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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街动态

新事凡人

长兴路办事处把管理融入服务之中

化解流动人口计生管理难题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李

慧 魏丽）今年 8 月，漯河市临颍县青年
谭政偕妻子来我市惠济区长兴路街道
务工，作为流动人口的一员，他没有像
村里其他外出青年那样成为“计生无人
问”的对象，而是从租房居住的当天起，
就纳入了所在地计生部门的管理视野，
并享受到了帮忙租房、找工作、扶助创
业等全方位服务，夫妻俩如今已成功办
起了个体洗衣店。

谭政能享受到这些“额外”服务，得
益于惠济区长兴路计生部门实行的“计
生宣传员+房东+片警”协同管理、“找住

房+荐工作+助创业”真情服务二合一的
工作模式。

在长兴路街道所辖的都市村庄内，
村民们家家都放着一本由当地计生部
门和派出所共同制作的流动人口登记
簿和一个“流动人口温馨提示牌”，并且
给每一个租住人员都配备一张“流入人
口计划生育信息采集卡”。房东将租户
的信息登记后，再报送给村里的计生服
务宣传员和片警。这样，村里来了哪些
人，又走了哪些人，计生状况如何，计生
部门就可以随时掌握。

在当地最有代表的都市村庄老鸦

陈村，共有 2511 户村民，其中本地常住
人口 9491 人，租住流动人口则达到了
22474人。通过“计生宣传员+房东+片
警”管理模式，计生工作进行得有条不
紊，流动人口中2729名已婚育龄妇女每
人都有计生档案资料，日常计生状况实
现了动态监管。

为了搞好流动人口的计生服务工
作，长兴路街道计生部门推出“找房住+
荐工作+助创业”的真情服务模式。在
老鸦陈村计生服务中心，村里谁家有空
房要出租，计生宣传员可以帮忙将其信
息录入网络系统，供流动人口查询；新

来务工者要找工作也可以到计生服务
中心查找空岗职位信息，漯河青年谭政
就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长兴路街道办事处还在社区建起
了“流动人口之家”，推出“悄悄话吧”、

“书吧”、“棋牌室”、“儿童乐园”等一系
列温馨服务，消除当地居民和流动人口
对计生工作的抵触情绪。这些“化管理
于服务之中”的工作模式，使计生工作
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实现了有效的沟通，
辖区计生工作成效卓著，连续四年获得
郑州市先进单位，赢得了国家人口计生
委和省人口计生委领导的高度评价。

中原区

为流动儿童
建健康档案

昨日，中原区计生委
给秦岭路小学的1000多
名流动儿童送来了十万元
“大礼包”——进行胸透、
血常规等8项免费体检，
并建立“健康档案”，动态
跟踪观察身体状态，为流
动儿童健康上把“安全
锁”。

本报记者 王影
实习生 李笑玫 摄

金水区为育龄妇女办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陈晓清 苑

祯）“政府买单让我们走进课堂，计
生委车接车送全程服务，名师名家
讲解婚姻家庭、子女教育知识……
这对我们农村育龄群众来说真是
太好了！”在金水区举办“提高出生
人口素质 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工
程育龄群众培训班上，庙李镇陈寨
村民陈香花高兴地说。

10月中旬，金水区人口计生委
首批为 1300 余名农村育龄群众进
行了知识培训。学习课程从建设
婚育新风入手，以学习、示范、提
升、发展为主线，邀请河南青少年

研究专家、感动河南十佳母亲王
瑛，中国优生协会委员何峰等五名
专家教授，在婚姻家庭心理调适、
子女成长培养教育、现代女性自我
修养以及科技兴农致富等方面进
行讲解，使参加培训的群众在观
念、眼界、形象、能力上都有较大的
提升。

据悉，金水区利用三年时间，
将全区 66 名村级计生宣管员、
3000 名计生家庭代表分批送入高
校进行大规模的知识培训，对 3万
余名农村育龄群众开设培训班分
批分期进行学习。

昨天上午，管城区城东路办事处计生办在商城东里社区，为新婚夫妇
和“准妈妈”进行了优生培训、优生咨询、孕前风险评估和营养素增补为主
要内容的爱心专题讲座，还免费发放了营养素。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六旬翁巧手烙丹青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崔璐 文/图

