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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划定“一带二园三区”
打造工业基地 旅游基地 商贸物流中心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记者从中原区了
解到，“十二五”期间，中原区以“一带、二园、
三区”的空间布局建设为重点，倾力打造郑
州西部重要的工业基地、现代休闲旅游基地
和商贸物流中心。

“一带”，就是沿南水北调总干渠和常庄
水库、西流湖形成一条沿水岸生态休闲产业
经济带。

“两园”就是西四环以西，将以纺织服装

为主的郑州纺织产业园和以装备制造为主
的郑州机械制造（加工）产业园打造成为郑
州西部重要的工业基地。

“三区”，即城市综合功能区、城镇功能
拓展区、城乡统筹协调区。

城市综合功能区指西三环以东的老城
区，按照紧凑型城市的原则，优化调整土地、
空间资源配置，提升现有商业层次，发展总
部经济、楼宇经济、都市型工业和现代服务

业。
城镇功能拓展区指西流湖以西、西四环

以东、南水北调总干渠以北的新城区，打造
以行政办公、商业、金融、教育为主的西流湖
行政文化商业区。

城乡统筹协调区指西三环以西、西四环
以东、南水北调总干渠以南的地区，重点发
展以生态、观光、休闲、旅游为主的现代生态
旅游业。

“十二五”期间，中原区将立足既有区
位、产业、资源优势，加快调整和优化产业布
局，以“一带、二园、三区”的空间布局建设为
重点，坚持规划引领、资源节约、要素集聚、
空间拓展原则，提升城市综合品质、完善城
镇职能、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拉大城市
框架，倾力打造郑州西部重要的工业基地、
现代休闲旅游基地和商贸物流中心，全面增
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上街区

今年开建地震台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通讯

员 唐宁）记者昨日获悉，上街区
今年将正式开建地震台，目前，该
项目的工程施工、监理选择等已
全面启动。

据悉，上街区地震台将与郑州
市、河南省联网，实现实时观测，同
时进一步加强群测群防和短临跟

踪工作。在震害防御方面，该区进
一步加强对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的
监管，强化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的宣
传教育；在应急救援方面，进一步
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快救援力量
建设，充实救灾物资储备。同时，
从 2011 年起，上街区将把防震减
灾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

金水区

25场招聘会帮务工者就业
本报讯（记者 王影 通讯员

皓嵩）昨日，金水区辖区 9639 名
外来务工者免费收到了一张“春
风卡”。记者从金水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金水区“春
风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出台，25场
各类招聘会将为进城务工者搭建
就业平台。

据介绍，此次“春风行动”提供
的岗位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
业，岗位类型既有服务员等基础性

岗位，也有经理、技工等管理和技
能性岗位。为了组织好“春风行
动”系列活动，金水区已经提前开
展企业用工需求摸查，了解企业用
工规模情况，收集岗位信息，因此
在招聘会上，提供的岗位信息与外
来务工者需求基本对接。金水区
各街道、镇办都已开设了专门为农
民工提供免费就业服务的场所或
专窗，集中为广大农民工提供优质
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

惠济区

请来专家传真经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

员 梁俊军）城中村改造到底是好
事是坏事？陕西西安碑林区西何
家村村支书赵建平称之为“不亚
于一次土改，却是千载难逢的机
遇”。3 月 8 日下午，惠济区组织
部把这位全国闻名的城中村改造
模范支书请到了郑州，给全区500
多名村干部“传经送宝”。

西安市碑林区西何家村是一
个近郊城中村，全村2000多口人，
通过近几年的城中村改造，拥有

了 15 万平方米的村属商业楼宇，
人均一套105平方米的安置房，集
体经济资产超过10亿元。支书赵
建平也因此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学
习的城中村改造模范榜样。

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赵建
平结合自身发展经验，深入浅出
阐述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应该遵
循的一些基本原则以及当好村干
部的“真经”。

记者获悉，惠济区去年确定
了14个城中村的改造计划。

京广路办事处

推进辖区平安建设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

员 石美 刘伟涛）京广路办事处
以平安建设服务站为依托，把平
安建设工作延伸到楼院社区、企
业，认真做好安全隐患等排查登
记工作，制定整治方案，确保各种
问题在社区得到及时解决。

办事处制定了“三个延伸计
划”，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把平
安建设工作延伸到楼院，以“平
安之星”创建活动为载体，壮大
平安建设志愿者队伍。把平安建

设工作延伸到单位、企业，协助
辖区单位、企业开展平安创建活
动，为辖区单位、企业营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把平安建设工作由
管理向服务延伸。加大平安建设
宣传力度，细化平安建设工作任
务，及时为辖区群众排忧解难。
社区综治协管员、人民调解员、
安全排查员、治安巡防员在平安
建设服务站的统一指挥下，联动
工作，对社区突出问题及时发现
并解决。

