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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区事管局

打造文明幸福机关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王美琪）金

水区事管局围绕服务、保障、管理三项职能，以
铸造机关后勤服务品牌作为实现“幸福金水”的
工作重心，着力抓好团队职业化、服务精细化建
设，积极打造文明幸福机关。

近年来，金水区事管局努力构建和谐文明
单位，加强自身建设。为了方便群众办事，在门
岗设置了残疾人用轮椅、打气筒、雨伞、雨衣、废
旧电池回收箱等便民设施，并在大厅设置便民
服务电子触摸屏、便民指示牌和办事指南、监督
评议专栏等。积极开展对口帮扶社区的就业、
敬老、助残、助学、济困活动，先后荣获“市级文
明单位标兵”、“花园式单位”、“省级卫生先进单
位”、“军警民共建先进单位”、“人居环境示范单
位”等荣誉称号，连续两届荣膺“省级文明单位”
称号。

金水区

劳动仲裁紧抓第一时间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杨曦 王皓）金水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向“第一时间”要效益，开
辟一条“绿色通道”，大大缩短了办理劳动争议案件时
间。

工作人员王冠楠介绍，所谓“绿色通道”是专门为
农民工等集体纠纷弱势群体所设。开辟“绿色通道”，
劳动争议案件由以前法定的五个工作日受理，调整为
即投诉即受理，仲裁员随即通知双方当事人接受庭前
调解建议，积极促成一部分当事人通过协商调解解决
双方争议，这样既可以为当事人节约时间成本和及时
挽回了经济损失，又节约了办案资源。

今年以来，依靠“第一时间”这一快速反应机制，金
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解决处理各类劳动案件
292起，案件法定期限结案率均达到100%。

中原区

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揭牌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员 李少锋）近日，中原

区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处理中心揭牌。
中原区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处理中心，建筑面积

1100平方米，一层为接待大厅，由各街道办事处及相
关职能部门进驻接访，二层为领导接谈室和协调室，实
现“诉求只进一道门，办事只到一扇窗，代理只找一个
人”的目标。中心的建成，有效改善了中原区群众信访
工作办公条件，为来访群众提供一个舒适的诉求环境、
便捷的解决通道。

大学毕业生开夫妻包子店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王真真 文/图

今年26岁的张照玺2008年毕业于
郑州大学机械系，在企业工作了一年
多，就和新婚妻子吴东双双辞职，开起
了包子店。张照玺说，两个人辞职前月
薪都在 3000 元左右，选择创业是因为
想趁年轻，为理想奋斗一回。

谈起创业经历，今年 24 岁的吴东
感慨很多。由于工作时间短，两人都没
什么积蓄，创业资金全靠同学、亲戚赞
助，交过店面转让费就所剩无几了。为
了省钱，店内装修都是自己动手。吴东
说，开包子店之前，自己连饭都不会做，
现在基本上是采购、包包子、卖包子的

“全能”选手。
吴东毕业于郑州商专酒店管理专

业，对开店有一套独到的理论。有一天
顾客少，她和张照玺早餐就在店里吃包
子，结果几个路人马上进来买包子，“他

们说，你们自己都敢吃，包子应该没啥
问题”。这件事让两人深有感触，下定
决心，要卖“良心包子”。“所有材料都在
附近菜市场采购，逢人我们就做自我介
绍，哪样材料在哪里买的，馅在哪里拌
的，都有地方可查。”吴东说，为了保证
包子口感，他们从来不卖剩包子，“每种
包子蒸出来我们都会自己尝尝，自己不
愿吃的包子绝不卖给顾客”。

开包子店是个辛苦活，凌晨3点半
就要起床，一口气要忙到下午 1点多，
不过对于顾客，吴东从来都是面带笑
容。早晨很多老年人骑三轮车来买包
子，吴东就跑出店给他们“送货”。现
在，包子店所在的兴华社区，不论是菜
市场商户还是周围居民，都对这对大学
生店主交口称赞，店里的生意也一天比
一天好。

管城区建成30个环卫工人歇脚点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文/图）环

卫工人走街串巷，辛勤劳动，扮靓我
们的城市，因此被誉为“城市的美容
师”。但长期以来，环卫工人连个歇
脚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喝上一口热
乎乎的开水了。现在好了，在市领导

的关怀下，管城区市政建设管理局率
先建成30个环卫工人歇脚、饮水点，
保证各路段环卫工人就近休息。

记者在管城区东大街垃圾环卫
中转站看到，环卫工人歇脚点设在垃
圾中转站的管理办公房间，墙上挂有

明显的“环卫工人歇脚点”和“欢迎前
来歇脚，环卫工人辛苦了”的铭牌。
歇脚点配备有沙发、暖水瓶、热水器
和简易医疗箱，医疗箱内有常用药
品、外伤包扎物品和护肤用品，整体
环境显得舒适、干净、卫生。

