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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抓不落实的事 紧盯不落实的人 追究不落实者的责任

二七区大督察带来干部好作风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李开明

刘霞）敢抓不落实的事，紧盯不落实的人，
追究不落实者的责任。二七区“三大一促”
联合督察组认真履职，综合运用现场督察、
跟踪督察、专题督察、电话督察等方式方法，
对区委、区政府重要决策部署落实情况、机
关作风建设情况、机关效能建设情况等开展
全方位的督察，惩治督察中发现的不作为、
乱作为、慢作为、不愿作为、不敢作为、不会
作为等现象，带来了全区机关干部的好作
风。

自 2009 年开始，二七区从完善机制入

手，对干部作风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
策。以活动为抓手，深化工作落实。今年的
主题是“深化工作效能提升、实施执行力提升
计划”和建设“高效二七、廉洁二七、低成本二
七”。二七区以调整机构为抓手，完善领导监
督。成立活动领导小组，由区委书记朱是西
任组长；各乡镇、街道及区直各部门建立了相
应的机构，明确各单位一把手为直接责任
人。在明确纪委书记负责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区委
组织部部长、区委办公室主任两名常委协助
做好行政效能监察工作，进一步增强活动的

权威性。成立区委联合督察室。把二七区行
政审批服务中心更名为二七区行政服务中
心，并与二七区行政效能监察投诉中心合署
办公，成立了以“大督察、大落实、大改进，促
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三大一促”联合督察
组。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先后出台了《关于对
不称职不胜任现任科级干部的处理意见》、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出暂行办法》、《二
七区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二七区关于
重点工作被省市区通报批评的问责办法》、

《二七区机关效能建设责任追究办法》以及
《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服务行为提高行政服

务效率的规定》等十几个文件，通过制度的建
设和完善，使全区干部职工明白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区委联合督察室和纪委“三大一促”联合
督察组展开了一场高密度全方位的督察，同
时聘请 100 名效能义务监督员，增加效能监
测点 20个。自2009年以来，开展作风纪律、
工作效率、优化环境、项目推进等各项督察
428次，编发督察通报 159期，下发整改通知
书 62份，通报批评单位 67个，对 19名领导干
部、38名工作人员进行了辞退、诫勉谈话、待
岗查看处理。

惠济区2000名导师免费辅导未成年人
开展活动1700多场 受益学生超过10.5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连敬春）只有喜欢才有热爱，孩子的成
长离不开游戏与快乐。日前，在惠济
区一个社区舞台上，身着“彩衣盛装”
的大河路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走出了专
业的T台猫步，个个兴高采烈。

这场才艺表演的主题是“让孩子
们心中充满阳光充满爱”，参加表演的
都是该区实行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以
来学有所成的孩子。在后台，记者见
到了孩子们的“导师”——郑州师范学
院的大学生们，是他们教会孩子动手
裁剪新款时装，并上台表演。

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是惠济区自
2010年起实行的未成年人教育创新举
措。由导师带领学生全方位成长——
不光是书本知识的学习，还包括对生
活的感悟、业余兴趣的培养等。

惠济区文明办通过政府各级部门
向辖区各行各业发出号召，呼吁家
在惠济、愿意为未成年人教育贡献
一技之长的辖区公民主动报名，成
为 惠 济 区 未 成 年 人 教 育 导 师 团 成
员。在半年时间内，先后有 2000 多
人报名担任未成年人教育导师，他
们大多是富有爱心，对教育孩子有