建中街办事处

多种形式送服务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

员 吴朝轻 程红丽）为拓宽服务
领域，建中街近日开展春季集中
送服务活动，通过“一查二录三宣
传四服务”，多形式开展服务。

据介绍，一查即查漏补缺，逐
户清查楼院常住和沿街商铺流动
已婚育龄妇女数量。二录即及时
将采集到的信息录入系统中，及
时变更各类信息，做到当日采
集，当日录入。三宣传即在入户
走访采集信息的同时，发放《致

新婚夫妇的一封信》、计生药具
等宣传品，向群众讲解出生缺陷
一级预防等各类政策及办理程
序，并公布社区QQ群号、热线
电话，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了解
到计划生育各项政策。四服务即
多形式开展妇科病普查。办事处
联系到辖区医院，定期组织专家
开展讲座和免费妇科病普查，并
组织育龄群众到社区服务室进行
康检，发放避孕药具，宣传计生
政策。

上街区国税局

重视员工体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王荣安 闫冬玲）3 月 10 日午
饭后，上街区国税局全体干部职
工在办公楼前场地列队，由上街
区陈氏太极拳协会教练，讲解指
导学练太极拳。

上街区国税局十分重视员工
的体育活动，成立了各类体育协
会，组建了乒乓球、羽毛球、篮球

队、登山队等业余体育组织，坚持
业余锻炼身体。今年春节上班
后，局党组聘请了上街区陈氏太
极拳协会两位著名太极拳教练，
每周一和周四趁午饭后抽出一小
时教大家学练太极拳。为了提高
保健身体的自觉性，还专门请有
关专家开办健康知识讲座，丰富
干部职工的健康知识。

法律援助 志愿者服务 关爱行动

创新铸就金水妇女工作三大品牌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

王君洁）去年以来，金水区创新铸就妇
女工作三大品牌——“法律援助”、

“巾帼志愿者服务”、“关爱行动”，
“妇女之家”建设已实现全覆盖。其
中，卫生厅社区、教育社区获得首批
全国基层妇女组织建设示范社区称号。

实施维权助困工程，打造法律援
助品牌。区妇联在区综治办联合成立
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在区法院设立
了郑州市首个婚姻家庭调解室，协调
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为弱势妇女提

供法律援助，做到应援尽援。去年，
共接待群众来访 127件，热线咨询 378
人次，做到了事事有回声、件件有落
实。 全年共帮助 52 名信访妇女解决
了实际问题；为 19名贫困女童争取捐
助资金 74000 元；走访慰问农村老党
员、老妇委会主任、单亲妈妈、孤残
儿童、计生贫困户230人次。

实施妇女发展工程，打造巾帼志
愿者服务品牌。该区妇联积极发挥自
身优势，主动融入全区文明创建工作
大局，深入开展学习型家庭、环保家

庭、卫生家庭评选活动，不断扩大活
动的影响力，该区鑫苑名家社区荣获
全国学习型家庭示范社区称号。区妇
联还围绕全市“畅通工程”，带领巾帼
志愿者走上街头，设立交通文明岗，
劝阻不文明交通行为。

实施民生普惠工程，打造关爱行
动品牌。去年以来，该区先后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关爱行动，成为党委政府
解忧、妇女儿童解困的“及时雨”：成
功举办“三八架金桥、春风送岗位”
大型女性专场招聘会，4800 多名求职

女性与用工单位达成就业意向；开展
“百万妇女健康行”活动，开展农村妇
女“两癌”排查 8774人。此外他们还
精心组织以“爱心妈妈温暖小花”为
主题的志愿者活动。南阳新村街道办
事处组织来自玉树、舟曲、四川平武
县的灾区儿童参观了绿博园；凤凰台
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开展“爱心父母”
大招募活动，为辖区特困儿童送温
暖、送关爱；区妇联还筹措资金 20万
元，建成丰产路小学、荣华社区两个

“流动儿童之家”。

春季植树造林活动开始了
本报讯（记者 王

思俊 文/图）昨 天 上
午，管城回族区 400 余
名机关干部在郑州市
生态水系十七里河道
两侧进行春季植树造
林 活 动 ，先 后 种 植 石
楠、大叶女贞、栾树等
各类乔灌木两万余株，
掀起了全民义务植树
的新高潮。

管城区以绿化、美
化、香化为切入点，把
植树造林与农村基础
建设、环境改造和经济
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
成了一个颇具规模、集
中连片的村庄绿化精
品。从今年起，该区计
划将十七里河、十八里
河两条生态廊道进行
绿化和美化，打造成精
品工程，为生态郑州搭
建坚固绿色屏障。

从7日至13日，人民路巡防队员将对辖区内道路两侧树木上的
铁钉、铁丝等进行集中清除。辖区树木共有2000余棵，截至目前，巡
防队员已对辖区内200多棵树木上的铁钉等羁绊进行了清除，共清除
铁丝130多米，尼龙绳160余米，铁钉百余个。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绿城社工服务站
邀您共建“社工林”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记者昨日从我省首家专业社
工机构——金水区南阳新村
绿城社工服务站获悉，为迎
接植树节，“绿城”有相约。
该站将于 3月 12日上午在荥
阳市索河办事处槐树洼村开
展“飘扬绿丝带，共植社工
林”活动。届时，志愿者将分
组开展植绿护绿、飘扬绿丝
带、悬挂爱心卡和认养树木
等一系列活动。