济源路办事处

五支服务队比奉献
本报讯（记者 朱华 通讯员 克东海 卜桂平）“现

在我们社区的空巢老人都有党员志愿服务队员联系，
一起过个生日，抽空聊聊天，老人们可开心了！”上街区
济源路街道中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新瑞一提起社区志
愿服务队，就赞不绝口。

暖心服务队突出“亲老”，医疗服务队定期为社区
残疾居民和重病患者测量血压、讲解医疗保健知识，绿
化服务队监督社区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情况，联防服
务队参与社区治安义务巡逻，文体服务队每周组织居
民举办一次乒乓球、棋牌、书法、绘画等文体活动。五
支志愿者服务队，通过扎实有效的活动，成为居民的

“好帮手”、“贴心人”。

城东路办事处

深入楼院为百姓解难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 通讯员 王瑞萍）城东路办

事处积极引导无主管楼院成立业主委员会，规范社区
家属楼院管理，为百姓解决实际难题。

该办事处地处老城区，辖区内 100多个家属楼院
中就有30多个属于破产企业的无主管楼院，这些楼院
内的照明、保洁、公共设施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
决，影响了居民群众的生活。为了能有效解决居民群
众的烦心事儿，今年以来,办事处9个社区的10个楼院
都积极组织成立业主委员会，目前 8个楼院已正式成
立了业主委员会，并开始运行，其他两个正在审批当
中。业主委员会成立后，他们自选物业，共同监督小区
公共事情，几个月内解决了困扰小区居民几年之久的
水、电一表一户改造问题。

京广路办事处

开展形式多样普法行动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李伟涛 徐敏芳）京

广路办事处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与道德
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行动，掀起学
法用法高潮。

办事处加强对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加大对社区
服刑人员和有邻里矛盾冲突居民的法制教育力度，调
解矛盾 10 余起。重点宣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
法》、《食品安全法》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
规。利用广场文化活动、电影进社区的有利时机，开展
现场普法宣传和法律咨询。聘请法律专业人员举办法
制讲座，通过开设领导干部学法、公务员学法、青少年
学法、居民学法等专题法制讲座等，切实提高普法对象
的法制意识。

长兴路办事处

政府花钱套上“紧箍咒”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毛玲霞 陈建利）公

共财政的钱应该怎么花？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对
项目资金使用和审批严格审核把关，建立了一套监管

“紧箍咒”。
该办出台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对 3万

元以上和 30万元以下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和审
批全部实施招标议标。今年 7月，该办对街道计生服
务大厅升级改造，招投标过程中，3家公司通过资格审
查，分别报价 27.2万元、42.8万元、29.6万元。该办招
投标领导小组经过市场考察，在同等条件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最终确定中标价格为某设计装饰公司的 27.2
万元，比计划财政支出节约数万元。

据悉，自去年9月实行招投标以来，长兴路办事处
共完成政府投资工程招标项目 7 个，中标总价 186.7
万元，为财政节约资金20余万元。

社区里的“城管玫瑰”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张保华 张菊花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要努力
做芬芳的玫瑰，将清香带给他人……”
这是二七区永安社区环卫站长夏桂林
工作日志上的励志格言。正因为她心
系社区环境美化，获赠“城管玫瑰”之
美誉。

昨日一大早，记者见到永安社区
环卫站长夏桂林时，她已经开始在社
区忙碌着：手拿卫生工作日志本，逐一
巡查记录辖区环境卫生情况。巡查完

毕，她将巡查结果汇总分类，逐项以通
知单的形式发给社区清扫员或上报到
办事处城管科，并督促、跟进直至每个
问题都能够彻底解决。

“卫生专干这个工作太琐碎。”夏
桂林告诉记者，自从她担任社区环卫
站长以来，每天早上都要检查楼院环
境卫生，还督促清扫员把工作做细、做
好，“打扫卫生时一定要注意犄角旮
旯，特别是楼栋内窗台和暖气管上的

灰尘，一定要清扫干净，这样才能赢得
居民信任……”她说，有时看到保洁员
忙不过来，她就拿着大扫帚和大家一
起干。看到记者采访，永安街 35号院
的康宗贵老人介绍说，社区卫生多亏
了小夏这些“城管玫瑰”，她们不但要
组织人员打扫卫生，自己还要起带头
作用，主动打扫社区卫生、清除非法小
广告……“社区环境好了，居民舒心
了，我们才心安理得。”夏桂林坦言。

银发老人忙就业
本报记者 王影

在一些社区招聘会上，记者留意到很多老
年人的身影——他们并不是代子女来找工作，
而是自己来应聘的。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老
人应聘的目的不为工资，而是想找一点事干，丰
富和充实一下晚年生活。

退休在家的市民老赵，以前是一名资深营
销员，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家里的电脑上寻找
适合的招聘信息，打算谋份工作“再就业”。老
赵用鼠标点开一些专业招聘网站，上面专门开
设有“老年人招聘”专版。在一家离退休人才网
上看到，在“个人求职”信息栏上，中老年人求职
热情高涨，大都有15~20年、甚至20年以上的工
作经历；而在“企业招聘”信息栏里，向“银发人
才”抛出“橄榄枝”的企业不在少数，岗位涉及管
理、销售、电工、会计、机械、教师、医生、保安和
司机等工种。

