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济区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攻坚冲刺中，组织居民清理、清洗沿街建筑物以及老旧
居民小区等重点区域的环境卫生。图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宏达社区对楼院围栏进行统一
清洁粉刷。 本报记者 李利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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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救助制度规范 社会救助内涵扩大

金水加大社会救助辐射半径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杨曦 杨

日方）在上半年的各路数据中，金水区的这一组
数字似乎更加温馨——已为 1375个低保家
庭 3568人支出低保资金 566.4万元。其中，
941户2609人低收入家庭享受了住房、医疗、
教育和法律援助四项救助政策。为 26户五
保供养对象，发放供养资金 7.09 万元；慈善
救助112户困难家庭，发放救助金5.71万元，
救助临时困难家庭 13 户，发放慈善救助金
2.77万元。

这组数据记载了金水区救助帮扶困难
群体的数量，更凝聚了政府责任和社会真

情。
低保水准城乡一视同仁。据了解，先

人一步的金水区已经实施了“城乡一体、
标准一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统一
部署，城乡低保标准从今年1月份由家庭月
人均 300 元提高至 315 元，经审核、审批，
增补金额已全部发放到位。截至目前，金
水区共发放低保资金 566.4万元，人均补差
194.4元。

专项救助迈入制度化规范化。金水区
已经建立起了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
救助、临时救助以及五保集中供养等为内容

的专项救助体系。金水区民政部门有关负
责人介绍，传统救济主要针对部分困难群
众，而常态救助机制才能持久解决救助问
题。为此，该区出台了“城乡困难家庭医疗
救助暂行办法”，对住院的五保、低保和低收
入对象按照不同比例进行救助，使得医疗救
助从“低起步、有门槛”向“零门槛、即时结
报”方向转变，为困难群众树起了生命保障
线。此外，《金水区城乡低收入家庭救助办
法》、《金水区居家养老服务运行方案》等文
件业已出台。

社会救助广而惠之。目前，金水区

社会救助内容已从单纯生活救助向全方
位帮扶发展，从城乡一体生活救助扩展
到群众生活需求的各个领域，救助内涵
不断扩大。最近，家住郑纺机社区的王
凤珊通过参加办事处组织的家政服务员
培训班，顺利找到工作，不再靠吃低保
过日子。

“社会救助的‘前线’在社区，下一步我
们将打造 36个精品社区，开展‘社区救助工
程’，从社区建设、社工组织等方面着手，帮
助更多困难群众。”金水区民政局有关负责
人说。

管城区

开办少儿艺术公益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 通讯

员 康昊增）充满深情的合唱、热
烈火爆的舞蹈……8 月 19 日，管
城区200多名“暑期少儿艺术公益
培训班”小朋友的汇报演出引来
阵阵掌声。

据悉，为了丰富辖区少儿暑
期生活，管城回族区文化馆开办
了为期两个月的“暑期少儿艺术
公益培训班”，该班共培训拉丁
舞、声乐、小主持人等 3 个专

业。200余名小朋友经过 18期 36
个课时的学习于8月19日圆满结
束，为展示教学成果，区文化馆
举办了“暑期少儿艺术公益培训
班”汇报演出。全体培训学员参
加表演的 9个节目精彩纷呈，此
次演出不仅请来了参加学习的学
员家长，也邀请到了辖区热爱文
艺的群众和小朋友，为“暑期少儿
艺术公益培训班”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

中原区

打造“贴心民政”服务品牌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

员 陈敏）以民为本、为民解困。
今年来，中原区民政部门积极打
造“贴心民政”服务品牌。

“贴心民政”，就是以“以民为
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为宗旨，
以事前主动服务、事中温馨服务、
事后追踪服务为要求，以困有所
济、居有所乐、优有所抚、孤有所
助、求有所应为目标，解困难百姓
之所急，救困难百姓之所难。

