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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位于黄河岸边的
惠济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中，正在探索
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新路径。近日，该
区初步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奋斗目标：建设
滨河宜居田园新区。

惠济区地处市区北部、黄河南岸，辖区
有黄河风景名胜区、黄河迎宾馆等，具备良
好生态条件。同时拥有贾鲁河、索须河、东
风渠等生态水系，辖区不少地域保持了优美
田园风貌。在郑州都市区发展定位上，该区
被规划为高端服务业组团所在地。

如何走新型城镇化引领的“三化”协调
发展新路径？惠济区上上下下都在思索。
惠济区过去是老郊区，辖区还有不少村庄，
而郑州市的发展已经将中心城区规划扩展
至黄河边，下一步，惠济全区都将属于郑州
市主城区范畴。那么辖区这些生态林带、水
系、村庄是否还能像市中心那种发展模式，
最终全部被钢筋水泥所覆盖？答案是否定
的。

新型城镇化，要有新路径。惠济区请来
省内外专家研讨惠济特色与发展前景：惠济

区农业有基础，供应市区50%以上叶类蔬菜，
花卉种植有传统，于是，大力发展有机蔬菜，
让市民吃得更健康，种植高档花卉，增加农
民经济效益。辖区的村庄多，就规划先行，
建优美田园新社区。辖区黄河迎宾馆等高
端会务方面有条件，则大力发展会议经济。
辖区有黄河、邙山天然优势，就大力发展现
代旅游休闲。生态环境良好，适宜居住，就
大力发展高端商业地产，吸引高端服务业经
济体入驻。

共识越来越多，思路越来越明。郑州都

市区建设恢弘大戏开场，惠济区也最终明确
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立足自身优势，建设高
端服务业新城，建设最佳宜居环境区，最终
把惠济区打造成一个滨河田园新区。在产
业方面，明确了苗木花卉、速冻食品、文
化产业、高端地产等四个主导产业。在新
型城镇化推进工作中，坚持规划先行，把
辖区多个自然村纳入城中村改造和合村并
城试点，尽量集中连片开发。目前，已有7
个城中村完成挂牌或拆迁，4个合村并城试
点全面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
员 方亚瑞 常恒）昨日，绿东村街
道办事处选拔的 12 名健身器材
设施巡视员开始上岗，负责辖区
内各类体育健身器材的安全检
查和维护工作。

近年来，绿东村街道办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为辖区内的居
民小区、街心花园等地方安装了
不少体育健身设施，深受广大社
区居民的欢迎。但是在长年累
月使用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维护

和维修，部分体育健身器材开始
出现了破损等情况，稍有不慎，
易造成人身伤害。

绿东村街道办日前从社区
志愿者队伍中选拔出 12 名健身
器材设施巡视员，负责辖区内各
类体育健身器材的安全检查和
维护工作，每月对所有小区的健
身器材进行逐一排查,同时，在
健身点上公布维修电话，市民或
社区工作者发现问题后能随时
与他们联系。

绿东村办事处

健身器材巡视员上岗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郭燕玲）“社区‘健康大讲堂’
开课啦！”昨日，居民期盼已久的
银河社区“健康大讲堂”正式开
课。

“社区健康大讲堂”是惠
济区长兴路办事处银河社区与
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街道
卫生服务中心、“爸妈在线”
河南心理发展咨询中心、郑州
市肿瘤康复协会共同主办，目
的在于将正确的健康理念带进
社区，教会居民朋友正确理解
什么是健康，健康包含哪些内

容，如何呵护好自己及其家人
的身体健康。健康大讲堂第一
讲邀请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妇产科主治医师王春昱讲解

《妇女围绝经期健康保健》。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后“社区健康大讲堂”将根
据四季气候变化，结合各类健
康日、保健日等，每月举行1～2
次，社区将邀请医院、学校、医
疗机构的医疗专家、心理专家
和健康养生专家，走进社区，
面对面为社区居民朋友传授健
康知识。

银河社区

“健康大讲堂”昨开课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 通讯
员 张耀君 孙 青）为确保辖区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管城分局一方面
印发预防食物中毒告知书，要
求各餐饮服务单位严格自律，
提醒市民到取得有效《餐饮服
务许可证》的餐饮单位就餐，
另一方面强化执法力度，坚决
取缔无照经营。

管城食药监管分局印制《餐
饮服务业预防食物中毒告知

书》，工作人员逐户上门，送达经
营者手中，教育大家守法经营。
近日，他们又出动 30 余人，联合
工商、乡政府（办事处）等相关部
门，开展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

“除瘤”集中行动，集中取缔了山
西名吃等 18 家无证照经营餐饮
单位。乡镇（办事处）向上述 18
家无证照经营餐饮单位房主下
发通知，限期收回房屋。

本周他们还组织监督巡查，
巩固“除瘤”行动成果。

管城食药监分局

严查严管餐饮无照经营

礻韦

本报讯(记者 陈亚洲 通讯
员 代景文)3 月 6 日，二七区福
华街街道办事处“红色廉政文
化流动讲坛”在铁道家园小区
精彩亮相，吸引了许多居民前
来听讲。

据悉，这是福华街街道办事
处在深入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
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
业、进农村活动中精心打造的特