为呼吁社会更多爱心人
士参与到公益行列，该站面
向社会征集铁锹、铁镐等植
树工具，同时招募志愿者 50
名。

昨日，二七区
工商执法人员对辖
区内无视国家法律
法规相关规定，随
意销售仿真枪以及
警用设备、服装的
劳保用品店、玩具
店进行了拉网式排
查清理，净化市场，
为青少年营造健
康、平安的生活环
境。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121号院的“老管家”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王瑞萍

张延年，今年 73 岁了，是管城回族区城东
路办事处商城东路社区 121 号院的“老管家”，
也是社区年纪最大的楼长。自 2000 年当楼院
长以来，他放弃了自己大部分休息时间，积极参
与配合社区建设和管理，一心扑在义务服务居
民的大事小事上。

商城东路 121号院有 36户居民，是郑州市
轴承厂家属院。小院不大，没有物业，无人管
理，卫生和小院安全是这个院的头等大事。张
延年在没有收取一分管理费的情况下，十多年
如一日，不辞辛劳地打扫院内卫生，为小院居民
提供整洁的生活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院路面状况成了这个
院的头痛儿事。当看到坑洼不平的路面造成人
们的出行不方便时，张延年便推着自家的小三
轮车沿街串巷，来到建筑工地和垃圾站点，捡回
被废弃的路板砖，在家属院的道路上敲敲打打，
将道路高出的地方压平，将低洼的地方填实。
如今的 121 号楼院旧貌换了新颜，居民走在平
整的道路上，感动地说：“您就是我们身边的活
雷锋啊！”

谁家有事，老人总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人
们的视线当中。为了全面详尽地掌握各家各户
情况，张延年走东家，串西家，通过拉家常将各
家情况烂熟于心，对辖区内的流动人口和租房
户进行拉网式大排查，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分
别在楼院内巡逻，排查辖区的安全隐患。社区
活动中，他总是处处走在前面，清理楼道中的小
广告，平安建设义务巡逻队中，都有老人的身
影。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天天做好
事。老人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计报酬、毫无
怨言的付出，赢得了社区干部与广大居民的认
可和敬重，感动了楼院所有居民，也感动着整个
社区。

老人的贴心“小棉袄”
本报记者 王影 通讯员 常艳兰

老人病了，她像亲闺女一样守在床前，接屎
接尿；家里电话不通，电视出现故障，老人们第
一个想到的准是她。面对老人对她的依赖，杨
玉荣给自己自豪地打了满分。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现有186名
离退休人员，由于居住分散，成为老年工作中的

“老大难”。1995年，这份重担落在了杨玉荣的
肩头。十多年来，她用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温
暖着老年人的心。

年过七旬的离休干部、高级工程师韩林森
生活不能自理，而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杨玉荣
主动请缨，承担起老韩家部分家务，买菜、做饭、
打扫卫生。老人脑血栓犯病住院时，杨玉荣不
分早晚陪侍在身边。老人到外地探亲时，都把
家里的钥匙交给杨玉荣。“要是唠她的事，三天
三夜也说不完。”面对记者的采访，老人们显得
很激动：谁病了、谁生日了，甚至谁家家电坏了，
总少不了她的身影……

但是，面对自己家的困难，杨玉荣总是选择
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去年 4月，她 86岁的老
母亲不慎摔倒骨折住院，而她正巧正在处理棘
手的工作，白天不能到母亲身边照顾，于是她每
天晚上看护老母亲。

提起杨玉荣，老人们都竖起了大拇指。

惠民工程造福乡里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红旗 侯晓峰

“环境美了，道路修通了，村民看病不愁
了，孩子上学不难了。”昨日，记者在管城区圃
田乡采访时，村民们赞不绝口的正是乡政府

“惠民工程”造福乡里的事儿。
去年以来，圃田乡推出以“道路、教育、就

业、医疗、养老、文化”为内容的“惠民工程”。
全乡累计投入资金1000余万元，新修乡村道路
11公里；投入资金100多万元，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改造。

为破解农村孩子“上学难”难题，圃田乡投
资新建高标准幼儿园 3 所，小学、初中各 1 所，
开展了工商联捐资助学、计生家庭高考奖励等
助学活动，对农村学生实行学费全免。

为确保就业政策惠及失地农民，圃田乡开
展“为下岗职工送政策、送技能、送岗位服务”，
开展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安置失地农民就业
200多人，实现灵活就业1500多人，办理自谋职
业500多人。

为使村民老有所养，乡政府投入 800 余万
元建成占地10亩、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的高标
准、现代化乡村敬老院。

在打造列子故里、列子文化的同时，积极
推进“文化圃田”惠民工程，在基础设施完善的
村（社区）开设图书室、老年活动室、远程教育
中心，成立文化大院，建立业余文艺团体，定期
举办文艺汇演，使村社成为乡土文化、民间艺
术的交流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