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责编 张学臣 编辑 刘锋 校对 孔媚媚

电话 67655637 E－mail:zzrbqjxw＠sina.com2012年6月18日 星期一 区街新闻
ZHENGZHOU DAILY

区街动态

2008年6月19日 星期五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 通讯员 沈鹏飞）基
层党建工作“做什么”和“怎么做”，党建制度
的规范化如何制定，党员队伍怎样规范化管
理……诸如此类的问题近日随着一本《实用
手册》的出版，让管城回族区从事党建的工作
者豁然开朗。

为扎实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年”和“三讲
三提升”活动，管城区编写了《党的基层组织
规范化建设实用手册》。《手册》重点就基层党
建工作的基本组织、队伍、制度等，提出规范
化的要求，切实解决基层党建工作“做什么”

和“怎么做”的问题。目前，《手册》已由河南
大学出版社一次刊印 5500本，下发到全区基
层党组织负责人手中。

《手册》全书共分总论、党的基层组织的
规范化设置、党员队伍的规范化管理、党建制
度的规范化制定、党建阵地的规范化建设、党
建活动的规范化开展和规范推进基层党组织
信息化八个章节，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问答、党内有关文件和党务参考例文三个实
用部分。书中契合“强组织、增活力、求实效、
受欢迎”的原则，提出通过健全基层组织、建

强基本队伍、拓展基本阵地、完善基本活动、
发挥基本作用来规范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行
为，力求达到组织设置网格化、阵地建设标准
化、工作流程制度化、队伍管理常态化、服务
活动品牌化，真正把“基层组织建设年”提升
的目标落到了实处。

为扩大《手册》的实际效用，管城区把基
层组织规范化建设作为全区“基层组织建设
年”的总抓手，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基
层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等5个规范化文
件，并将推行规范化建设的内容作为硬性规

定，写进与基层党委书记签订的目标责任书
里，纳入绩效考核。近日，又公开选聘了
328名专职党务工作者，将《手册》作为培
训主体教材，由撰稿人领读串讲，强化知识
运用。该区还选定紫光花园、商城花园、圆
方公司、大湖村、教体局党委等一批党建基
础较好的党组织开展了规范化建设试点并严
格推行《手册》中“一人一号，一人一册，
一人一档”的“三个一”管理模式，对新党员
或流动到管城区的党员，统一编号，统一发
证，统一建档。

规范制定党建制度 规范管理党员队伍

管城区着力规范基层组织建设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
员 任霞 王艳果) 根据郑州市环
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要求，
金水区积极实施北郊地下水源
地生物隔离工程。

他们根据最新排查结果绘
制了《金水区黄河饮用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井眼分布卫星图》
和22眼水井周边情况平面示意
图，并对植树难易情况进行排
列。联合办事处深入保护区内

村庄、畜禽养殖地、水产养殖地
和工业企业单位进行宣传，对
辖区内水井周围植树区域进行
工业污染排查。结合辖区实际
情况制订植树方案，对道路、农
田、鱼塘、简易房和村庄以外可
能植树的范围进行造林。

通过努力，上半年金水区
水井周边植树造林工作共完成
16 眼水井，完成全年任务的
72%以上。

本报讯（记者 赵顺利）日
前，为方便瓜农售瓜、市民买
瓜，规范西瓜销售秩序，管城回
族区已完成了辖区 9 个办事处
117个西瓜直销点的建设工作。

为使瓜农能够安心售瓜，
不再跟城管玩躲猫猫，也避免
瓜棚成为“空城”，管城区西瓜
办要求各办事处及相关局委做
好引导工作，说服他们进入瓜
棚里销售，并为其提供安全、饮
水、如厕等便利条件。不仅使

附近小区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
买到瓜，同时也增加了瓜农的
西瓜销售量，该区设置的117个
西瓜销售大棚，大部分已经投
入使用。