色活动之一。该街道办结合实
际，收集整理了毛主席视察铁路
文化宫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廉洁奉公的美谈佳事，结合中
国共产党党史，精心准备了10余
篇红色廉政文化讲稿，选聘廉政
教育宣讲员，通过红色廉政文化
流动讲坛，广泛深入机关、社区、
学校、企业等场所，开展红色廉
政教育。

福华街办事处

举办廉政文化流动讲坛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
员 李海领）近日，惠济区古荥镇
设立了“困难党员关怀帮扶基
金”，募集资金近20万元，用于解
决辖区困难党员生活上的后顾
之忧。

据了解，此项帮扶基金的来
源将采取财政扶持、党组织捐

赠、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社会各
界赞助等形式筹集。今后，这些
资金将作为向老党员和生活困
难党员慰问帮扶的专项基金，特
别是对那些入党时间早，为组织
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劳模党
员，将实行重点照顾，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古荥镇

建困难党员帮扶基金

她是一位年过九旬的孤寡老
人，它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
猫，他们彼此给对方安了一个温
暖的家。而在他们身后，则默默
守候着一群爱心人士，时刻关心、
爱护着老人和她心爱的流浪猫。

李仲梅今年已是 94岁高龄，
无儿无女，老伴也于几年前去世，
老人独自一人居住在颍河社区南
家属院 114号楼。李仲梅打小就
喜欢小动物，自从 1952年来郑州
工作后，她就开始在自己屋里收
留流浪猫。李仲梅老人说：“那时
冬天，我看到那些猫在寒夜里蹿
来蹿去，就把窗户留一扇，让它们
进屋取暖，没想到一些猫就留下
不走了。”在郑州生活了几十年，
老人搬了几次家，但这些猫始终
没有离开她。

这些可爱的猫咪也给老人的
独居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李仲
梅老人说，现在家里有6只猫咪，
都是老伴过世后她收留的，其中
一只白猫最近下了一个猫仔，让

她高兴坏了。老人年纪大了，照
顾这些猫咪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不过，老人说，周围的邻居以及社
区巡防队员都是爱猫人，他们经
常来家里帮自己打扫卫生，并替
她给猫喂食。

林山寨颍河社区巡防队员孙
秀伟笑着说，李老太是个独居老
人，照顾她是巡防队的责任，队员

们都知道老人爱猫，所以连她养
的猫也捎带照顾了。社区居民则
说，李老太是个好人，以前院里一
个小孩患病，她从退休金里拿出
3000 元给孩子看病，现在她需要
照顾了，大家出一把力也是应该
的。大家抢着替她照顾猫，就是
为了让她高兴，希望她继续健康
地生活下去。

本报讯（记者 宋晔 文/图）昨日上
午，洁云路派出所冯春社区警务室的民
警魏霞，用自己的工资买来日常生活用
品，为辖区残疾人送上一片爱心。

居住在冯庄小区的居民蔚女士43岁
了，腿部有残疾，但身残志不残。蔚女士
从小喜爱画画，练就了一手好画。丈夫
王华保 50 岁了，是社区帮其安排在小区
门口做门卫。一家人收入不高，生活困
难。社区女警魏霞听说后，多次到家里
看望，并给她送来生活用品。

“空中花园”
别样精彩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刘青霞 张保华

“闲暇时推开窗户，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翠
竹如篁……”这是淮南社区工作人员的“微博心
语”，也代表了社区不少居民的心声：如今，在离
地 30 多米的高台上，乔灌花草搭配、亭榭流水
相连，“空中花园”越来越受居民追捧。

“在楼顶种些花草，加上曲径、亭台搭
配，俨然一个休闲花园，既美化了环境，又净
化了空气。”淮南社区书记刘青霞告诉记者，
屋顶绿化称为“空中花园”和“绿色走廊”，
是一种不与地面土壤连接，在屋顶、天台上广
植花木、铺植绿草的特殊绿化形式。“把花灌
木、矮连翘等绿化面积 1000 平方米的花园

‘组团式’搬到屋顶，成了四周‘钢筋水泥’
中的一片绿洲。”她坦言，每天早上起床后，
不少居民都会到空中花园里活动活动，呼吸新
鲜空气，感觉特别惬意。

社区绿化员张柏根告诉记者，“空中花园”
价值不仅在于能为城市增添绿色，而且能减少
建筑材料屋顶的辐射热，还可以降解沙尘、净化
空气、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带给人们绿草如茵的
视觉效果。

