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责编 张学臣 校对 孙明梅

电话 67655637 E－mail:zzrbqjxw＠sina.com

ZHENGZHOU DAILY

区街动态

本报讯（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李雪
林）近日，41岁的就业困难人员褚红英在
二七区人社局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满
意的工作。“从登记找工作到正式上班，
不到 3天！”褚红英很是惊叹。和其他就
业困难人员一样，他们都受惠于该局最
近推出的“就业困难人员不挑不拣者，3
个工作日实现就业”的服务承诺。

近年来，二七区为做好被征地农
民、“4050 人员”、困难家庭大学毕业生
和复转军人等 11 类就业困难人员的就
业工作，按照“住户必访、不重不漏”的
原则开展了大规模就业需求情况调查，
重点摸排辖区就业困难人员情况，对就
业困难人员做到无业原因、家庭状况、
技能特长、培训意向、择业要求“五清
楚”，目前登记就业困难人员 2000 余
人。为帮助这些就业困难人员早日找
到工作，二七区劳动保障部门积极开展
多种形式的帮扶活动，建立“特殊就业
困难人员”就业跟踪服务台账，对零就
业家庭人员和残疾人员实行“一对一”
就业帮扶；建立就业困难人员 QQ 群和
短信平台，在线提供政策咨询和就业指

导 ；成 立“ 就 业 服 务 电 话 110”
（86625095），专人值守提供就业服务；
建立二七区职业介绍网，全方位提供空
岗信息查询。

今年，该区劳动保障部门又郑重推
出“三优先”服务承诺：即公益性岗位优
先安置、免费培训优先安排、工作岗位优
先推荐。举办职业技能培训班 3 期，培
训就业困难人员近 200 人，举办创业培
训班 1 期，培训创业人员 30 人，通过培
训，已有170人找到了满意的工作，24人
开始了自主创业。

该区劳动保障部门提出了“全年举
办 100场招聘会”的计划，准备深入辖区
各个社区，举办“4050人员专场招聘会”、

“家政服务人员招聘会进社区”等多种形
式的招聘会，尽可能为用工单位和就业
困难人员搭建供需见面的桥梁。截至目
前，已先后在北京华联广场、升龙国际广
场和12个社区举办了就业困难人员专场
招聘会、女子专场招聘会、春风行动等各
类招聘活动 14 场，400 多家企业提供用
工岗位 5000 多个，350 多名就业困难人
员在招聘会上成功签约。

二七区致力帮扶困难群体
3个工作日实现就业

本报讯（记者朱华通讯员克东海
陈斌）“红色网络家园”是上街区依托
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资源打造
的覆盖全区的红色教育基地。目前已
建成 41家，城区党员群众步行 10分钟
便可就近享受免费上网服务。

从去年8月份开始，上街区就根据
场地、条件、人口密度等多种因素，从区
级、村（社区）、中小学、企业、社会经营
性网吧五个层面对“红色网络家园”进
行选点布局。“红色网络家园”的功能定
位上，以对党员群众开展教育为主，兼
顾党员群众学习知识、信息查询、技能
培训、益智娱乐等多方面需求，并充分
利用远程教育网站的资源优势，加强农
用技术、专业技能、法规法律等方面的
学习培训。

“这儿就是一个多功能的红色教育
培训基地，30台电脑快速上网，图文并
茂，组织党员群众活动方便多了。”峡窝
镇五云社区党支部书记李志锋高兴地
告诉记者，红色网络家园的建设让他们
省了不少心。

为更好地发挥作用，每个“红色网
络家园”配备 2 名以上管理员，招募具
有计算机特长的党员志愿者，保证固
定的开放时间。区网格办负责提供技
术支持，区文管办负责加强对其日常
监督管理，区委组织部把“红色网络家
园”运行情况纳入党建考核。

“红色网络家园”电脑上均有绿色过
滤软件，远离色情、暴力，避免了孩子沉迷
网络游戏。该区通过媒体宣传、邀请学生
及家长参观，宣传网络家园“健康上网、绿
色上网”的理念，吸引青少年走进红色网
络家园，培养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

上街建41家
红色网络家园
步行10分钟免费上网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贾艳
峰）福华街办事处近日根据群众举报，
联合工商、卫生、安检、食药等多个部门，
对藏匿于居民楼院内的一家“三无”卤肉
加工窝点予以依法取缔，有效防止了食
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据群众举报，福华南街社区 5 号院
内，新开了一家卤肉作坊，不但影响院

