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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同志，请注意红灯！”在省会大街小巷
的路口，有这样一群熟悉的身影，他们每天
挥着小红旗疏导非机动车和行人文明出
行，他们就是我市的交通协管员。

每天清晨7时许，58岁的聂晓东骑
着自行车就到岗了，他是中原路与嵩山
路交叉口的一名老交通协管员，他在这
个岗位上一干就是7年。7年中每天在
路口要站5个小时，老聂说他们同行常说
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夏天一身汗，冬天
冷风吹，最怕不理解”，面对这样的工作
环境，他每天仍是很认真疏导来往的行
人及非机动车。

“老聂是个倔老头，我被他那种精神
感动了，现在过马路都很自觉！”市民李女

士说，她每天高峰期上下班都经过该路
口，有一次早上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过
该路口时由于赶时间，她直接骑车过斑马
线，最后被老聂追着拦了下来。“我急着送
孩子，马上迟到了！干嘛那么认真……”

“同志，您再赶时间也要注意安全，并且还
带着孩子，您这样违章出行对孩子影响多
不好……”原本要发生争执的李女士，最
终被老聂的苦口婆心说服了，并主动承认
了错误。

老聂听说我市创上文明城市了，
高兴坏了。老聂说作为省会城市的一
员，他最大的心愿是每人争做文明出
行的好市民，大家共同为畅通郑州贡
献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王晋晋

老聂的愿望

【记/者/手/记/】

2011年
9月3日

市委书记连维良
督导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要求各部门

做好创文各项
工作。

◢

2011年
9月24日
《2011 年中国城

市创新报告》发布，
中国城市综合创新
能力郑州跻身省

辖城市前十。

◢

2011年
9月25日

市委书记连维良
召开交通综合整治领
导小组工作会，要求强
力推进“畅通郑州”综合

整治工作。

◢

2011年
11月28日

中央文明委公示了
全国第三批全国文明城
市（区）候选名单，在9个
省会、副省级城市中，

郑州位列第6名。

◢

2011年
12月20日
中央文明委在

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会议，郑州成功跻身
第三批全国文明城

市，受到表彰。

◢

【创/文/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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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城中村，人们首先想到的三个字，就是“脏、乱、
差”。然而来到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宋寨村，见到村里
处处花红草绿，绿意盎然，完全没有常人眼中脏乱差的踪
影，优美的居住环境，让住在这里的村民平添了几分自豪。

走进宋寨村，早已经不见狭窄的街巷，村民们纷纷
住上了崭新公寓，地面整洁一新。传达室门卫告诉记
者，宋寨村改制后，村民们都住上了楼房，村里实行的
是城市小区管理，村里还专门聘请了物业公司。

院内的空地上，停满了各种轿车，所有车辆进出都
实行智能刷卡管理。往里走，村里处处绿意盎然，亭台
楼阁散落其中，环境宛如游园一般。老人们悠闲地坐
在广场上，晒着太阳聊天。

走在宋寨村内街道上，一个个蓝色大型垃圾桶格
外显眼，崭新的健康宣传栏向村民传递各种健康信息
……设施丰富了，居民的生活习惯也渐渐得以改变，现
在随手扔垃圾的人越来越少了，村民们都将保持环境
当做一项美德。

提起在宋寨村的生活，正在晒暖的村民弓大妈笑
逐颜开。她告诉记者，创文这几年，村里的环境越来越
干净，村里还有专职保洁员负责打扫，街上都有垃圾
箱，白天倒的垃圾，晚上就被及时运走。

最让村民贴心的是，宋寨村还出资在村口建起了
宋寨小广场。小广场里设置有健身器材、休闲的凉亭
和孩子们玩耍的沙坑，刚一建成，就成为村民们以及周

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让工地成为一道风景
——省会创文建筑工地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综述

2011年6月24日下午3点，炎热
的天气让人感觉有些窒息，在美景鸿
城回迁区工程现场，农民工正在有序
施工。此时，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筑工地环境
卫生综合整治指挥部指挥长胡荃一
行轻车简从，来到工地，走进民工食
堂，察看宿舍卫生情况，看得认真，查
得仔细。

以上只是建筑工地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指挥部今年开展工作检查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取
得跨越式发展，这些发展离不开项目
带动，每一个项目背后就是一个或数
个工地。然而错综复杂的工地管辖
权，以及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的数千
个工地数量对城市管理和环境卫生
提出了困难和挑战。

“创文任务重，责任大，作为建筑
行业主管部门，有责任、有义务、有决
心和信心做好建筑工地环境卫生的
整治工作。”面对困难和挑战，市建委
主任、党委书记、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建筑工地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指挥

部副指挥长陈新如是说，他的“决心”
和“信心”来自于指挥部的周密组织
和细心安排。

为了开展工作，指挥部成立了由
副县级领导带队的5个督察组，组合
了150人组成13个大检查组，制订了
19 条整治标准，建立了“每日一上
报、一周两碰头”和挂牌督办销号督
察机制，将全市建筑工程、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和地铁工程划分为13个网
格，进行地毯式大排查，对未按期整
改到位的工地，在实施严厉的经济、
行政处罚外，还要在新闻媒体上曝
光。这些措施让建筑工地的环境卫
生问题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并在第一
时间实现整改，城市管理水平得以提
升，工作效率得到提高。

创文需要的是制度，更需要参与
各方发挥主观能动性。指挥部于 6
月份连续组织召开了五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建筑工地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示范观摩和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及“安全
生产月”宣传活动“四会合一”大型现

场观摩会。全市500多家施工、监理
企业及2000多个建筑工地的近万名
相关管理人员参加了现场观摩会，起
到了良好的模范带头和典型引路作
用，通过声势浩大的创建动员学习观
摩样板工地等方式，使全行业企业及
人员明白创建文明城市建筑工地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标准，认清创建的形
势和任务，树立创建必优，创建必成
的信心。