随着一把电烙铁在砂纸上滚
动，动物世界、自然景观、古今人
物便栩栩如生……昨日，记者慕
名来到中原区伊河路白鸽家园，
观摩 66 岁老人史清波锦上烙丹
青的绝技。

刚迈进家门，客厅挂着五六
幅裱好的画便吸引了记者眼光，

有观音、有山水、有福禄寿……
“这看起来像水粉画，其实全都是
我自己烙的。”史清波老人说，用
自己的作品装饰家，更有温馨
感。而在老人的“藏宝室”里，他
拿出《百虎图》、《百鹤图》、《八俊
图》、《仙女图》等多幅“宝贝”让记
者欣赏，人物表情、衣服纹理等细

节都很突出，每幅作品上还写有
他的名字和创作时间。

“我从 1986 年开始练习烙
画，到现在烙出来的画少说也有
上千幅。”史老现场向记者演示
烙画绝技，并向记者介绍，烫画
又叫烙画、火笔画，古称“火针
刺绣”，源于汉代。“线条的深
浅、画面的虚实正是在烙笔温度
的变化、力度的轻重、速度的快
慢中体现出来的。”史老说，自
他从二砂医院退休后，便更加

“痴迷”于这种“精雕细琢”的
烙画，有着绘画功底的他每次都
先用铅笔在厚厚的砂布上勾图，
再用烙笔一点点烙，有时候一幅
画就得花费一年的工夫。

而众多作品中，最让他得意
的是他花一年多时间烙成的两卷

《清明上河图》，864个人物、92间
房屋、24条船，栩栩如生，船舶像
在水中穿行……“我会一直画下
去，以后还准备举办个人画展，用
这种艺术影响更多老人。”老人自
信地说。

中原区

提高村“两委”法律素质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中原

区在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中，
采取 4 项措施，把提高农村“两
委”干部的法律素质作为着力点
抓好抓实。

村“两委”干部是带领农村
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
头人，是农村各种矛盾纠纷调处
的责任人。他们法律素质的高
低，决定着他们依法管理农村社
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中
原区下大力气抓好对村“两委”
的法律知识教育。

中原区采取集中培训和以
会代训方式，对村“两委”干部进

行法律知识轮训，并建立健全村
“两委”干部学法档案；通过“一
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充实村“两
委”班子力量，把大学生村干部
作为普法教育宣传员，带动夯实
农村基层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
提高村“两委”班子的法律知识
结构；通过农村远程教育网络，
使村“两委”干部学习农村常用
法律知识的同时，增强他们的法
律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利
用现场调解、巡回法庭等有效形
式，组织村“两委”干部进行现场
观摩，直接感触法律的作用和权
威。

管城区

首查不罚促进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

员 班计划）“规劝、提醒和服务，
要比处罚更加人性化，商户和企
业十分赞成。”连日来，管城区北
下街办事处对经营户进行排查，
严格按照首查不罚制，检查各类
房屋 500余间，走访群众 1700余
人，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为确保辖区生产安全和社
会秩序稳定，管城区按照“企业
自主管理、乡（镇）办长效落实、
监管主体各司其责、部门联动执
法”的方法排查整改事故隐患。
多次组织督查组，深入企业明察

暗访，严查细抠。区安监局将全
区 53 家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分
级分类，聘请专家，建立危险化
学品专家库，推行首查不罚制，
对首次被检查企业单位存在的
隐患问题，指出隐患的危害性和
严重后果，与企业一起从本质上
查找分析原因，督促指导企业研
究防范措施，制定限期整改方
案。同时，对全区危险化学品、
民爆器材、建筑施工、公共聚集
场所、特种设备、消防安全等重
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进
行拉网式安全生产大检查。

二七区

表彰“特色家庭”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

员 申璐）昨日上午，二七区妇联
举办“特色家庭”和关爱女孩家
庭知识讲座，请“敬老孝亲”家
庭、“低碳家庭”讲述身边的感人
故事，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郑州市人口学会理事何峰教授
讲授关爱女孩家庭教育知识讲
座，用生动事例教育家庭成员之
间、公民和社会之间和谐相处。

