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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服务旋律 把握发展先机

金水区搭建产业升级平台
本报讯 （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王君洁

杨曦）“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金水区以其生动的实践丰富了来自省委书记
卢展工的要求，给出金水版本的诠释。新春
过后，金水区次第展开的个性举措无不透露
和传递这样的讯息——做服务型政府，推动
产业升级换代。

政府来搭台 服务大转变
今年，金水区将搭建“两大平台”，即人才

聚集平台和科技创新平台，打造人才与技术
聚集高地。

区财政每年拿出 300万元，并逐年增加，
设立人才建设专项资金，并实施人才创业扶

持、建立区政府特殊津贴制度、开展“百佳人
才”选树工程。同时，完善人才培养、引进和
管理使用机制，制定优秀人才的医疗、教育、
就业、住房等优惠政策。

实施“科技兴区”战略，金水区还将努力
打造科技创新平台。目前，该区整合了辖区
科技信息资源，建立科研成果收集与发布机
制以及科技人才数据库。索凌电气、思念食
品是辖区内的骨干企业，区政府积极协调，促
成其与辖区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

据了解，目前金水区正在筹建技术产权
交易中心，探索科技成果交易转让的市场化
运作机制，加快科技孵化器建设，为入驻该区
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搭建科技转化平台。

“企业发展方式转变，必然带动辖区经济
结构调整，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政府要以服务
促引导。”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高端服务业 转型大舞台
金水区加快了高端服务业培育工作。风

险投资集聚区、金融服务创新区、科技金融集
聚区、金融企业总部区等，“产业升级战”在辖
区打得是如火如荼。据了解，“十二五”期间，
金水区财政将安排高端服务业发展基金 3.6
亿元以上，强化对产业发展的引导。

发展私募股权基金，引进交易、结算中心
等后台服务企业，打造中原财富管理中心；农
业路、经三路“十字带”建为金融产品和金融

服务创新区。鼓励银行加大金融衍生品开
发，发展“绿色金融”、“文化金融”、“信息金
融”，打造中原金融创新中心；河南科技园区
一带建为科技金融集聚区，着力引进为科技
信息类企业服务的投资担保、风投基金等机
构，打造中原科技创新实验区。

金水东路将打造金融企业总部集聚区，
重点吸引知名大企业集团，特别是省内领军
企业来金水区设立综合型总部。

此外，金水区还将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机制，加快搭建研发、展示、人才培训等服
务平台，重点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动漫游戏
和媒体影视等产业，筹建文化产权交易所，打
造中部地区创意产品高地。

管城区

投诉案件“零条件”受理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

员 穆红艳）日前，管城回族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
队被河南省劳动厅评为“优秀先
进大队”，迄今为止连续三年获此
殊荣。为 918 名劳动者追发工资
240余万元，全年没有出现行政复
议及行政诉讼案件。

管城回族区立足实际，不断
创新传统监察模式，完善劳动保
障监管模式，严格落实突发事件
预警制度和目标责任制，利用劳
动保障网络平台，建立起以网格
为单位的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电子

信息档案，对全区用人单位进行
网上监察。并在全市率先实行投
诉案件“零条件”受理制度，采
取“先期受理、主动介入、限期
告知”的原则，降低了劳动者的
维权成本，按照行政过错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避免出现行政复
议或行政诉讼的败诉情况。去
年，该区共检查用人单位 512
户，涉及劳动者 1.2 万余人，为
918 名劳动者追发工资 240 余万
元，涉及农民工工资 221 余万
元，全年没有出现行政复议及行
政诉讼案件。

二七区民间文艺活动丰富多彩

文化大戏搭建城乡和谐平台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
员 张富国 文/图）唱大戏、扭秧
歌、舞狮、舞龙灯、吹糖人、捏
面人……在服务项目促进发展的
同时，二七区另一项重点工作让
人忙个不暇：组织居民开展文化

活动。春节期间绿城广场每天都
有二七区的办事处轮值举行文化
演出，社区每天都有闹元宵猜灯
谜等节目，侯寨乡和马寨镇举办
的农民艺术节活动更是吸引了数
万人观看，丰富多彩的文化大戏