中原区开创了“四抓、七规
范”民政新模式。四抓，即抓班

子、抓机制、抓学习、抓服务；七规
范，即规范时间、规范程序、规范
管理、规范内容、规范监督、规范
反馈、规范档案，让“贴心民政”品
牌服务网络初步形成，品牌效应
逐步扩大。

中原区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经
常深入基层，走访孤寡老人和空
巢老人，了解他们现行的服务情
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目
前，中原区共为 45名孤寡老人提
供居家养老服务。为12名百岁老
人发放生活补贴1.52万元。

淮河路办事处

小窗口提供大服务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陈静洲）“市人力资源中心不仅帮
我们找工作，还对我们进行维权培
训，真是意想不到的感动。”刚找到
工作的李志伟特意上网留言，对市
人力资源中心的周到服务表示感
谢。据了解，自从二七区淮河路办
事处开展“窗口展形象，创文我先
行”活动以来，各窗口行业纷纷通
过拓展服务来展示自身形象。

为响应创文活动要求，市人

力资源中心率先开动脑筋，在帮
务工人员介绍岗位之余，还专门
开展免费维权培训。同时，该中
心还专门印制了业务常识指导手
册发放给前来求职的市民，并在
服务大厅休息处摆放了印有创建
文明城市宣传标语的折扇。据了
解，淮河路办事处其他窗口单位
也不甘落后，每个窗口行业都设
立志愿者服务岗，为前来办事的
人员提供贴身服务。

城东路办事处

公共单位服务文明建设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王瑞萍） “ 上 尊 老 ， 下 爱
幼，敬师长，孝父母；父母言，
要听从，父母心，要体谅……”
这是城东路办事处附近一小区楼
院门口创建文明城市宣传栏的内
容，落款是博爱眼科医院。像这
样的宣传栏在城东路街道辖区随
处可见。

在城东路街道辖区，正掀起
着一股“赛服务、比奉献、文明新
风进万家”热潮。辖区各公共单
位、窗口行业纷纷行动，投入到创
文工作中。位于郑汴路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首先响应，不仅建立

了管城区唯一的青少年心理健康
辅导站，还组织片医走街串巷义
诊20余次。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
与电院社区签订创文共建资源共
享协议，居民可到学院图书馆、电
子阅览室阅览图书、查阅资料，极
大地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

截至目前，辖区已有 11家公
共单位拿出了具体方案，有提供
公共停车位的，有义务为居民修
理电脑、开展微机知识培训的，有
的组织员工走上街头担任文明志
愿者，一道道文明风景线正在城
东路辖区悄然形成。

让孩子在国画中徜徉
本报记者 赵顺利 通讯员 康昊增 文/图

在管城区城东路和陇海路
交叉口的金河小区，有一个丹青
画室，每逢节假日的下午两点，
画室准时开门，迎接着一群像小
鸟一样快乐的孩子。

走进画室，记者看到墙上挂
满了尺寸不一、内容各异的国画
作品，20多个孩子正围在一个女
老师周围，认真地听她讲解。

教孩子们画画的老师叫樊

珂莉，她虽不是科班出身，也是
生在国画之家，父亲樊廷瑞先生
是有名的国画家，姐姐樊索莉画
得一手漂亮的竹子。她本人从
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年仅9岁的
女儿王婷玥从3岁起在她的悉心
引导和教育下，已经是一个小有
名气的小画家了，市内媒体多次
刊登她的作品，《快乐作文与阅
读》特地邀请她配插图。她的画

室同时吸引了社区众多喜欢国
画的孩子。

教孩子们学握毛笔，是樊老
师最费口舌的课堂。有的孩子
年龄小，她就不厌其烦一遍遍地
示范、纠正，直到每一个孩子都
正确掌握。她教导孩子们，中国
书画博大精深，来不得半点投机
取巧，一笔一笔地写，一笔一笔
地画，从线条里就能读出一个人
的心情，一个人的个性。在绘画
的过程中，樊老师把中国画的知
识一点点地渗透到课堂中，让每
一个知识点躲在有趣的故事里，
孩子们听得都不愿回家。

