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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华 通讯员
克东海）上街区在“三讲三提升”
活动中,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以

“上街党建网”为平台，组织广大
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大讨论，收到
良好效果。

上街党建网及时上传最新领
导言论、活动文件、学习资料，
开通网上论坛，每月一个讨论话
题，广大组工干部可以网上跟
帖，也可以把观点书面报送至区
活动办，整理后集中刊发。本月
讨论话题“到组织部为什么、在

组织部干什么、在干部群众中的
形象是什么”，论题公布后，已
经有 126 人参与讨论，发布原创
帖 141 条，讨论跟帖 629 条，点
击率2937次。

设置讨论话题与实际工作紧
密结合，如何推进基层组织建设
年、组工干部中存在问题和对策、
组工干部最需要提高哪些能力等
成为大家争相讨论的焦点。大家
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会，联
系工作实际展开讨论，确保“三讲
三提升”活动取得实效。

上街区

党建论坛促“三讲三提升”

本报讯（记者 朱华 通讯员 韩利明）投
资 2.5 亿元打造郑州市首家传统建筑生态社
区博物园，投资 6900 万元建设具有上街特
色的历史文化产业园区，投资1亿元建设在
中原经济区首屈一指的民间收藏文化一条
街，全面完成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建设任务……昨天，记者在上街区了解到，
该区“关于加快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重点
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出台，为未来上街区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绘就了一幅壮美的发展蓝
图。

紧紧抓住国家、省市建设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区的历史机遇，依托区域内厚重的
历史文化资源，上街区将着力培育和打造一
批融历史、文化、旅游等为一体的特色文化
产业：实施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打造重阳观道教文化生态走廊，建设方
顶传统建筑生态社区博物园、卢医庙中医文
化博物园，以名儒故里为载体打造儒学圣
地，开发汜水河文化遗址产业带，实施文化
艺术精品工程，打造民间收藏文化一条街，
规划博物馆打造区域文化标志物等九大文化
工程蓝图。提出了建设宜居宜商宜游具有强
大吸引力的郑州西部历史文化之都的响亮口

号。
成立上街区加快推进文化发展大繁荣工

作指挥部，统筹指导全区文化产业的制定、重
大项目的论证等工作。聘请文化产业发展咨
询机构，为科学决策提供专业化服务。整合
文化资源，使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从部门所
有向社会共享转变。培育、发展、规范文化产
业协会、文化中介组织，加快形成行业自律。
采取设立文化发展专项资金，采取政府投入
以及鼓励、引导非公、股份、私营等多种经济
实体注资文化产业等多元投融资形式，加快
文化产业的建设速度。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

区、镇办等各级年度考核体系，加大督查力
度，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上街区区委书记黄卿告诉记者，打造
尊儒重道的首善文化区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通过实施九大文化工程将有力地促进
上街区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并对上
街区的经济增长带来强大的支撑作用，最
终实现上街区由工业主导的单一经济模式
向有文化整合社会价值引导社会进步的产
业转型，成为文化凝聚力和引领力强、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文化人才队伍强的
文化强区。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
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风雨彩虹
铿锵玫瑰，纵横四海笑傲天涯永
不后退……”在金水区丰产路办
事处，活跃着一支特殊的艺术团
体——从外形上看，她们和其他
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她们是
一群身患癌症的坚强女人。她们
的故事，让人们看到了一朵朵“铿
锵玫瑰”的风采。

这个艺术团队有个好听的名
字——风雨彩虹艺术团。风雨彩
虹艺术团团长丁莉，是一个有着9
年癌龄的乐观女人，今年 55 岁的
她，看上去是那样的光艳动人。

“我们的存在，就是让广大癌症患
者看到康复的希望——即使得了
癌症，也可以如此生活。”丁莉说，
2003 年她被诊断患乳腺癌，2006
年诱发宫颈癌，情绪一度低落到

“冰点”，随后她走入社会，和一群
姐妹们跳舞唱歌，生活和身体都
发生了质的变化。

时斌，风雨彩虹艺术团的组
建者之一，有着 17 年癌龄。31 岁
她就患了乳腺癌，带着当时5岁的
儿子去医院做化疗时，第一次留
下了伤心的泪水。她不停地鼓励
自己：“ 孩子还小，不能没有妈妈，
我要坚强地活着。”从那以后，时
斌每天都到紫荆山公园和一些癌
友们一起锻炼，课余时间阅读大
量癌症康复的书籍，与癌友们一
起交流学习，时间久了，她们就成
立了艺术团，“想让像我们一样的
癌症患者，都能够有个好心态，热
爱生活。”

现在她们艺术团有36名癌症
患者，艺术团里细分有合唱队、
舞蹈队和时装队，在她们与癌症
斗争的同时，足迹走进社区、敬
老院等，2011年全年共参与了21
场公益演出，为群众送去欢乐。
同时，她们的故事也感动了无数
人。