“由于土地成本太大，屋顶绿化无疑成为城
区最划算的绿化模式。”建中街负责人介绍，按
照“增色、增花、增文化、增空间”绿化思路，通过
铺装防水的环保型材料，种植节水、耐旱的草坪
和乔木等名贵树种，并使用微喷、渗灌等技术，
这座别致的“空中花园”才得以面世。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李新 文/图）这
几天，在丰产路巡防队“落户”的爱心服务站很
是热闹，它为失主和捡东西的热心市民间牵桥
搭线：如果您捡到东西不知道咋联系失主，可以
把失物送到爱心服务站；如果您急着寻找失物，
也不妨过去瞅瞅。

昨日上午，记者走进爱心服务站，映入眼
帘的是两面墙上贴满的身份证、银行卡、公交
卡等物品，“失物都是按照捡到的月份分类，
贴在墙上一目了然。”爱心服务站组织者李新
介绍，这些失物都是巡防队员日常巡逻时捡到
的，身份证共 166 张，各种卡类共 140 多张，

“能联系上的都已经送还了，这些都是‘无主’
证件。”他说，之所以成立爱心服务站，就是
想为失主和捡东西的市民之间搭建一个平台，
让失物尽快物归原主。

“我早上买菜时发现手包被偷了。”市民刘
金美在爱心服务站领到自己的钱包，意外之余
满是惊喜，“丢失的手包里不仅有几百元现
金，还有工资卡、发票等重要物品，补办起来
很麻烦。”刘金美说，就在自己一筹莫展时，
接到了爱心服务站的电话，所以一大早就过来
领了。

爱心服务站
帮人寻失物

社区办起
“换物派对”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李松华

近日，庆丰社区办起了“换物派对”，在居民
中掀起了一股“换物风”。从衣物、鞋子、化妆
品，到小型家电，都成为以物易物的对象。

为庆祝“三八”妇女节，庆丰社区还特意
举办了首次“女性换物派对”，让20多名女性
居民过足了换物瘾。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在
社区精心布置的展台上，摆满了化妆品、衣
物、厨房用品等，物品主人或在展台前来回穿
梭，寻找自己中意的交易对象，或互相攀谈，
商议交易事项。

拿衣服换了按摩器的薛阿姨笑得合不拢
嘴，薛阿姨说：“这些衣服都是亲戚们送的，我穿
着不合适，在家放几年了，没想到能换一个按摩
器，这个我回家就用得上。”王阿姨用一把电热
壶换了几件棉衣，王阿姨说：“这个活动很有意
义，每个人都把家里闲置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
人，既经济又环保。大家又都是左邻右舍的，也
多了一个增进感情的机会。”

社区党支部书记曹艳娟说，庆丰社区开展
此项活动，初衷是给居民搭建一个以物易物的
平台，没想到首次举办活动，就吸引了几十名居
民参与，社区决定把这项活动固定下来，定期举
办，希望“换物派对”能成为增进邻里感情、构建
和谐社区的一个纽带。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金水区文化绿城社区的
群众活动中，激昂雄壮的歌声响
彻整个社区广场，一群50后、40
后组成的合唱团中，一位80后女
孩站在舞台前方忘我地指挥。

她叫王方，是河南大学声乐
系硕士研究生。从小就热爱红歌
的她，一直有个梦想——唱红歌、
唱好红歌。毕业后怀揣着这个梦
想，她自筹资金创办了河南红帆
船艺术中心。然而，一路走来，并
不顺利，创业和梦想都遇到了难
题，原计划招 500 名学生，却只有
200多名学生参加。

正在这时，一次偶然的契
机 ， 让 她 又 找 到 了 寻 梦 的 方
向。文化绿城社区刚成立的艺
术团急需专业老师，在社区党
支部多方打听下，终于联系上
了王方。欣喜的王方当时就一
口答应了。

“和他们在一起，我是最幸福
的。”王方笑着说，回想起第一次
来到艺术团的情景，最让她记忆
深刻，“团员都是一群带孩子的老
头老太太，有的抱着刚断奶的小
孩，有的推着幼儿车。可是，当钢
琴伴奏起，大家都来了精神，他们
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从内心发

出热情的吼声。”
在社区艺术团的基础上，王

方和社区党支部协商，又开办起
老年大学。由于缺乏专业演唱技
术人才，王方想到了自己艺术中
心的那群 80 后、90 后老师，于是
成立了社区文艺志愿者队伍，免
费教社区居民声乐专业课，分别
开设了声乐基础、民族唱法、专业
欣赏和乐器演奏 4 门课程。王方
信心满满地说，要用一至三年时
间培养社区艺术团骨干，让文化
绿城连心艺术团真正成为专业水
准的艺术团体，让红歌唱得更响
亮。

3月6日，团
市委群众工作队
在金水区西彩社
区开展了健康义
诊、家政技能培
训、家电维修保
养、月嫂培训报
名、美发美容等
一系列便民志愿
服务活动。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80后女孩的“红歌情结”
本报记者 王影 通讯员 孙彦

惠济确立新型城镇化目标
建设滨河宜居田园新区

老人与猫的“亲情”故事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吴俊成 文/图

女警为残疾妇女
送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