兴趣的辖区居民。在他们引领下，
惠济区不少孩子改变了过去在学校
单纯学习课本知识、为考试而忙碌
的状态，转而成为性格开朗、敢于
参与各类活动的青春少年。

记者在才艺表演上看到，除了时
装秀，孩子们还学会了不同种类的舞
蹈，一些孩子还表演了剪纸、花样跳
绳、抖空竹、杂技等多种节目。

体育专长教育导师贾丽娟辅导的
儿童花样绳操令观众们大开眼界。同
样是一根绳子，八堡小学的孩子们在
短短几分钟时间内，表演了滑雪跳、钟

摆跳、绳中绳等 20 多个不同花样动
作。据悉在八堡小学，有上百名孩子
跟着贾丽娟学跳绳，大家在课间放松
时跳、在放学后练习花样，既锻炼了身
体，又愉悦了心情。

据惠济区文明办主任丁建国介
绍，未成年人教育导师制也是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的一个有效载体，目前，
全区有统计的导师辅导活动已经开展
1700 多场，受益学生超过 10.5 万人
次，他们下一步将把导师制推广开
来，使更多惠济少年快乐成长、文明
成长。

金水区

年内培训1000名残疾人
本报讯（记者 王影 通讯员

葛宁）昨日，金水区今年首期残疾
人职业技能培训班“开课”，来自
辖区近 60名残疾居民，以及重度
残疾居民家属，参加了铁艺手工
艺编织技能项目的免费培训。金
水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陈玉新
表示，今年将对辖区 1000名贫困
残疾人开展实用技术培训，确保
贫困残疾人能实现就业。

陈玉新介绍，根据人口普查统

计，目前金水区残疾居民约有
33000多人，由于缺乏必要的技能
和培训，很大部分有劳动能力和劳
动愿望的贫困残疾人难以脱贫致
富。从去年开始，金水区开展“残疾
人培训工程”，提供盲人按摩、果木
嫁接、电动车维修、乡村厨师、汽车
美容和糕点制作等农村实用技术和
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去年有420名
贫困残疾人参加免费技能培训，已
有部分残疾居民实现创业。

社区里的“武林高手”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袁 捷 文/图

进入 7月以来，在河医社区的
操场上，每天早晚都有一位白发老
人带着居民练习太极拳。老人举
止沉稳、谈吐清雅，白衣黑裤是他
的标准打扮，只要有人和他谈起太
极拳，即使坐着，他都会用手比画
两招。他就是今年 74 岁的于定

国、资深的杨氏太极拳老师，今年
已经是他第六年在河医社区里免
费授艺了。

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的介绍，记
者了解到于老先生的头衔还真不
少，市武协委员、杨氏太极拳委员
会副会长、杨氏太极拳河医社区辅

导站站长……于定国说，自己练了
20多年太极拳，以往都是和圈内人
士切磋，6年前应市武协要求，他们
这些“武林人士”开始走进社区，免
费开馆授艺。“河医社区党支部非
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
免费场地和宣传，这 6 年来，练习
太极拳的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看
到太极拳让更多人受益，我觉得自
己终于学有所用了。”于定国说。

于定国介绍说，他在社区招收
的徒弟以暑期学生为主，“开设太极
拳培训班不仅仅是传授武艺，我还
会向孩子们讲解传统文化和传统礼
仪。”于定国说，培训的效果是显而
易见的，不少原本顽皮的孩子，在练
习了一段太极拳后，再见面都会彬
彬有礼地打招呼。于定国特意提到
一个名叫刘白的徒弟，这个女孩今
年13岁，从9岁起开始每年暑假跟
着他学习太极拳，“现在她妈妈每次
见到我都要向我表示感谢，说刘白
自从练习太极拳后，不再上网玩游
戏了，学习成绩变好了，待人接物也
有了很大进步。”于定国说。

陇海马路办事处

开放社区“绿色网吧”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 通讯员

孙晓红）为让孩子在假期期间文明上
网，远离不良信息，陇海马路街道办
事处紫荆社区开放了“绿色网吧”。

走进社区的“绿色网吧”，干净
整洁的房间里放着四台崭新的电
脑，网吧的墙上贴着上网须知、时间
安排、组织机构、上网文明公约和寒
暑假开放制度等，同时，社区还挑选

2名精通电脑知识的大学生志愿者
担任辅导员。网吧内还配备有上千
本图书供孩子们翻阅，在社区“绿色
网吧”里，孩子们可以上网冲浪、查
阅资料、浏览新闻趣事、玩益智类游
戏、看课外读物等。