二七区妇联表彰了 175 户
“平安家庭”、“廉洁家庭”、“书香

家庭”、“低碳家庭”、“孝老敬亲
家庭”。今年，二七区发挥妇联
组织在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成立了和谐家
庭建设培训学校，开展各类家庭
培训班，并通过“廉政文化进家
庭”、“传统文化进家庭”等活动，
推出了“学习型家庭”、“平安家
庭”、“低碳家庭”、“廉洁家庭”、

“好婆婆、好媳妇家庭”等影响
大、效果好的活动品牌，树立了
各具特色的先进家庭典型。

京广路办事处

打造文明执法队伍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

员 石美）京广路办事处通过四
个“着力”打造文明执法队伍，确
保执法效果。

办事处着力在队伍建设上
下工夫、在规范执法上下工夫、
在提高效能上下工夫、在宣传引
导上下工夫。办事处制定了《城
市管理文明执法用语规范》，通
过辅导与座谈相结合、典型宣传
与剖析案例相结合的方式教育

管理队员，强化标准意识，建立
联动机制，公布投诉电话，畅通
监督渠道。按照文明执法要求，
对流动经营、占道经营的商贩，
在积极引导他们入市、进场、归
店经营的同时，实施“一教育、二
劝阻、三警告、四处理”的工作程
序，细化管理标准，落实管理措
施。在辖区开展“文明商户一条
街”、“十佳城管队员”评比活动，
建设文明执法队伍。

花园口镇将纳入城市管理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

日，市政府批复同意《郑州市惠
济 区 花 园 口 镇 总 体 规 划
(2009-2020 年)》，按照规划，花
园口镇将充分发挥作为郑州市
北部门户、北部组团商贸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突出生态园林建设
和休闲旅游产业发展。

市政府要求，作为城市的一
个组成部分，花园口镇要把中小
学校、幼儿园规划纳入花园口镇
总体规划，并将花园口镇纳入郑
州市的城市管理范畴，按城市进

行管理。要严格控制并切实保护
好农业、水资源、生态、饮用水源
保护地等非建设用地，严禁侵占
和蚕食，优化用地结构，完善基础
设施，提高环境质量，突出生态建
设的要求。在居住方式上，镇区
以多层、低层的居住社区为主；农
村以体现地方特色、炎黄文化的
农村社区为主，重点发展农家乐，
生态旅游、观光农业等生态产
业。要充分利用好过境河流水
系，建立环境宜人、独具特色的生
态景观体系，提高居住品质。

富田太阳城社区“物业社会法庭”

成为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王宏）我市首家物业社会法
庭——管城区航东街道办事处富
田太阳城社区“物业社会法庭”自
今年 4 月 22 日成立以来，仅 3 个
月就成功调处化解各类业主、物
业纠纷55起，在维护辖区社会稳
定、探索物业矛盾纠纷化解途径
方面，发挥了探索性作用。

航东办事处位于我市东南
部，下设11个社区，总人口5万
余人。辖区内共有住宅小区 48
个，其中 44 个住宅小区聘有物
业服务，物业覆盖率达 95%以
上。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小区业

主与开发商以及物业公司之间纠
纷不断，业主与物业的对抗由拒
交物业费、围堵小区门、拉横
幅，发展到群体性上访和阻断市
区路，成为影响辖区稳定的突出
问题。

由于物业矛盾涉及面广，涉
及人员多，航东办事处在 2009年
借助“物业联席会议”和“法官进
社区”两个平台，探索法官指导下
的物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在区
委、区法院指导下，于今年4月22
日在富田太阳城社区成立了我市
首家“物业社会法庭”。

“物业社会法庭”吸收了 20

名具有一定法律基础和调解经验
的热心居民担任“社会法庭法
官”，由区法院不定期进行法律专
业知识培训。“物业社会法庭”受
理案件的来源有三种：业主直接
到法庭提出的诉讼；社区调解无
果转送的矛盾纠纷；当事人要求
法院判决，法院认为可诉前调解
而转送的案件。

