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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
员 张超）昨日，惠济区文明办、区
红十字会举办的红十字社区应急
救护志愿者培训在长兴路街道宏
达社区举行，辖区5个社区红十字
应急救护志愿者骨干30余人参加
培训。

此次培训将有效提高社区
红 十 字 志 愿 者 应 急 救 护 和 志

愿服务能力，宣传普及防灾减
灾 知 识 和 自 救 互 救 意 识 。 据
了解，社区红十字志愿者应急
救 护 培 训 是 今 年 中 央 文 明 办
确 定 的 志 愿 服 务 三 项 重 点 工
作之一，今后，惠济区文明办、
区 红 十 字 会 还 将 组 织 志 愿 者
骨干，深入社区进行应急救护
知识培训。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李晓）为倡导低碳、环保、绿色生活
理念，管城区紫荆山南路办事处依
托网格化管理开展“三个一”环保
活动，努力打造绿色网格。

策划一场大规模宣传活动。
以网格为单位宣传环保法律法规
和低碳环保理念，通过制作宣传
板报、发放宣传资料、粘贴宣传标
语、为居民更换节能灯等一系列
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居民关注环
保、理解环保、参与环保的热情；
组建一支“绿色”志愿者服务队，
将网格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青

年志愿者统一整编为一支人数为
300人的“绿色环保”志愿者服务
队开展环保服务；举办一场低碳
环保知识讲座，邀请市、区环保局
专业人员进网格、进社区，面向居
民开展宣讲环保知识讲座，利用
社区电教投影设施，播放环保宣
传影片。

截至目前，街道办已在辖区
12个二级网格，44个三级网格举
办了巡回讲座，发放环保知识宣
传彩页 4000多份，悬挂宣传标语
80 余幅，制作宣传板报 60 多块，
为居民更换节能灯1000余盏。

本报讯（记者朱华 通讯员周
志立 王馨欣）小区养狗扰民怎么
办？夜间大车卸货影响居民休息
如何处理……昨日上午 ，在上街
区朝阳街社区，一场由新安路街
道办事处组织的“网格服务零距
离，条块融合面对面”活动吸引了
辖区50余名干部群众的参与。上
街区行政管理执法局、食药局、爱
卫办、卫生局、物价所 5个职能部
门就当地居民普遍关心的民生热
点问题进行了面对面交流答疑。

为加快领导方式转变，探索

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有效形式，
上街区新安路街道办事处创造性
地开展“网格面对面”活动,建立为
民服务长效机制，每月组织相关
职能局委、群众工作队、职能科室
到一个社区面对面地听取群众呼
声,解决群众疑难。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办事处还充分发挥党代
表、人大代表、党员、志愿者的作
用，对问题进行全程跟踪，督促问
题落实，使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坚
持依靠群众、推动工作落实”长效
机制带来的成果和影响。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唐卫卫）一块幕布、一台投影、
一组音响组成了南乾元社区居民
的一种纳凉节目。入夏以来持续
高温，为给辖区居民营造一个乘
凉消夏的好去处，管城回族区西
大街街道办事处南乾元社区将露
天电影搬进了社区。

入夜，熊儿河畔放映露天电
影，晚饭后的社区居民男女老
少陆续聚在一起，一场露天电

影即将放映。电影开始了，《不
是闹着玩》、《泰囧》离奇古怪的
故事情节，给人们带来接连不
断的笑声。南乾元社区主任告
诉记者，社区开展消夏电影进
社区、进网格活动，本周每晚都
有电影，还将陆续播放《举起手
来》、《建党伟业》、《建国大业》
等多部影片，观众多数社区中
老年居民、暑期中小学生和外
来务工人员。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
员 帖迪生）在管城区东大街办事
处，失业人员的创业故事优美动
听，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居
民羡慕的对象。前不久，办事处
为 12 名成功创业人员每人提供
10 万元的政府贴息小额贷款，力
促创业成功，实现创业梦。

为了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
的倍增效应，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实
现创业梦想，提高他们的创业能力
及就业能力，东大街办事处对辖区
116个家属楼院的摸底排查，将有