为确保“绿色网吧”安全高效
运行，社区邀请“五老”人员作“绿
色网吧”室的义务监督员。

铭功路办事处

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赵爱玲 王

伟莉）铭功路办事处近日邀请防空兵指挥学院
蔡耘教授在辖区干部职工中作了一场生动的国
防知识讲座，开展了以“拥军爱国”为主题的国
防教育系列活动。

聆听国防教育知识课的有办事处机关干部
职工、社区群众和学生代表共计200余人。街道
人武部还在各社区开展了国防知识宣传活动，集
中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峥嵘建军史和优良
传统，宣传普及国防动员法、国防教育法等知识，
同时还设立5个国防知识咨询台，累计发放宣传
资料1000余份。

金水区环保局

建立项目审批回访制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

员 陶冶）记者昨日从金水区环保
局获悉：自 7 月 1 日起，该区推出
的旨在加强环保系统行业作风和
行政效能建设的建设项目审批回
访制，取得“满月”实效。

据了解，该区的这一举措程
序为：采取电话回访、网络回访、
上门回访以及座谈回访等四种方
式，每周开展一次。回访就要来

真的。该区对回访反映的问题区
别对待：环保设施不到位，与环保
要求不符合的环评项目，指导整
改；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产业政
策的建设项目，严格依照法律法
规给予项目单位明确答复，并提
出建议。一个月以来，金水环保
局已对50多个建设项目进行了回
访，已发现并协调解决问题 3个，
受到辖区企业好评。

本报讯（记者 赵顺
利 通讯员 班计划 文/
图）“文明出行，从我做
起”，昨天，记者在管城
回族区北下街办事处几
个主要交通路口看到，
头戴小红帽，手拿小红
旗的志愿者，站在车水
马龙的路口，不停地提
醒着过往行人和车辆遵
守交通出行规则。

据了解，该办事处
先后组织了党员志愿
者、夕阳红志愿者、青年
服务队、义务巡逻队等
多支队伍，共计 330 余
人，积极参与到文明交
通、城市管理、卫生整
治、治安防范、文明宣传
等活动中来。

图为71岁高龄的
区绿化队退休老人杨同
宝在街头劝阻不文明行
为。

金水培育
15分钟“文化圈”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王君洁 杨曦

秉承以事业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升
级推动事业发展的思路，2010年，金水区文化
产业增加值为60.8亿，占全区GDP的11.5%，年
增长速度为 21.3%，位居全省之首。金水人的

“幸福指数”源泉正是全力“打造 15 分钟文化
圈”所圈定的。

从戏场到舞场 距离不超500米
从省豫剧团退休后，张庆松就一直没闲过，

66岁的他“忙并快乐着”。
“早上亮嗓子，下午带孙子，晚上迈步子”张

庆松概括了自己一天的行程。天擦亮，张庆松
和票友在文博广场唱着《朝阳沟》；午休后，他带
着孙子去点点动漫城看电影；晚上7点，张庆松
的身影又准时出现在舞场，他和老伴的舞龄都
5年了。舞场与戏场之间只间隔了省博物院，
距离不超500米。

像张庆松这样的文艺爱好者在金水区有很
多。金水区目前建成的群众文化活动场所已经遍
及各个角落，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

15分钟内感受“文化金水”
到《大河秀典》看霓裳飞舞；到奥斯卡、大上

海城体验大片魅力；在英协戏园点一段豫剧；素
斋茶楼里赏字画、品茗茶……

金水区文化惠民工程依托三级网络建立。
区级文化馆、街道文化中心、社区文化活动站星
罗密布，15分钟内，你就能感受到一个内涵丰
富的文化金水——目前，金水区有 700多个民
间文艺团体，文艺骨干 5000余人，文化活动阵
地 134处；开展“金水文化大篷车走进社区”公
益演出 28场，观看群众达 8000多人次；春节文
艺大巡游、民间文艺大赛、“文化遗产日”、舞蹈
大赛暨戏迷擂台赛等文化惠民活动翩翩而来。