老赵仔细地盯着招聘信息，有时还认真地
低下头做一下记录。“瞅了半天，也没有合适
的。”他笑着告诉记者，对工资没有什么要求，关
键是希望从事一些自己熟悉的行业，利用自己
的专业特长和经验来发挥余热。

妇联、慈善和金水三方携手

“阳光童乐苑”温暖留守儿童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程玉

娇）10日上午，金水区南阳路第三小学“留
守流动儿童之家”揭牌仪式在金水区南阳
路第三小学隆重举行。从此，这个专为留
守儿童开设的“欢乐谷”，又将温暖一大片。

据悉，南阳路三小的“阳光童乐苑”
是由市妇联、郑州慈善总会及金水区共
同筹资 10万余元建设的。苑内设有电
脑、电视机、图书、阅览桌椅、投影仪、亲
情电话等物品。建立“留守流动儿童之

家”被市委、市政府列入郑州市为民办
理“十大实事”项目。从 2010年至今已
建立了 43 所，“流动儿童之家”统一命
名为“阳光童乐苑”，在全市留守流动儿
童较集中的乡镇、村、学校、社区建立。

爱护老人
须先懂得老人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昨日途经东大街某小区，看到某眼部保健
品在做推广活动，十几名老人一字排开坐在小
板凳上，一名穿白大褂的女子在教他们做眼部
保健。上前了解得知，这些老人都买了这款价
格不菲的产品，眼部保健是附送项目。记者在
现场看到，这些老人非常开心，听话地像幼儿园
的孩子，他们叫促销员为“老师”，“老师”让做什
么就做什么。

这一幕不禁让记者想到自己刚刚“上过当”
的妈妈。妈妈今年60多岁了，平时节俭得连出
租车都舍不得打一回，最近却偷偷花900多元
买了四盒所谓的“冬虫夏草”。看着那“包治百
病”的包装盒，记者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听过太
多老人轻信骗子的悲剧，所以每次回家都要对
妈妈教育一番，没想到还是没能幸免。

不料说起这事来，妈妈却看得非常开。她
说，卖这个产品的商家组织他们搞了半年多活
动，每周一、周五有健康讲座，五一、十一还能免
费旅游，一起参加活动的老人都买了，自己再不
买倒像占人家便宜似的。

看来，在关心老人方面，我们甚至连这些只
想赚钱的商家都不如。即使算得上孝顺的儿
女，也只是关心爸妈的吃穿和健康。社区开教
育讲座，基本上也都是围绕儿童展开，很少有人
去了解老人真正想要什么。

所以，有那么多老人心甘情愿去上当受骗，
也就不足为奇了。何时我们才能拿出关心孩子
的耐心，去懂得、理解老人呢？

意见箱成了连心桥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张保华

“各位叔叔、阿姨，这个绿颜色的可不是蔬
菜，它是个带嘴的意见箱……”昨日上午，交通
路方欣直营社区便利店店长李玲忙得不亦乐
乎，不断向顾客们宣传着，“大家对我们店有什
么意见和建议，下次再来时，顺手把它投进‘意
见箱’里啊！”

原来，本着便民、惠民原则，为更好与居民
群众沟通，建中街办事处出了这个让社区便利
店和居民群众加强沟通交流的好办法——在每
个直营社区便利店都设立“意见箱”，充分征求
辖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让“意见箱”成为商家
和居民群众间的连心桥，真正实现既受益又惠
民的双赢效果。

拎着刚买到的既新鲜又便宜的蔬菜，东福
民大院居民杜桂云阿姨喜上眉梢：“这个‘意见
箱’真好，既可以让居民说出最真实的想法和意
见，还可以让大家买到便宜蔬菜，真是一举两
得。”原来，杜阿姨就是在这里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就是她率先提的一些建议：“从近郊的蔬
菜基地进货，周末搞一些特价活动，设立蔬菜直
通车……”

据介绍，建中街辖区共有12个社区，2万余
户，办事处扎实推进“两店进社区”工作，通过调
研分析论证，在交通路 166号建立交通路菜市
场，又分别在交通路、陇海路、铁英街设立 3家
便民直营店，真正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买到
放心实惠的蔬菜。

2009年4月开始的工程，2010
年5月完工。然而，牵涉40余名农
民工的20余万元工资却迟迟没有
拿到手，一次次的讨薪始终没有结
果。最终，接到投诉的郑州市金水
区劳动监察大队在短短的三天时间
里顺利协调解决了这起欠薪投诉。
昨日，农民工代表从劳动监察大队
马彦辉（右一）的手中接过先行支付
的10万元工资，高兴地笑开了花。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沿着兴华街与汝河路交叉口
往南走100米，有一家设施简单
的包子店，每天早晨，来这里买包
子的顾客都会排起长队。大学生
张照玺、吴东在这里卖了一年多
包子，他俩用诚心和手艺换来了
红火的生意，也成了淮河路办事
处有名的“创业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