目前，市政府统一绘制的
“西瓜地图”（西瓜销售点分布
图）已经发到各区。管城区西
瓜办将按照“西瓜地图”上设置
的临时销售点，建立办事处、社
区、城管联合引导机制，积极引
导瓜农就近进棚售瓜。

管城区

引导瓜农进棚售瓜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昨
日，惠济区政协开展“千名志愿
者学雷锋做奉献——绿色环保
进社区”委员活动，区政协委员
及惠济少年新闻学校的师生向
居民宣传“低碳生活、节能降
耗”生活方式和家庭环保节能
小常识。

昨日上午9点半，活动正式
开始，志愿者在活动区悬挂宣
传条幅，设置宣传台，向居民发

放宣传资料，向居民讲解居民
区低碳环保生活常识，提高居
民的环保节能意识。

惠济区政协还将召集驻惠
济区全国、省、市和区政协
委 员 召 开 学 雷 锋 活 动 座 谈
会，开展城乡环境整治志愿
服务行动、公共秩序维护志
愿服务行动、网络文明志愿
服务行动和关爱弱势群体志
愿服务行动。

惠济区

环保宣传走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
员 孟健）近日，解放路办事处
在北京华联二七店广场举行了
首届群众文艺演出，来自辖区
公共单位、居民群众、文化宣传
志愿者、街道工作人员的8支文
娱队，凭着通俗易懂的戏曲、民
谣，简单欢快的舞蹈，欢快喜庆
的秧歌，为群众奉献了一场精
彩的群众文艺演出。

自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活动开展以来，解
放路办事处立足自身实际，完

善图书室、活动室、市民学校硬
件设施建设，同时，由街道党工
委书记带头，先后5次对辖区可
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场所进行
调研、沟通、协调，积极筹备大
众喜爱的文艺活动。他们将携
手辖区公共单位、企业商户、居
民群众，围绕“群众参与，群众
快乐”主题，陆续举办夏季广场
文艺活动、文艺创作大赛、书画
展、印象郑州摄影大赛等活动，
满足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需
求。

解放路办事处

启动文化惠民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影 通讯员
周爱玲）雨季即将来临，金水区
豫教社区组织社区干部、居民
组建了社区防汛工作应急分
队，值班人员全天候巡逻，每天
将当天的情况反馈到社区，为
汛期的到来做好充足的准备。

近日，社区防汛工作应急
分队深入居民区、辖区单位，开
展全面、细致地防汛安全排查
工作，重点检查下水管道、排水
窨井有无堵塞，各个楼院及所
辖道路有无干枯树枝、倾斜树
干及倾斜电线杆，居民楼院及

辖区单位防汛排险物资准备是
否完好及充分。同时，安排工
作人员在辖区内走家串户，发
放《防汛安全紧急通知》，向居
民们传授灾害防御知识，以提
醒广大居民注意安全。

辖区单位河南省中医院第
二附属医院及金水区质监局集
中购买了一批编织袋、手电筒、
铁锨、雨衣、胶鞋等防汛物资，
制定好相关应急预案，及时做
到险情早发现，险情早处置，险
情早上报，让辖区居民安安心
心度汛期。

豫教社区

成立防汛组全天候巡逻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魏玉霞 杨挺洁）家住管城区紫荆
山南路办事处中储社区滨河花园
的社区老党员单保林如今又有了
新身份——中储社区“义务社区
服务员”和社区第三网格“编外网
格专管员”。

落实“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
作落实”长效机制工作开展以来，
紫荆山南路办事处结合自身实
际，将辖区8.1平方公里内的12个
社区，88个居民楼院、45家公共单
位和 3 家市场划分为 1 个一级网
格，12 个二级网格，44 个三级网
格，选配 44 名年富力强的机关干
部担任网格长，精简科室人员下
沉三级网格。同时，街道领导班
子成员分包12个社区并担任社区
第一书记，全面负责社区二级网
格的管理和运行，初步形成“纵到
底、横到边，纵横交织、条块结合、
以块为主”的网络化社会管理新
格局。