与此同时，农村文化生活也是如火如荼。
去年，筹资80余万元的21个农村文化大院配备
了演出道具，并邀请专家进行培训。仅柳林、庙
李两个文化站就完成了 570场电影放映工作。
20个“农家书屋”提供了科普书报刊及电子音
像制品，极大满足了农民文化需求。

文化产业发展带动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调出韵味，产业升级，进入新境

界。目前，“文化创意”已成为全区重点发展的
四大产业之一，写入了该区“十二五”规划。从
今年开始，金水区每年将拿出3000万资金扶持
文化产业发展。

穿行金水，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全部布局
了文化产业项目。东部金水文化创意园、点点
动漫梦想城，是创意设计、文化传媒、动漫设计
产业的代表；南部西里路影像艺术文化中心到
2015 年将成为中原最大的展示群众性艺术协
会聚集区；西部 302视觉工厂主要涵盖中原传
统文化展示区，时尚设计区，艺术品创作、制造
区，视觉文化创意区，艺术品展示、发布及交易
区五大平台；北部中国（郑州）工业创意设计园
到 2015年将成为中原最大的研发创意园区的
工业创意设计园区；中部河南科技园区重点发
展网络游戏、软件开发、电子商务、信息服务、艺
术品交易等产业。

如意湖办事处

志愿者街头服务群众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在郑

东新区如意湖办事处的服务窗
口，一群佩戴“郑东新区窗口文
明志愿者”红色绶带的志愿者，主
动为群众服务。

郑东新区如意湖办事处通过
开展“一顶小红帽，文明伴我行”活
动，充分发挥窗口志愿者作用，让志

愿者宣讲创文目的意义、窗口行业
创建标准要求，纠正市民不文明行
为。他们利用暑假，从在校大学生
中挑选了一批志愿者，并从窗口单
位高学历的在职人员中、从各社区
中也挑选了一批志愿者。为提高
志愿者的综合素质，如意湖办事处
还对志愿者进行了强化培训。

汝河路办事处

美化居民生活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李建霞）中原区政府针对

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基础设施改造已全面开
工。汝河路街道汝河一社区经过这一系列整修
工作，社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汝河小区是郑州市最早的居民安置小区，基
础设施老化。他们首先对破损严重的路面进行
了清理、浇筑和维护；雨污水井由于长期碾轧大
多数下沉，他们对这些污水井进行了提升、清淤；
他们还对小区花园进行了绿化和硬化，并安装了
护栏、石桌、石凳、乒乓球案、健身器材等户外休
闲娱乐设施，既美化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又给大
家提供了健身、休闲的场所。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王瑞萍）“杯子消毒不彻底，房
间有异味，毛巾消毒流程不规范，
希望两天内整改……”在管城区
城东路办事处窗口行业综合整治
中，有一支特别惹人眼的“爷爷奶
奶挑刺队”，他们穿行于宾馆、银
行、医院、邮政等窗口行业，扮演
着创建督察员、巡查员的角色。

随着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工

作的深入，城东路办事处在全辖
区居民群众中招募了一批热心公
益事业的老年居民，参加到创建
文明城市工作的督察、检查中
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爷爷奶
奶挑刺队”。

经过一周培训，“爷爷奶奶挑
刺队”基本掌握了各窗口行业综
合整治验收评判标准，走上了义
务督察、检查、巡查的工作岗位。

城东路办事处

“挑刺队”擦亮窗口行业 文明出行 从我做起

郑东新区
商都路办事处
以郑州长途客
运东站作为窗
口行业环境整
治突破口，40
多名街道志愿
者和20多名社
会、单位志愿
者走上义务监
督工作岗位，
客运环境焕然
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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