这里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初
中的都有，年龄最小的杜懿恆还
不满六岁，可画起画来的认真劲
一点也不比哥哥姐姐们差。母亲
黄女士告诉记者，孩子学了几个
月后感到懂事了许多，干一件事
情比以前能静心专注了。

画室里的孩子多了，也影响
到了许多家长。来画室看孩子作
画的康先生说，整天看孩子们作
画，自己也慢慢喜欢起国画来。

图为樊老师在辅导孩子们
作画。

农机田间大比拼
本报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张超 贾剑峰 文/图

活动现场，6种大小不同型号
的收获机械在农机手的操控下进
行现场演示，一排排玉米在机器
的轰鸣中卷进了机械，玉米穗被
收储起来，秸秆则被粉碎撒在田
里。各参展企业现场拉开架势，
分别讲解自家机械的长处，并向
群众发放宣传资料。惠济区农机
部门有关人员则现场宣传讲解了
购置农机的有关奖补政策。

群众对这种现场展示很感兴
趣。过去他们想购买农机，都是
自己跑到企业销售地，看不到现
场的演示，更见不到这种多家企
业的收割机械同时出现在田间的

场景。
据惠济区农委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次参展的玉米收获机械
款式新颖、机收效果良好，全部是

通过农机补贴认证的产品，购买
的农民均可享受补贴。活动当
天，现场群众与生产厂家就达成
了5台购买意向。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 通讯
员 魏玉霞 滑景丽）围绕创建文明
城市工作，管城区紫南街道办事
处在基础设施建设、卫生环境治
理和加强宣传氛围上投入 200万
余元，提升了城市文明水平。

截至目前，街道办综合性多
功能文化站已建成投入使用，每
天都有居民来借阅图书，或排演
节目。面积接近 3平方公里的南
五里堡村城中村改造工地外围拉

起了围墙，刷写了创文明城标
语。据统计，紫南制作的文明墙、
标语条幅、巨型宣传版画、小区宣
传栏、楼道宣传画等，平铺开面积
近 2平方公里。为调动市民积极
参与的热情，街道办把加强市民
学习、休闲等环境的建设与整治
放在优先位置，建设好市民服务
中心和社区文化站，促进市民之
间的情感沟通，营造温暖、友爱的
亲情氛围。

紫南办事处

200万元给力创文

刘寨办事处

开展关爱
计生家庭行动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焕琴 艳红）
惠济区刘寨办事处组织150多名家庭文明代表
志愿者，深入社区和村组开展关爱计生家庭志
愿服务，促进了社会和谐进步。

为积极倡导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营造和
谐的计划生育氛围，刘寨办事处相继开展了关
爱独生子女，实施“健康成长工程”；关爱育龄妇
女，实施“生殖健康工程”；关爱困难家庭，开展

“爱心互助工程”；关爱流动人口，开展“三送三
免活动”。截止到目前，已建立双农独生子女档
案205份、生殖健康档案1213份，发放免费避孕
药具一卡通112张、宣传物品5000余件、宣传单
20000多份，帮扶困难计生家庭实现再就业 60
多人，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暖。

金水区环保局

发信函听建议
帮企业解难事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乔丽娜）金
水区环保局以“三个一百”听取建议，帮助企业
解难事，服务大局促发展。

“百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信函调查”。通过
信函方式给 120余名区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邮寄征求意见的函，悉心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对环保工作看法。“百家企业评议基层环保部
门”。针对辖区职能范围内的重点企业，集中时
间以上门纳谏为主要方式开展企业评环保活
动，共同探讨环保与企业共同发展的新思路、新
举措。“百名环保服务对象问卷调查”。一方面
到辖区服务单位走访征求意见建议，另一方面，
在区行政审批大厅环保窗口摆放《征求意见
表》，供服务对象从办事效率、服务态度等多个
方面进行评议。目前已收集各类意见、问题 8
条，6条已整改完毕，2条正在整改中，帮助企业
解决3个问题。