成为营造城乡和谐助推经济发展
的有效平台。

二七区在绿城广场举办的“民
俗文化集中展演”活动，共有 30 多
支文艺团体参加文艺汇演。在辖区
社区，天天都有小型文艺演出和文
化活动。春联大比拼、祝福短信评
比、猜谜、灯展、绝活展示等活动，在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民俗文化
的同时，营造出和谐和睦的社区文
化氛围。嵩山路办事处闹元宵文艺
汇演已经举办五届，马寨镇举办农
民艺术节时，整个大街人流如潮，农
民载歌载舞庆祝节日，体现了当代
农村的和谐景象。

政府在举办农民艺术节时舍得
花钱，侯寨乡拿出 15 万元，采用以
奖代补的形式奖励今年农民艺术节
的村两委班子和演员，28 个村（社
区）热情参与。二七区文明办负责
人说，政府文化唱戏的背后是城乡
和谐经济发展，把钱花在百姓的健
康和快乐上，百姓富裕和谐安居乐
业，辖区经济社会才能得到更好更
和谐的发展

图为大学路办事处开展的社区
文化活动。

长兴路办事处

同心家园成党员乐园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

员 梁俊军 王西炳）昨日，记者在
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党员活动中
心——综合党委同心家园采访，
见到许多党员群众正在家园内图
书室里看书。一名非公企业党员
告诉记者：“对我而言，综合党委
是组织，同心家园是充电园地。”

这名党员所说的综合党委，
指的是长兴路街道辖区所有单位
党组织联合建立的党委，包括河
南省体育中心、河南省职业介绍
服务中心、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
院、郑州大学体育学院、郑州三全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23家单位的
党组织。

驻街道综合党委下设“一会
六部一家园”。“一会”，即党建理
事会；“六部”，即“两新”组织联络
部、驻区单位联络部、党员帮扶联
络部、党员志愿者服务联络部、流
动党员联络部、共驻共建联络部；

“一家园”，即同心家园。长兴路
街道投资100多万元，建成了面积
1000余平方米的党员活动场所同
心家园，内部设便民服务大厅及
多功能厅、微机室、图书阅览室、
棋牌室、书画室、党员培训室等，
为党员居民搭建起教育、娱乐、交
流、服务的综合平台。如今，每逢
节假日，去同心家园的图书室里
看书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

京广路办事处

推出党员“五访”工作法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

员 李伟涛 贾威）对优秀党员“专
访”，让他们在社区发挥更大作
用，对外出党员“家访”，关心其家
人生活，让其离家不离党。京广
路办事处推行的党员“五访”教育
管理工作法，加强了对党员的教
育管理和服务，让党员的先进作
用在基层工作中充分发挥。

对优秀党员“专访”，通过建立
科级领导干部联系党员创业致富
制度，挖掘培养一批带领居民群众
发家致富的优秀党员典型，通过定
期走访慰问，及时为他们做好服务

工作。对外出党员“家访”，关心其
家人的生活，督促其按时参加组织
活动。对老弱病残和困难党员“走
访”，在节假日或“七一”期间上门
走访弱势群体党员，给他们关怀和
温暖。对一般党员进行“会访”，通
过召开座谈会、议事会、民主生活
会等形式，广泛征求广大党员对党
组织以及基层工作的意见建议和
要求，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引导他
们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
用。对不合格党员“回访”，深入了
解其思想的变化，促使其端正思
想，引导其积极向上。

城东路办事处

免费筛查适龄妇女“两癌”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左灵芝）为了提高广大妇女的
健康水平，提前发现适龄妇女的
相关疾病，管城回族区城东路街
道计生办从昨日起举行以“关爱
女性身体健康、提高女性生活质
量”为主题的“两癌”免费筛查体
检活动。

“两癌”是指被称为“女性头
号杀手”的乳腺癌、子宫癌。医务
人员介绍，狙击“两癌”的关键在
于筛查和早期发现。城东路街道

计生办与管城区妇幼保健院联
合，免费为街道 1500 多名 30～60
周岁的下岗、无业、个体、流动人
口妇女进行“两癌”筛查以及乳腺
彩超、宫颈刮片等妇科检查。