上街区实施九大文化工程
着力打造文化强区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 通讯
员 庞福荣）为加强辖区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营造整洁的城市环境，
管城区陇海马路街道办事处日前
开展了对废品收购站及楼体外封
专项整治行动。

办事处与执法局加大执法力
度，对辖区内废品收购站存在的
脏、乱、差和安全隐患问题，进
行一次专项清理整顿行动，对不

配合整治行动的业主采取了强制
执法，彻底将废品收购站取缔。
截至2月21日，陇海马路街道办
事处共组织执法车10余台次，人
员80人，雇用铲车1辆、卡车两
辆，清理辖区内的废品收购站 5
处，拆除南关街楼体外封 3 处、
铁皮房两处。办事处将派专人负
责盯守辖区内的废品收购站，杜
绝反弹。

陇海马路办事处

重拳治理废品收购站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 通讯
员 孟素霞）东大街办事处为改善
辖区居民居住环境，近期共计投
入58万余元对辖区所有倒闭企业
的家属院和无物业管理的家属
院、背街小巷的废品收购站、集贸
市场进行了全面整治。

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办事处
针对无主管楼院内乱贴乱画现象

进行集中治理，对墙体进行统一
粉刷。目前各楼院垃圾容器已经
密封完毕，32个无主管楼院得以
整改，临街墙面制作了健康教育
专栏。针对废品收购站无集中管
理现象，办事处组织人员 50 多
人，出动卡车十辆，清理了12家
废品收购站和 30 多户废品拾荒
站。

东大街办事处

58万元改善居住环境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
员 杨庆）2 月 23 日上午，马寨镇

“小手拉大手 清洁家园活动”启
动仪式在培育小学举行，该项活
动以学生带动影响家长的形式，
建立家庭责任区卫生评估系统，
推动卫生整治工作。

活动建立“童眼建言”平台，
广泛开展“童眼看家园”活动，征
集全镇学生对镇、村卫生创建的
意见建议，梳理建设性意见，促进

有关部门进行整改。推行精细化
管理，制定家庭责任区卫生评估
标准。依据居住情况将学生划分
为若干小组，将家庭卫生综合整
治情况纳入到对学生的评价体系
中，让学生帮带家长，推进卫生整
治工作。同时还将举行“小手拉
大手 清洁家园”主题征文活动和

“环境卫生示范家庭”照片征集活
动，并在村、学校显要位置张贴宣
传。

马寨镇

小手拉大手清洁家园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
员 郭秀清）21 日，金水区基层干
部“科学发展主题培训行动计划”
开班仪式在区委党校开班。

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实施
基层干部“科学发展主题培训行
动计划”的安排部署，金水区结
合自身实际，充分发挥党校干部
培训主阵地、主渠道作用，精心
组织基层干部“科学发展主题培
训行动计划”培训，将对全区
1467名科级和中层干部进行集中
轮训，使广大基层干部进一步增
强科学发展意识，掌握科学发展

本领，不断提高领导和推动科学
发展能力。

培训内容突出“针对性”。按
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的原则，分别设置《中原经济
区构建与郑州都市区建设》、《创
新社会管理体系 提高社会管理
水平》、《基层干部压力与情绪管
理》等专题，突出“针对性”。

据了解，金水区此次培训将
用一个半月时间，分 14 期进行小
班化轮训。聘请省委党校、省委
讲师团、省社科院的专家教授进
行专题讲授。

金水区

基层干部开展科学发展培训

铿锵玫瑰风雨中绽放
本报记者 王影 通讯员 史卫萍 文/图

说起老人的生活，很多人都会晒晒太阳颐养天
年。可郑州粮运公司家属院的薛召才老人，不光阅历
丰富，并且还相当“有才”，历经十余年时间完成自传，
希望晚辈们记住“激情燃烧的岁月”。

带着好奇，记者昨日叩开了薛召才老人的家门。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一是侍弄花鸟虫鱼，二是坚持
写自传。”老人侃侃而谈，如今自己已年逾七十，自
2001年退休后就坚持“搞创作”。

“酿过酒，写过诗，扛过枪，受过伤……”在薛召才
老人的自传《不停的脚步，走出来的命运》中，主人公就
是他自己，从出生到现在，记录了人生中珍贵的瞬间。
老人告诉记者，自己只上过四五年小学，1980 年从部
队转业到郑州后，曾任单位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等
职，“想起啥就记下来，有时候趴在床上写，在外头就蹲
路边写。”薛召才说，他要把自己的生活继续写下去，把
身边的变化完整地记录给后辈们看。

提起创作写自传，老人称都是自己私下“偷偷”完
成。“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业，不想他们为此操心，我得
自力更生。”但薛召才偷写自传的事儿，还是没能瞒住
孙女薛茜阳，喜欢写作的她会仔细阅读爷爷的故事，还
把爷爷的作品给同学传阅，“自传中处处流露出真情，
同学们都说爷爷有才。”