内环境卫生，而且无任何证照，存在
食 品 安 全 隐 患 。 经 查 证 属 实 后 ，办
事处出动近 40 人，对该酱牛肉加工
点 进 行 查 处 。 经 查 ，该 酱 牛 肉 加 工
窝点属于“三无”黑作坊，非法加工
熟 牛 肉 等 卤 肉 制 品 ，相 关 部 门 当 场
要 求 其 停 止 加 工 生 产 ，并 对 其 下 达
了限期搬离通知书。

福华街办事处

多部门联手取缔黑作坊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郝洋洋）昨
日，一群年轻人出现在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
处空管花园小区西门处，他们向社区居民、过
往市民发放宣传材料，举行签名活动，推广

“光盘行动”，倡导勤俭节约。
宣传活动由商都路办事处、空管花园社

区举办，社区志愿者踊跃参加。社区工作人
员和社区志愿者组成“光盘行动志愿者宣传
队”，将社区印制的《光盘行动倡议书》发放
到居民、商户及过往市民手中，将印有“拒绝
餐饮浪费、厉行勤俭节约”的宣传海报广泛
张贴。社区居民、辖区商户、过往市民踊跃
在“光盘行动从我做起”的横幅上签字。

商都路办事处

开展光盘行动
倡议宣传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员 郑永青）
为进一步做好街道物业管理工作，昨日上
午，长兴路街道办事处物业办公室和街道

“物业之家”召开座谈会，与 15 家物业服务
企业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座谈会上，各物业公司经理结合各自小
区管理实际，提出了许多存在的实际问题，涉
及物业管理、市政管理、城市管理、工商、卫生
等多个领域。对属于物业管理的，区房管局、
办事处的相关领导都当场给予解答；对不属
于物业管理的，也给出解决的方法与提示。

据了解，长兴路街道去年成立“物业之
家”，目的是在政府和辖区物业企业之间架
起一座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物业管理工作
整体提升。

长兴路办事处

物业服务企业
签订责任书

新事凡人

一边是负责酒店安全的保安，一边
是观众喜闻乐见的荧幕剧本。看似不
搭边的两件事儿，却在雷学文身上产
生了交集。他说，自己痴迷搞创作已
经 47 年了，如今这已成为他生活中的
一种乐趣。

“你看看我写的这些中不中？”昨日
上午，记者如约见到了在市区一家酒店
当保安的雷学文，刚一见面，他就拿出
厚厚的剧本，给记者讲述了自己近50年
的剧本情结。“我从小就喜欢写作，记录
身边发生的事儿。”雷学文告诉记者，自
己是洛阳市洛宁县人，今年已近 60 岁，
从十几岁起就爱好写作，上学时期写的
好多散文都被学校当做范文来评讲。
高中毕业后，他曾在几家豫剧团做过字
幕员，在整理字幕的工作中，他逐渐喜
欢上了剧本，并开始尝试写剧本。

“我从 1964 年开始写东西，都是工
作之余随便写的，2000 年起才开始写
剧本《孙玉芳婚事的启迪》。”雷学文
说，这个剧本他一写就是 5 年，写完后
拿给县豫剧团看，后经反复修改，终于
登上舞台。雷学文说，除了这个剧本，
自己还写了《山村巨变》、《二十八年做
一梦》等散文，都反响不错。

雷学文告诉记者，在酒店当保安丝
毫不影响自己的创作梦想，只要有时间
有精力，他都是早上5点准时起来写作，
一直写到上班时间。雷学文笑言，如今
写作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种乐趣，他会
一直坚持走下去。

痴迷创作的
保安
本报记者 郑 磊

好“孙女”冯小翠
魏喜梅，女，1923 年生，现在经五路 30

号院 1 号楼 7 号居住。 这是冯小翠新结识
的帮扶对象，论年龄，冯小翠足可以当魏喜
梅的孙女啦。

进了魏家门，冯小翠不免对奶奶的家境
大吃一惊——老伴不在了，养女也于4年前
去世，靠抚恤金和低保金生活。

要说“奶奶”的身体还蛮不错，但思想固
执。她喜欢捡废品，可废品堆积在院内及家

中，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及个人健康，也引起
四邻八舍不少矛盾。

结亲后，冯小翠决定一件事儿一件事儿
做——首先送来米、面等认亲礼；与她交谈
了解其爱好，邀请她到社区参加活动。慢慢
地，这个天上飞来的“孙女”站住了脚。

冯小翠当然不仅仅满足于此。接下来，
她梳理一大堆帮扶计划——联系社区片医，
每半月为其做一次全面体检，并为老人购买
一些常备药；每月的第一个周六必到老人家
中看望，每两个月与老人共餐一次。老人