来自指挥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创
建工作开展以来，共检查施工项目
3780项，下发整改通知书1810份，查
出问题10338条，在《郑州日报》、《郑
州晚报》等新闻媒体曝光200余家施
工企业的施工项目，对建筑工地环境
卫生综合整治较差的24家单位进行
了通报，立案处罚 65 家施工企业。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指挥部全体工作
人员的默默付出，它使得我市建筑工
地环境卫生状况耳目一新，以前脏乱
差的建筑工程变得干净通畅，成为城
市创建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爱护文明城市 争做文明市民

市民朋友们：
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市近

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稳步

提高，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昨日又正式跨
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全国文明城市不

仅是一份荣誉、一个称号，更是一份责
任、一种奉献。为了珍惜全国文明城市
这份荣誉，展现文明市民风采，谨向全体

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践行文明行为。一点一滴关乎城

市形象，一言一行关乎市民素质。我
们要自觉遵守公共行为准则，主动告
别陋习，注重语言、行为和环境文明，
建设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热心社会

公益事业，关注社会，关爱他人，共同
营造互助、互爱、互帮，和谐美好的人
际关系；努力构建邻里和睦，说文明
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以自己的文
明行为去影响和教导他人，争做文明

行为践行者和播种者。

树立道德新风。要从我做起，维

护社会公共秩序，及时进行劝阻破坏

环境卫生、损害公共设施、浪费资源、
违反社会公德和秩序的行为，做到讲
文明、革陋习、树新风、塑形象，做一个

识大体、顾大局、讲诚信、重礼仪、有道
理、讲正气的市民。

保持爱岗敬业。爱岗敬业既是个
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
进步的需要。我们要干一行、爱一行、

钻一行、精一行，脚踏实地，争做干事
创业的先锋。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市民朋友们，我们既是文明城市

的践行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每个人

做起，从每件事做起，从每一天做起，
让文明准则融入日常工作，让文明精
神渗透日常生活，以行动实践文明宣
言，以行为彰显文明魅力，通过文明的
共同努力，为“全国文明城市”增光添

彩，为郑州都市区建设献智献力。

郑州日报

2011年12月20日

本报倡议为文明城市增光添彩

村民轻松变市民

本报记者 王 影

创文“笔记”
在这场旷日持久“马拉松”

创文活动中，我既是见证者、记
录者，也是参与者、受益者。近
十年跟踪报道，其间艰辛、甘苦
在纸上，也在心中。

两公里的徒步检查
穿正装、高跟鞋，是采访正

式活动的要求，对此我却有着
深刻的教训。有一次，市领导
带队察看铁路沿线整治，从金
水路金桥宾馆门前一段打开的
护网处上了铁路，一直沿着铁
路向北走，我和另一个女记者
暗暗叫苦，因为我俩都穿着高
跟鞋，还要边走边记录，一直走
到 2 公里外的农业路口，才下
了铁路回到公务车上。这时，
我的鞋跟被石块蹭花，脚疼得
不想着地。靠着这种扎实的作
风，当年铁路沿线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

“拖堂”的协调会
中心城区综合整治时，采

访特别多。记忆中，主管副市
长三天两头调研、开协调会，最
多的时候 20 个指挥长把会议
室挤得满满的，逐一汇报各项
整治的进度、存在的问题和建
议。常常是上午的会开到中午
1点多，下午的会开到晚上 7点
多。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
的是饿。后来凡是接到协调会
通知，我们几个记者便互相提
醒：“早饭一定要吃饱啊。”

市长周末查卫生
市长查卫生，是我市创卫

的经验之一。创卫验收前，每
周末市长或城建副市长带队查
卫生，是雷打不动的。检查之
前，市爱卫办一般制定好了路
线，选择五到六个脏乱差的点，
通常是责任单位不明晰或责任
单位资金缺乏的部位。现场查
看后，副市长现场拍板，明确责
任，限期整改，到期不整改的，
由市属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再
不解决的，由市爱卫办挂黄旗、
黑旗。市长查卫生制度，在特
定的时期，对推动工作发挥了
积极作用。

“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成功的消息让人
温暖，催人奋进。”获
悉郑州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成功的消息，河
南省科学院副院长张
占仓激动地说。

“郑州创文成功
这个荣誉不仅属于郑
州，而且属于河南！”
张占仓是我省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
专家，长期从事区域
规划与发展战略研究，今年5月，张占仓还参加了省政
府郭庚茂省长主持的“中原经济区政策研究”专题讨
论，对于创文的意义，他这样告诉记者。

张占仓表示，全国文明城市的要求和标准很高，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郑州终于步入了全国文明城市
的行列，这说明郑州综合城市管理水平得到了国家层
面的认可，踏上了一个新台阶。

张占仓说，作为郑州普通市民，自己对创文有很深
的感受。他表示，这么多年来，为了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郑州投入了大量资金改善城市硬件，提升城市管理
水平，对涉及民生的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城市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郑州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将更
好地提升城市形象，搭建起与世界对话的良好平台，必
对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张占仓同时也认为，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带来了荣
誉，也带来责任。“全国文明城市不只是一次考评，以
后每年都会有更加细化的考核检查，这只是一个新起
点，它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表示，要
保持这一荣誉，郑州市委市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妥善解决城
市拥堵等大城市管理的“通病”，还要加大对民生的投
入，让全体市民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作为市民，要积
极维护这一来之不易的荣誉，用实际行动证明“全国
文明城市”当之无愧。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本报记者 裴其娟

地铁施工，文明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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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的黄河二桥

——访省科学院副院长张占仓

【创/文/大/事/记】

文明城市
是荣誉也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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