病榻前的
“民情日志”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左彩霞 张静

“2 月 10 日，社区居民李萍、苏长栓申请
的大病救助金需要发放……2 月 20 日，人大
代表换届选举……”这是嵩山路办事处工人
路社区书记陈静病榻前的“民情日志”，不少
人为之感动。

确实，在生病住院期间，陈静每天最精神
的时候就是记录“民情日志”，她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就是：“我有两个家，一个是家庭，一个
就是社区。”

说起陈静，在辖区可是家喻户晓：她是
2000 年任社区主任的，掐指一算，迄今已度
过了12个春秋。期间，她带领社区居民抗击

“非典”，带头向汶川地震受灾群众捐款捐物，
也曾忍着神经痛在寒冷冬夜带领社区人员疏
通下水管道……她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
任职誓言：“社区是我的家，我要将社区融入
我的血脉！”

十年如一日的付出，社区靓丽了，陈静却
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在去医院途中，她还惦记
着工作报表：“我有两个家，一个是家庭，一个
是社区，手心手背都是肉。”她说，自己的愿望
就是在家做个贤妻良母，在社区当个好带头
人。

社区民调会
为民解纷争

本报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张丽恒 白小翠

桃源社区的上下楼邻居因房屋漏水发生
纠纷，21 日，社区主任苏丽琴为他们举行了
民事调解会，两家达成谅解协议。

事情还得从 2012 年春节的一次漏水事
故说起。家住46号院1号楼1单元的黄义民
和老伴去姑娘家过新年了，过完年回来一看
地上满满的都是水，床、被褥全是湿的。老两
口仔细观察后发现水是顺着屋顶往下淌的，
就赶紧上楼去查看，原来住在他们家楼上的
住户是外地租房户，春节期间天气寒冷水表
被冻裂了，正好他们回老家过年，水管一直漏
水就渗到了黄义民家中。针对此事两家协商
了好几次，但因为赔偿金额存在差异而没有
谈拢。

社区主任苏丽琴带着社区两名工作人员
到黄义民家查看，帮助解决问题，社区专门
召开了民调员碰头会，研究纠纷解决办法，
并与六楼的住户取得电话联系。经过耐心劝
说，六楼住户答应赔偿黄义民经济损失 700
元。

21日，双方在桃源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的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双方握手言和。

爱心托起生命
本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白晶

“是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救了我儿子的命，
我想借党报一角，表达我对他们的救命之恩
……”昨日，读者裴女士致电本报，话还没有
说完，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原来，去年6月，家住上街区桃源社区的
裴女士正在上初一的儿子，因持续高烧，被省
城一家医院诊断为败血症。每天昂贵的医药
费，使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困
境。裴女士和丈夫每月工资加起来还不到
3000元，她把自己家中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
来，还向亲朋好友借，还是不够儿子治病，被
迫停止治疗。

上街区妇联了解到裴女士儿子的病情
后，率先送来了 1000 元救助金；上街区
中心路街道办事处领导带头捐款，不到
一天时间，办事处干部职工就捐款 7000
余元；区民政局也给这个不幸的家庭救
助 6000 元；区诚信集团董事长王豫新也
捐助 1000 元，区政府办主任刘敏也慷慨
捐资 5000 元……

爱心托起生命。当裴女士接到这一笔笔
饱含爱心人士一片深情的善款时，这个坚强
的母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感动的热
泪挂满两腮。

由于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帮助裴女士
这个特困家庭渡过了难关，挽救了裴女士只
有13岁儿子的生命。

惠济区信访局

立足服务促和谐
本报讯（记着 黄永东）自深入开展

“创先争优”、“三讲三提升”活动以来，惠
济区信访局立足“为党分忧、为民解难”职
责，立足服务职能，突出实践，通过活动的
开展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突破，力促社会和
谐稳定。

结合学习型机关建设，把全面提升干部
综合素质和能力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基础，
提出了“带头学习、带头提高能力、带头提高
素质”的要求，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学习力。
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了“亮牌示范”活动，
立足本职岗位作示范、比奉献、争当先进。在
信访干部中开展“业务标兵”评选活动，通过
每月评选一次“接访能手”、“办案能手”的业
务标兵。通过抓积案化解促信访稳定、促发
展、保民生。

七旬老人写自传
本报记者 郑磊 文/图

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颁
布实施十九周年，2月
20日开始，长江路街道
办事处在辖区74中等
地开展为期一周的《国
家安全法》宣传活动。

李玉香 摄

昨日上午，管城区
“关注环卫工人健康”活
动启动，管城区卫生队
的30多位环卫工人来
到陇海路郑州同仁眼科
医院，医院的眼科专家
为环卫工人进行了详细
的眼科检查，并为患有
眼部疾病的环卫工人提
供优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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