说，这孙女，我看中！

好“母亲”刘红雪
今年8岁的王天意，是一个不幸缠身的

孩子——一岁半时父母离婚，他随父亲生
活。三岁多时，父亲不幸去世，现在和爷爷
奶奶相依为命。

今年一开春，小天意忽地多了一个“母
亲”：刘红雪与他家结对子了，论年龄经历，

刘红雪特符合当妈妈的条件。
周六初次见面，刘红雪带去好多“见面

礼”：两提花花牛牛奶、一提八宝粥。
“征服”了孩子的嘴还要“征服”孩子的

心。在天意家，刘红雪待了三个半小时，陪
他念书，陪他玩，观察其性格。无父无母的
小天意最害怕学校开家长会，刘红雪对他
说，以后“妈妈”去开会！一句话把天意的泪
水说得哗哗流。

刘红雪接下来的打算多着呢——出资聘
请专业人员为王天意指导学习；每周去王天
意家探望一次，及时了解他一周的生活、学习、
思想状况；准备带天意去购书中心、国防教育
基地、博物院等景点，散散心，放松放松。

说起当“妈妈”的滋味，刘红雪一脸兴
奋：“你看，我现在可是子女双全哦，多幸福！”

好“姐姐”于若雨
今年20多岁的于若雨分到的帮扶对象

是曹贤法及其女儿曹莉娜。

莉娜的父亲智力有些问题，患有腿疾，
目前在五院帮忙打扫卫生，收入微薄；母亲
因患有精神障碍于 2007 年走失至今未归；
曹莉娜在东大学城读专科，学费、生活费靠
低保及父亲打扫卫生的薪金勉强维持。

进了这个家门，于若雨迅速找到自己的
角色：一定当好莉娜的“知音姐姐”。

于若雨梳理出帮扶的三个关键词——
济困。3月22日，于若雨第一次踏进曹

家门，为其带去食用油和柴鸡蛋等价值 150
元左右的礼品。

助学。于若雨以一个姐姐的身份帮助
莉娜确定好学习目标和规划。

交心。由于家庭的变故，加上正处于叛
逆期，莉娜遇到不少成长中的烦恼，脾气很倔，
也不太爱与人沟通。于若雨沟通从电话开
始。初次打电话，“小妹妹”打了不到一分钟就
挂掉了。但慢慢的，莉娜接受了这个姐姐，说
到兴头就喜欢煲电话。现在，曹莉娜的幸福
指数大大提高：“我又多了一个好姐姐呢！”

担当起爱的角色
本报记者 党贺喜

为更好地服务辖区老人，上街区中心路办
事处吉祥社区日前推出“为老服务热线电话”，
接到求助电话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家中，
进行认真细致的帮扶。

为了做好“为老服务热线电话”，社区先把
空巢老人、贫困、特困居民信息登记在册，然后
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工作，尤其对行动不便的
空巢老人，社区定期重点帮扶。不久前的一天
下午,热线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张阿姨
的声音：我腿疼的老毛病犯了，能不能麻烦社
区帮我买副拐杖？放下电话，社区工作人员关
丽和杨俊玲马上为老人买了付拐杖并送到家
中。在张阿姨家中，工作人员还得知：无儿无
女的张阿姨还希望社区帮助寻求自己股骨头
坏死的治疗方案。为了让张阿姨能及时医治，
第二天社区工作人员就带上老人的 X 光片赶
到郑州一家医院。该院专家详细咨询后，建议
老人保守治疗。为了让老人放心，社区工作人
员还特地拨通张阿姨的电话让她和专家亲自
交谈,解决了老人的困惑。

为老热线暖人心
本报记者朱 华 通讯员刘中英

来到金水区绿财社区，不得不去瞧瞧他们
的“绿财书屋”和“绿财电子书屋”，那是社区居
民尤其老年人最钟爱的“学习角”。

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二楼，记者在“绿财书
屋”看到，3000 余册的图书，报刊、杂志琳琅满
目，让居民过足读书瘾。在“绿财书屋”的另一
侧，是社区去年 10 月成立的“绿财电子书屋”，
社区专门配备了10台新电脑，考虑到电子书屋
的主要受众是一些失业赋闲的居民和离退休的
老人，对于电脑的使用都十分陌生，社区又积极
联系辖区公共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计算机系
的大学生志愿者开办了电脑理论知识与操作免
费培训班，引导“电子书屋”受众来到社区，真正
实现网上阅读。