城东路街道计生办工作人员
介绍，此次筛查体检是一次“政府
买单，妇女受益”的免费公益性健
康检查。他们计划用两年时间，
将辖区内3000多名适龄妇女普遍
筛查体检一遍，之后每两年还将
再进行一次筛查体检。

南曹乡

建大学生村官创业基地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

员 康昊增）近日，管城回族区南
曹乡大学生村干部创业基地在毕
河村举行了揭牌仪式，此举将激
发大学生村干部创业激情，引领
一方百姓走上富裕之路。

据了解，南曹乡大学生村干
部创业基地在毕河村北，占地 20
余亩，由南曹乡 17 名大学生村干
部出资、乡机关干部捐资创办，以

种养殖为主，进行农业科技推广，
主要设置了环颈雉鸡项目、雏鸡
孵育室和花卉种植项目，方便大
学生创业和交流。为了搞好项目
建设，聘请郑州雏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科研技术人员，进行基
地日常管理和服务，指导环颈雉
鸡项目的建设，第一批成鸡已经
出笼并投入市场，获得了较好的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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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宋晔 图

刚出生，就因患上血管瘤失去
了左边的半只胳膊；小学三年级，
还是很介意别人的目光，夏天再热
也不愿穿短袖；如今，10 岁的丁豪
终于战胜自我，不仅学会擀饺子
皮、骑自行车、拖地、做饭等日常事
务，性格也变得豁达、开朗。昨日，
记者在大学路小学五（三）班见到
了这位深受师生喜爱的“折翅雏
鹰”。

“虽然没有左手扶着作业本，
丁豪也能把字写得工工整整。”班

主任老师吴振玲告诉记者，前几年
丁豪还比较敏感，总是习惯把左手
藏在背后，残缺的胳膊始终是他的
心病。“2008 年从电视上看到残疾
人奥运会后，丁豪发现比他还要不
幸的人们做出了那么伟大的事情，
他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吴老师说，
父母、老师都借机不断鼓励他，丁
豪逐渐变得开朗，开始自己学着系
鞋带、叠被子、扫地，如今连擀饺子
皮这样的活他都和正常人干得一
样好，现在家里每次吃饺子，都是

丁豪擀饺子皮。
“只要是丁豪下决心做的事

情，他都会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
丁豪的妈妈说，小学二年级时，丁
豪决心学单手骑自行车，一次次跌
倒、一次次爬起，车子摔坏了，胳膊
摔破了，腿脚磨伤了，丁豪始终没
有放弃，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

“自从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就
更自信了。只要自己比别人多付
出努力，就会和别人做得一样好。”
如今的丁豪不再沉默寡言，而是经
常和别的小朋友交谈、交往起来。
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觉得他是一
个风趣开朗、自信自立、乐观向上、
经常助人为乐的好孩子。“丁豪值
日时从不迟到、不早退，每次值日
都认认真真，从不因为左手残疾要
求特殊照顾。”丁豪的“铁哥们儿”
申旭光告诉记者，有时同学们有什
么烦恼事，丁豪还去劝解别人、拿
笑话逗别人开心，在学习上，丁豪
的钻劲也让他深感敬佩。

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丁
豪的父母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他，
校大队辅导员魏海丽表示：“学
校会尽力在学习、生活各方面帮
助丁豪，使他从校园起步，展翅
高飞！”

抗旱“援兵”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朱春霖 文/图

2 月 23 日上午 8 时许，当上街区峡窝镇巡
防中队的巡防队员李文现、陈攀、李依方巡逻至
老寨河村时，看到大片的麦子都浇上了水，唯独
有一块麦田还干着，在田埂边，蹲着一位愁眉苦
脸的老汉。

