。

家属院的居民都知道，这是大学路办事处主任
阴小强在给非亲非故的“陕西娃”辅导作业。孩子叫
翟鑫磊，母亲开出租车时被杀害，父亲受惊吓精神失
常，他随着打工的舅舅来到郑州生活，办事处特地把
他的舅舅安排在家属院看大门，解决了一家人的吃
住问题，社区还协调他在辖区学校就读。

今年5月，在二七区开展的科级干部一对一认亲活
动中，阴小强与这家人认下了亲戚。他利用周末或者下
班时间，为孩子辅导功课，培养孩子坚强健康的性格。

“ 区委书记朱是西是俺的亲戚。”陇海大院病瘫
30 多年的残疾人高新海给记者介绍自己认的亲
戚。他因患病瘫痪在床，大哥患病，父母、二哥相继
病逝，陇海大院的街坊邻居30多年细心照顾他。今
年端午节，朱是西带着牛奶、米、面、油和慰问金来他
家“走亲戚”，他祝新海大哥心情愉快，高新海祝愿二
七区发展越来越好，辖区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甜。

区长王鹏认的亲戚是福华街办事处福华北街社
区张家文，80岁高龄的他孤寡一人，双目失明，与弟
弟、弟媳三个老人一起生活。王鹏坐在老人身边问
长问短，老人说：“我眼睛看不见了，但政府对孤寡老
人的关心，能感觉到。”

走亲戚、帮亲戚，这样的事例在二七区还有很
多。80 多岁的孤寡老人鲁桂秀是二七区蜜蜂张办
事处书记张振国结亲认助的对象。鲁桂秀只有一个
30 多岁的侄子在外地打工，平日里无人照顾，没有
经济来源，靠低保生活。张振国每周都来看望老人，
帮她买菜做饭，陪她聊天，鲁大妈夸赞“书记比俺侄
子都亲！”二七区民政局局长苏连成认的亲戚是病瘫
居民周玉勤，隔一段时间，他就会买好肉菜，到“亲
戚”家为她改善生活。

二七区科级干部一对一结对认亲帮扶活动，共
有43名县处级党员领导以及全区247名乡镇、街道、
局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分别与孤寡老人、贫困群体结
下亲戚，并带动了企业、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共同参
与到结亲认助活动中。在串亲戚的过程中，他们走
访困难群众290余户，解决实际问题200多件。

“一元爱心”人人奉献
捐赠大额资金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到的，但捐

赠一元钱帮助他人，却是人人可以表达爱心的方式。
二七区设立了“一元爱心基金”，首先动员辖区

党员、机关干部职工每人每月捐出工资中的一元钱，
同时引导辖区居民和外来务工者积极参与，捐一元
钱，献一份爱；出一份力，暖一片心。让人人都是爱
心行动的参与者、受益者、传播者。

“俺也捐一元钱献点爱心”，这是在二七区京广
路办事处佛岗建筑工地干活的周口市民张小五的朴
素语言，在他的带动下，工地上的外来务工人员纷纷
向“一元爱心基金”捐款。

他们的捐赠行动不是偶然的，是二七区浓厚的
爱心氛围感染了他们。冬天寒冷时，二七区民政局
把市民捐赠的棉衣棉被收集起来，消毒整理好送到
工地；炎热夏天，爱心110捐赠救助工作人员又给他
们送来清凉油、绿豆汤。在二七区，他们不再是外地
人，而是如置身家乡般温暖自然。

“以前都是接受别人的捐助，现在咱也可以帮助别
人了！”辖区低保户楚女士，每隔几天就要捐一元钱。
她说，一元钱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算什么，但众人把一元
钱聚集起来就是很多钱，可以帮助很多人解决困难。

从辖区党员带头捐款，全区机关干部职工每人
每月捐出工资中的一元钱，到社区居民、建筑工地、
饭店、超市里的外来务工者，快乐地加入到一元钱爱
心基金捐款行动中，二七区爱心基金募集金额已达
144 万余元。这些资金，在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以
及安老、扶幼、助学、济困等问题上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传递了社会的真情和爱心。

民政部肯定
二七救助模式

一条“爱心 110”救助热线，一张覆盖辖区的
“爱心110捐赠救助网”、一支“爱心110”志愿者救
助队伍、一个“爱心回音壁”，这是二七区民政局推
出的“四个一”救助新模式，目的是建立“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奉献爱心、互帮互助”的长效机制，
使困难群众的生活更有保障。