为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网
格化社会管理和社区服务工作，
紫南街道党工委组织机关、社区、
公共单位的“志愿帮扶”、“文明护
绿”、“义务巡逻”、“宣传教育”、

“家政服务”和“文化团队”等15支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共计 291 名党
员志愿者进入辖区12个二级网格
和 44 个三级网格，充实网格里的
社会管理力量和社区服务力量，
协助网格专管人员开展社会管
理。单保林居住的中储社区滨河
花园被单独划分为一个三级网
格，58 岁的单保林作为社区党员
志愿者骨干和社区活动积极分
子，也随之进入三级网格成为“编
外网格专管员”和“义务社区服务
员”。

在紫南辖区，党员志愿者进
网格、进社区，既是网格里的信息
员、观察员、联络员，也是网格里
的监督员、检查员，同时还是义务
服务员。他们帮助网格专管人员

熟悉网格环境，了解网格情况，掌
握网格社情民意，动态观察网格
运行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
映问题，及时协助解决问题，同时
还能起到监督网格和社区各项工
作的作用。

为提高党员志愿者进网格、
进社区的工作和服务效率，街道
投入20余万元购置了设施齐全的
党员志愿者流动服务车，成立了
紫南街道党员志愿者服务分站，
同时吸收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懂
技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理念
的年轻力量加入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伍。

如今，在管城区紫荆山南路
街道办事处，像单保林这样进网
格、进社区的党员志愿者们，工作
的热情异常高涨。他们发挥环境
熟、情况熟、人员熟的特长，积极
配合网格管理，义务提供服务，提
高了网格化社会管理和社区居民
服务的效率。

繁荣德化街
走向平安

本报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皇甫前程

“上班的地方待遇不错，住的地方安全又
方便，我心里很踏实，感觉这里就是我的第二
故乡。”日前，在德化街辖区已工作三年的湖
南籍打工者小王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环境。

二七区德化街街道办事处地处郑州市商
贸中心区，下辖全国著名商业街德化步行商
业街，紧邻郑州市地标建筑二七塔。虽然辖
区面积仅 0.2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 6000
人，但是流动人口却接近2万，步行街日均客
流量更高达30万人次。

庞大的人流带来街区繁荣的同时，也带
来了一系列的不和谐因素，诸如街区小偷小
摸多、流动人口杂、群众感觉不安全等等。为
此，建设一个既繁荣又和谐的德化商圈，摆在
了德化街党工委的面前。

全方位构筑网格化管理体系。他们将街
道工作人员、巡防队员、社区民警以及企业保
安等力量有效整合起来，以社区为单位，定
格、定点、定人、定责，构筑了“横到边，竖到
底，全覆盖，无缝隙”的网格化管理体系。澄
清辖区常住人口、暂住人口、重点人口、特困
户等人员的底数，分门别类建立健全台账。
加强对辖区刑释解教人员、有肇事肇祸倾向
的精神病人等特殊人群一对一的帮教和管
理，及时解决思想问题和生活困难，防患于未
然。

搭载体大力创建平安德化。围绕“平安
二七”建设总体目标，在辖区3个社区以及汉
川街小学、苏宁电器等32家公共单位和企业
开展“五无”平安社区暨“平安之星”楼院创
建，设立爱心岗等活动，增强了辖区群众积极
参与平安创建工作的责任感。三个社区均达
到了“五无”社区标准。

在商业街区制作了500多平方米的大型
平安建设公益广告，并利用街区30多块电子
屏进行全天候宣传平安建设活动。在万博商
城、步行街等重点区域，加派了巡防队员和商
户保安，加强巡查力度，治安乱点整治合格率
达 100%。投入资金 15 万元，在街道公共区
域实现了技防全覆盖，并指导辖区企业、公共
单位安装技防摄像探头。

据悉，2011 年，在郑州市组织的公众安
全感指数调查中，德化街街道名列前茅，并在
近期先后荣获郑州市 2011 年度平安建设工
作一级办事处、郑州市平安建设先进街道等
荣誉称号。