在采访中，头发花白的王师傅和刘阿姨坐
在电脑面前，一边敲打键盘、点击网页，一边请
教身边的管理员，聚精会神地学习电脑操作技
术，那股认真劲不亚于小青年。50多岁的社区
居民王宏伟一边点击鼠标，一边介绍道：“你要
想看那些老电影，听听老歌曲，这里面也有好
多呢！”

如今，社区居民来到“书屋”阅读的人越来
越多，从一开始的随便看看、到处转转，进入到
了有针对的、选择性阅读阶段，居民群众开始选
取自己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来浏览、学习、记录，
推动了社区居民文化素质的提升。

社区书屋人气旺
本报记者王 影

每天早晨 6:00，全市 5000 多名车长驾驶
公交车从城市的四面八方驶出，迎接上班上
学的市民和孩子，在您方便、快捷乘坐公交车
的背后，有这么一群公交线路“指挥官”在默
默指挥着各条线路，平衡着车辆之间的密度，
以避免乘客出现等车难，46 岁的赵改荣就是
其中一位。

上午 9:55，中原西路郑州一中学校门口东
南角 210路调度室门前，46岁的赵改荣正在帮
车长打扫车厢卫生，朴素整洁的衣着下包裹
着的是一颗坚强的心。12 年前，她的爱人从
电力机械厂下岗后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家，紧
接着她又被查出乳腺癌，这让本来就拮据的
家庭雪上加霜。她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和 70
多岁的婆婆共同照顾瘫痪的丈夫和年幼的儿
子。做饭、熬中药、按摩肢体成了她下班后全
部的生活。可是，赵改荣从没有因为家庭困
难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每天凌晨 4:30 乘坐
夜班车赶到调度室已经成了工作习惯。2010
年，她的丈夫和公公先后离世，留下了 80多岁
的婆婆。

“大年三十我们车队去她家帮忙包饺子
时，发现饺子馅里看不到肉，家里除了一台黑
白电视外，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公交一
公司车队书记赵彩虹告诉记者，赵改荣从来不
把家里的困难和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上，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的工作热情感染和带动着车队的
每一位年轻车长。

1988 年，赵改荣进入公交公司，曾经卖
过 7 年的票、开过 7 年公交车，2002 年开始当
起线路调度员，69 路、37 路、1 路、204 路、210
路她都曾经“指挥”过，一个个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她默默奉献了 24 年，一路走来，挥洒着
青春和汗水……

坚强的女“指挥官”
本报记者 张丽霞

爱心存折传递爱心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毛淑君

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户、低保对象，中原
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碧沙岗社区联合合硕农
业开展“爱心存折”活动，社区凡持有“爱心存
折”的居民，每月可定期免费领取米面油等生
活用品。

在每月初该社区发放爱心物品的时间，许
多手持爱心存折的居民都会陆陆续续来到社
区，社区工作人员已将为居民发放的爱心大礼
包摆放整齐。据介绍，碧沙岗社区每月“爱心
大礼包”的物品都有所不同，4 月份的“爱心大
礼包”为居民准备了面粉，粉条等农副产品。
一位老人高兴地说：“这些东西不算贵，但对我
们来说很实用，感谢街道和社会爱心人士对我
们的关心！”。活动开展以来，每月都有30名困
难群众凭借爱心存折领取到爱心物品。

据碧沙岗社区负责人介绍，“爱心存折”不
仅缓解了贫困户生活上的困难，也让他们拥有
更加乐观积极的心态。

距高考不到两
个月，昨日上午，二
七区政协委员们来
到郑州四中，为冲刺
高考的两位中学生
送来每人 800元的
助学金。据了解，
“一帮一”活动是二
七区政协委员关爱
社会、奉献爱心的一
种形式，旨在帮助家
境困难的高中学生
圆大学梦。
本报记者丁友明 摄

连日来，惠济区城乡
建设局深入辖区工地，免
费为农民工理发，并了解
他们的生活情况，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

本报记者 李利强 摄

昨日，管城回族区残联
邀请郑州博爱耳鼻喉医院医
务工作者走进辖区各养老
院、老年公寓，为178名入住
老人开展五官科常规检查。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摄

冯小翠，经八路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刘红雪，街道党工委
委员；于若雨，街道综治办副主
任。最近，三个人分别多了一
重角色——“孙女”、“母亲”和
“姐姐”。

这是怎么回事儿？事情缘
起于金水区开展的党员领导干
部结对联户帮扶活动，要求一
名科级以上干部与一名年轻干
部结对，联系帮扶一户贫困家
庭。

于是，她们的角色重新“洗
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