自 2008 年开始，二七区先后在辖区 125 个社
区设立了爱心捐助救助站，开通热线电话，24 小
时接收群众捐赠和困难群众的救助，随后又在农
村 15 个行政村设立爱心捐赠救助站，形成了区、
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社会救助保障体系，辖
区群众闲置不用的衣被、家电等物品，打个电话，
捐赠站工作人员就会上门接收。社区居民有困
难，签个字就能把所需要的物品领走，捐赠和救助
都很方便，真正实现了天天都是捐赠日，天天都是
救助日。

为了保证捐赠物品的安全卫生，二七区投资
60 多万元建立了“爱心 110”物资消毒站，消毒站
内配备有水洗机、干洗机、消毒机等设备，对市民
捐赠的爱心物品进行分类管理和清洗消毒，确保
受助群众放心使用。

3000多名爱心志愿者作为爱心大使，把温暖
播撒到城区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根据特长成立了
不同类型的服务小分队，持续对辖区的孤寡老人、
残疾人、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等困难群体开展
关爱活动。

为了保障捐赠工作的公开透明，二七区设立
了“爱心回音壁”，对捐赠物品、款项等进行定期公
示，将捐赠资金和物品的使用情况及时地反馈给
捐赠者，让爱心捐赠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公
开透明的跟踪问效系统，让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建
立了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

由单一政府投资救助，到政府主导、全民参与
的一种新型社会捐赠体系，二七区推出的“四个
一”捐赠救助模式，把救助对象从单纯的低保户、
农村特困户，扩展到包括城市三无对象、流浪乞讨
者、农村五保户、低收入家庭等所有社会困难群
体，救助范围扩展到法律、医疗、就业、致富、子女
入学等问题，从根本上构建了一个全民参与的救
助体系，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民政部救助司
司长米勇生到郑州进行深入调研，对“四个一”救
助新模式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二七区的做法走在
全国民政救助工作的前列。

弘扬美德
培养仁爱根基

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
在二七区，家长和孩子一起背诵，社区群众义

务讲解《弟子规》的文化现象引起人们热议。 今
年5月，二七区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了“学习中
华传统文化，做有道德的二七人”的传统美德教育
活动，邀请著名专家学者讲解传统文化优秀篇目，
并积极推动诵读《弟子规》、《论语》、《道德经》活动
在社区、企业、学校、机关、家庭等快乐展开，希望
通过传统优秀文化的滋养，塑造仁爱敦厚的居民
性格，让城乡居民自觉与美德为友，与文明同行。

二七区还在辖区公共场所、人口密集区域和
窗口单位的显著位置，安装一批“仁爱互助”传播
设施；在街道两侧、公共游园内建设了一批富有爱
心文化内涵的宣传牌，通过仁爱氛围的渲染，在思
想中注入仁爱互助文化元素，带动全区群众播撒
仁爱之心。

二七区委书记朱是西说，经济社会的发展不
是均衡的，因各种原因，身边还有一些生活贫困的
人，有一些身体残疾的人，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对他们的帮助需要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有一个
社会救助体系。辖区开展的传统美德教育，就是
希望爱心城区的创建活动不是一阵风，不流于形
式。创建爱心城区始于行政之手的推动，终端却
是人们心灵深处绽放的道德之花，在每个人心中
生出“仁爱”之根。

发动辖区爱心企业，为甘肃舟曲受灾同胞捐
款10万元；与省外国家级贫困县结成对口认助单
位，捐款35万元，为云南省西蒙县打30多眼井，解
决了今年干旱吃水难的问题；给青海省达日县的
农村五保、城市孤老每户捐赠 200 元。在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的指导帮助下，二七区共向省外困
难地区困难群众捐款90多万元，为省外困难群众
送去来自中原大地的关爱。

捐助35万元，为云南省西蒙县打30多眼
“爱心井”。当地群众树爱心碑，不忘中原人民
援建深情。

爱心城区润物无声

⑤二七区春晖小学师生
诵读《弟子规》，用优秀文化
滋养心灵。

①二七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到侯寨乡桐树洼村，看
望困难党员郭八斤。

②二七区委书记朱是西到陇海大院居民高新海家
走“亲戚”，两人亲切拉起家常。

③大学路办事处主任阴小强为认助的陕西娃辅导
功课。

④“一元爱心基金”募捐组走进社区，居民纷纷捐
出一元钱，献出一份爱。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二七区爱心企业为舟曲灾区同胞积极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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