“大爷，您老的麦田还没有浇水吗？”李文现
停下脚步，上前询问。

“可不是嘛，家里没人手，眼下正是小麦返
青的关键时节，再不浇就要干死了！”老汉着急
地说。

交谈中得知，老汉叫魏德兴，今年 69 岁，3
个儿子及儿媳春节后都外出打工了，家中缺少
劳力，看着左邻右舍乡亲们的麦田都浇上了水，
老人心急如焚！

3 名巡防队员决定帮帮魏老汉，并把情况
向中队领导作了汇报。

巡防队员分头行动，与村里联系，并帮助老
汉借来长长的塑料管子，接在机井口上，顿时，
一股股清泉流进了魏老汉干涸的麦田。

快到中午时分，为了加快灌溉进度，巡防队
员就轮流回家吃饭。

“俺家还有 3 块麦地，都是梯田。”于是，巡
防队员就让魏老汉领着，带着管子来到另外 3
块麦田进行浇灌。

经过近两天的努力，24日下午2时许，魏老
汉的6亩农田终于全部浇灌完毕。望着自己浇
灌好的麦田，魏老汉拉着巡防队员的手：“你们
巡防队的小伙子真不赖，不喝一口水，不抽一支
烟，就帮俺解决了大问题，叫俺咋感谢呀！”

制服“油老虎”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杨超群

一位驾龄 11 年的公交车长，勇于制服“油
老虎”，安全行车达 40 万公里，平均每年节油
2000 余升，每天节油 5.4 升以上，累计节油 2 万
余升，成了名副其实的“节能减排标兵”，被大家
誉为“油老虎”的克星。他就是郑州公交三公司
13路车长刘国永。

刘国永常说：“要想节油环保，首先要懂得
车辆油耗的基本原理。”为此，他自学了《汽车原
理》、《汽车修理》、《汽车驾驶》等专业课程，虚心
向老师傅和同事请教，自己动手修车，并乐意到
实践中探索节油方法。

平时，刘国永下班回家坐车时，总是注意观
察车长的操作要领，学习别人的长处，在自己驾
车中找不足，终于总结出一套“节油经”，即“一
查、二看、三配合”和十二字操作法。查车辆状
况，始终保持良好的车辆性能。看清行人动态，
要有预见性；看清来往车辆，尽量避免急刹车；
巧妙运用离合器、油门、变速器配合，合理操
作。“十二字秘诀”，即：慢起步、柔进挡、中速行、
缓进站。刘国永就把这些节油窍门制成卡片发
给车长。

13 路线路上有台“亏油车”，谁也不愿开，
队长找到他，刘国永二话没说：“我来上！”2993
号车用油月月超标，他从行车环境、操作方法、
维护保养等处入手，对车况进行剖析。调试中，
将油门簧钩紧一些，踩油门就不太费油；将化油
器的油平面适当调低些，避免起步过急；每周定
期喷洗化油器，每月调气门间隙，定期保养车辆
底盘，确保滑行距离。在他和对班车长的共同
努力下，使得这台“亏油车”，很快变成了“节油
车”。第一个月节油 40 升，第二个月节油 100
余升，第三个月节油高达180 升。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在他的带动下，13路
车队每月节油近2500升。

痴迷面塑11年
本报记者 王影

从事厨师职业的贾武岗，也算是河南面塑
圈中的后起之秀，11 年间，利用业余时间创作
出了不计其数的面塑作品。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贾武岗的工作室，桌
子、橱柜上摆放着形态各异、大小不等的面塑作
品。“偶然的机会，看到后厨的老师傅捏的面人，
就不可收拾地迷上了，那年我才 22 岁。”小贾
说，“一开始连面都不会调，一捏面团就碎！后
来就熟能生巧了。即使做了厨师，也利用业余
时间练，常常半夜 12 点多才休息，连饭都顾不
得吃。”

别人学捏面人常常一个月就满足了，小贾
却没有浅尝辄止，一钻就是11年。从未专业学
过美术的他，还买了一摞摞绘画书籍。为了力
求作品精益求精，他专门特制了十余种面塑工
具。在展桌上，一个名为《童趣》的面塑作品吸
引了记者，“这是我历时 1 个月完成的。”小贾
说，里面涉及人物众多，还需要环境，难度较大。

几年的努力，小贾在面塑圈中小有名气。
2008 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创作面塑，他开办
了一家面塑培训班，虽然每年来报名学习的人
不多，但他一直都在坚持教学。除此之外，他还
开办了面塑网，让更多的人接触面塑。

连日来，金水区
东风路街道党工委
班子成员利用业余
时间认真学习《用领
导方式转变加快发
展方式转变》，以此
助推思想观念、领导
方式、发展方式、工
作作风的大转变，促
进街道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全面发展。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