孤儿的“妈妈”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张宝宁

自从父死母远嫁，家住康复社区的龙龙就
成了无亲可依的孤儿，所幸善良的邻居李梅玲
接过手来，上门当起了他的“妈妈”，衣食住行样
样精心，硬是把这个没人要的孩子送进了大学。

家住康复社区二号院的李梅玲今年53岁，
龙龙的爸爸去世前，两家曾是对门的邻居。龙
龙的妈妈早年离婚远嫁，爸爸患病多年，无力照
顾龙龙，所以自从龙龙刚学会走路，一日三餐就
在李梅玲家解决。龙龙 12岁那年，爸爸去世，
家里再没什么亲人，眼看孩子就要流落街头。
李梅玲家里也没多余的地方，她一咬牙，把自己
租出去的一间房收回来，收拾好让龙龙住进
去。说到这件事，李梅玲特意强调说：“社区好
心人不只我一个，我把房子送给龙龙住，就有人
送来热水器、家具，说要让孩子生活得舒服一
些。”

龙龙单独住，李梅玲还不放心。她担心龙
龙自己做不好饭，就每顿做好送过去。李梅玲
说：“他爸爸刚去世，心里肯定有落差，我去给他
送饭、洗衣服，是想让他知道，他一直有亲人可
依偎。现在龙龙每次见到我，都会抱抱我，叫我
二妈，可亲了。”说到这里，李梅玲眼泪都快流下
来了。

现在龙龙已经16岁了，今年8月份，他收到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学费要 3900
元。李梅玲说，这笔学费已经通过社会募捐凑
齐了，社区又为龙龙申请了每月 340元的低保
金。担心生活费不够，她打算把龙龙现在住的
房子租出去，把租金送给龙龙当生活费。

“李姐就是个热心人，而且心特软，见不
得别人受苦！”康复社区工作人员李中华用一
句话对李梅玲进行了总结。除了孤儿龙龙，院
里一对有轻微智力障碍的父子也是李梅玲家的
常客，只要有人上门求助，她都不会让人家空
着手走。

好管家
本报记者 王影 通讯员 晏俭华

小区有多少辆车，各路段宽多少米，楼栋每
户人口多少…… 说起社区情况，金水区东风
社区主任王淑婷，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小巷总理”一干就是20多年，从鸡毛蒜皮
的小事，到影响居民生活的大事 ，她都要管一
管。王淑婷说，社区成了居民的主心骨，她就更
应该对得起居民的信赖。

时间久了，王主任对于每家每户的情况非
常熟悉，谁家有啥难事，都躲不过她细心的目
光，她总是主动为居民分忧解愁，拥有了不少

“居民粉丝”。南阳路 203号院是个大杂院，各
家各户都在院子里私搭起各自的小棚，去年，小
区环境改造，王主任一声令下，院子的居民便纷
纷忙活起来，有的拆掉了自家的私搭小棚，有的
在整理自家门前的垃圾。“社区一心想着我们
好 ，主任已经领着大家在这里忙活一天了，连
口水都没有顾上喝。”居民孙大爷瞅着满脸灰尘
的王淑婷感动地说。

对小区数字了然于心，王淑婷的“特异功
能”时常被大家称道。每当这时，王主任就会露
出招牌笑容，直爽地说，走得多、看得多、接触多
了，自然张口就来。居民们说：“遇到这样的管
家人，是我们的福气。”

8 月 18 日上午，惠

济区古荥镇程庄村的一

处玉米地里传来了阵阵

农机轰鸣声。原来该区
农委联合郑州中联收获
机械、洛阳中收机械装

备等 5 家生产企业，举

行了新型玉米收获机械

田间操作现场展示会。
周边地区 200余名群众

应邀前往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