向父亲说出我的爱
本报记者 王影

“爸爸，我爱您，谢谢您！”昨日，金水区六
合苑社区，家住5号楼的小周，给了父亲一个
深深的拥抱。不知什么是父亲节的老父亲，
面对儿子突如其来的举动不知所措，只是轻
轻地拍打着儿子的肩膀，发出乐呵呵的笑声，
而儿子的眼中早已经湿润。

昨日，六合苑社区举办了“感恩父亲，说
出你的爱”活动，得到了居民们的响应，不少
家庭都上演了这样的温馨一幕。

小周牵起父亲的手说道，因为工作忙，晚
归晚起，都是爸爸做饭，他却从没有给老人做
过一次早饭。“爸，以后咱家的早饭我来做，您
就和朋友去公园散步锻炼身体吧。”小周的孝
顺，让花甲老父亲乐得合不拢嘴。

六合苑社区书记丁晶晶表示，把这次活
动作为沟通的小平台，希望父母能够听见孩
子们内心深处的爱，拉近彼此的距离，也希望
子女们能够学会感恩，善待父母。

“环保达人”
社区亮绝活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张保华

什么是低碳生活、如何践行低碳生活
……这两天，淮南社区煞是热闹，举办的“环
保达人秀”有模有样，大家各显神通，宣传、倡
导环保的同时，也互相交流日常生活中的环
保小窍门。

“平时要尽量少开电冰箱、使用节能灯，
减少用电量，到超市去记得要带环保袋……”
社区人员开场白后，各位“环保达人”开始“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分
享环保小妙招，让观者大开眼界。现场，“节
水达人”李阿姨告诉记者，她平时备了很多泡
沫箱子，遇到下雨天就把箱子搬到阳台上接
雨水，然后雨水可以用来拖地、冲马桶等，“用
鱼缸换出来的水浇花，比其他浇花水更有营
养，淘米水用来刷洗碗筷，比普通的水更干
净，喝剩的茶用于擦洗门窗和家具效果也非
常好……”说起环保节能秘诀，李阿姨娓娓道
来。

“绿色达人”齐师傅透露，自己平时在家
里阳台上养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如今干脆在
阳台上用泡沫箱种植起了蔬菜，绝对绿色环
保，吃着放心得很，“还有用商家发的宣传单
折成餐桌上的垃圾盒；炒菜后剩下的鸡蛋壳、
烂菜叶成了养花的肥料等环保妙招儿，大家
都可以试试。”

“‘低碳’生活就是让生活中的每一个细
节都尽量节约、充满绿色。”淮南社区书记刘
青霞告诉记者，辖区很多环保达人都在用切
身体会倡导低碳、宣传环保，并影响更多人加
入到环保队伍中来，用心去关注环境，用热情
去传播环保理念。

紫南办事处组织志愿者进网格

既当网格监督员
也是义务服务员

中原区学院社区利用双休日
组织青年志愿者持续开展了以
“共同努力，缔造绿色生活”为主
题的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
群众的环保意识。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影 文/图 ）“Are you
ready……”每当夜幕降临，金水区十二里屯社区广
场上，随着轻快动感的音乐响起，一群身着黄色T
恤，带着奔放的热情和笑容的同学们尽情地舞动
起来。十二里屯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大
都是辖区的今年高考毕业生，考虑到高考后不少

考生心理压力比较大，社区专门带领同学们成立
了“微笑舞蹈社团”，让同学们绽放着青春的活力
的同时，也为自己减减压，迎接新的生活。

同时，社区专门还从健身房请来专业的舞蹈
教练，免费为同学们授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踊跃加入。

高考过后 舞蹈减压
金水区

实施地下水源地隔离工程

昨日上午，银丰典当公司党
支部和大石桥街道党工委联合向
辖区百名贫困党员送清凉、献爱
心，对行动不便的困难党员送礼
上门。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