“物业社会法庭”的设立，为
社区物业矛盾的化解提供了法律
后盾，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第一
道防线”的作用。法庭设立 3 个
月来，总共化解各类物业纠纷 55
起。

昨日上午，金水区政府一楼多功能厅变身为“书画厅”——
“纪念金水区人大常委会设立30周年书画摄影展”在此精彩亮
相。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面对镜头
“哑巴”说话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李四信

都知道相机是用来拍照的，可经八路巡防队员发
现，相机还有一个特殊功能，那就是让哑巴开口说话。

昨日，经八路巡防队员王艳洲在附近吃过早点后，
顺便整理一下零钱。这时，一只手伸了过来，原来碰到
了一个乞丐。只见他上穿灰色夹克，下穿牛仔裤，腋下
夹着一床破烂不堪的小棉被。看对方年轻力壮，王艳
洲便无意给钱，谁知对方从裤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板，上
边歪歪斜斜写着：“我有困难，给我贰元。”难道是哑
巴？出于职业敏感，他从包里拿出相机，想把这张纸板
拍下来，看到拍照，乞讨男子迅速把纸板塞进裤兜，“大
哥，你不给钱就算了，还拍照干啥？”哑巴咋会说话？队
员便亮出证件，告知如果真有困难，巡防队可以帮助。
没想到乞讨男子迅速把小棉被扔进路边垃圾桶，穿过
马路迅速开溜。

“这名男子在附近乞讨好几天了，我们一直都以为
他是哑巴呢。”过往市民不禁恍然大悟，原来该男子并
不是哑巴，而是利用人们对残疾人的同情心，假装乞丐
来骗人。

讨回七万元
感谢好法官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李文涛李翔

昨日，郑州高新区法院收到一封由上海寄来的感
谢信和一面锦旗，当事人在信中讲述了一个高新区法
院的法官帮助他追讨回70000元欠款的感人故事。

原来，写信人是上海市一个叫袁鸣的市民。2005
年10月20日，被告王某在原工作单位上海一家贸易公
司借了袁鸣 40000 元钱，王某表示 2006年 4 月 30日前
还。可是，直到2007年10月17日，虽经袁先生和其律
师多次催要，但被告王某都以种种理由不予理睬，并为
逃避债务，从上海回到住地郑州开发区。无奈，袁先生
只好向郑州高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王某偿还
本金和利息70000元。

郑州高新区法院于2008年8月28日判决后，被告
王某还是不予偿还，袁先生于当月 23 日申请强制执
行，办完立案手续后，得知被告将自己唯一可以做抵押
的房屋已经出售，但还未过户和搬迁。如果不及时将
此房依法冻结，那么，原告的欠款就更难追回了。

郑州高新区法院立案庭在该案仍在待批的情况
下，用最快的时间将立案和接受执行的程序办完，及时
冻结了被告的房屋，从而赢得了时间。

当原告袁先生从法院拿回被告偿还的本金和利息
时，激动地说：“这是郑州高新区的法官对外地人的最
大帮助。”事后，他还特地定制了一面上书“情系民众、
高效公正”的锦旗送到高新区法官手中。

惠济区检察院

搭建高科技宣传平台
本报讯（记者 王晋晋 通讯员 忆冰 刘林）“以后俺

有啥不明白的法律知识，就来大屏幕这里学习学习！”
昨日，惠济区检察院门前的一块LED显示屏吸引了众
多过路行人的驻足观看。

据了解，设立LED显示屏是惠济区检察院为深入
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化解社会矛盾，力促社会和谐推出
的又一举措。醒目的红色字体在显示屏上不间断地滚
动播出，内容有关于检察机关职能介绍、最新推出的举
措、各类基础法律知识、群众较易遇到的各类法律问
题、解决途径及举报电话等等。所涉内容非常广泛，既
包含严肃的法律问题又涉及群众的日常生活，采用的
语言浅显易懂，适合各类人群、各阶层。

该院检察长告诉记者，宣传法律、检务公开、拓宽
渠道，确保沟通有效便捷，这些措施都受到群众的好
评。 LED 显示屏的设立，将成为法律信息传播的窗
口，也将架起检民关系和谐发展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