创业愿望和培训要求的54名人员
纳入创业培训对象范围，按照每个
人的就业需求进行个性化帮扶，对
有创业意愿的失业者，从创业立
项、经营场所、小额担保贷款等各
方面提供创业、培训、就业一条龙
社区服务。为12名参加创业培训
并成功创业的人员每人提供10万
元的政府贴息小额贷款，通过创业
培训使有创业愿望、具备创业能力
和条件的创业者，树立创业理念、
合理利用资金并降低创业风险，提
高创业能力。

头戴耳麦，彬彬有礼，端庄大
方地为观众讲解。当你到郑州博
物馆参观时，可能想不到这位业务
熟练、知识渊博的讲解员，会是位
法学博士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
授。47岁的王小红从 2009年 3月
到现在，坚持在郑州博物馆做志愿
者，她以高水平的讲解，打开了一
扇让参观者了解厚重河南、文明郑
州的窗口。

教授和博物馆讲解员之间存

在很大差别。为做好所从事的专
业与文物讲解的衔接，王小红自费
购买了大量的文史知识方面的书
籍，不断增加知识积累。在讲解中
如果发现问题，及时查找资料，并
向专家请教，使自己的讲解水平不
断提高。

到郑州博物馆参观的观众年
龄段不同、文化程度也有差别。王
小红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针对不同
观众的讲解方法：对中小学生的讲

解以趣味性和故事性为主；对大学
生和文化程度较高的观众以知识
性和学术性为主；对农民工的讲解
以生活性和常识性为主；对外地来
郑的参观者以宣传郑州和河南的
悠久历史文化为主，力求使不同年
龄、不同层次的参观者都能通过聆
听，不虚此行。王小红还抓住一切
机会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
讲解水平。她每次去北京、上海、
武汉、广州等地出差，都要挤出时
间参观当地博物馆，丰富文物知
识，提高讲解水平。

郑州博物馆的志愿者服务期
至少要持续一年，并且保证每星期
服务 1次，时间 2小时以上。对此
王小红毫不介意，自愿服务观众。
4年来，王小红工作之余累积志愿
服务时间达 400小时以上，为观众
讲解 700余场次，接待观众上万人
次。

“河南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就
要从传播中原文化开始。”王小红
深有体会地说。她希望自己是能
打开外界了解中原文化这扇窗的
人，通过自己的讲解，向大众普及
中原文化。

惠济区

培训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者

紫荆山南路办事处

开展“三个一”环保活动

新安路办事处

网格面对面服务零距离

西大街办事处

消夏电影走进社区

东大街办事处

帮失业人员实现创业梦

在文化路工学院家属院里，年
轻的社区工作人员会亲昵称呼郑
大退休干部连虹为“连妈妈”。很
难想象，这样一位满脸洋溢笑容、
全身充满活力的中年妇女，曾被两
次下达病危通知书，认定为四级残
疾。更为人称道的是，20年来，她

像慈母一样照顾着自己患有先天
性严重脑瘫的弟弟连涛。

在连虹家里，记者见到了正在
专注看老电影的连涛。一旁连虹
的丈夫说，妻弟出生时因药物导致
严重脑瘫，家里虽多方求医，但效
果不大。今年 48岁的连涛智力只

有 8岁孩子的水平，而其生活自理
方面则更差。连涛喜欢看《卖花姑
娘》、《沙家浜》等老电影、戏曲，为
此，连虹专门给他买了很多这方面
的影碟，“每天影碟机一打开就关
不住了，因此机器磨损很快，从
VCD到DVD，近年来就换了不下
5台。”连虹告诉记者。

20年前，连虹的父母相继去世
后，照顾弟弟的重任就落在了她一
个人身上。连虹本身患有先天性
消化道血管瘤，做过大大小小的手
术 9次，医生曾给她下了两次病危
通知书，被认定为四级残疾，但坚
强乐观的她最终战胜了病魔。正
是凭着坚强乐观的意志，连虹面对
一个严重脑瘫的弟弟时，她没被吓
倒，也没放弃：连涛大小便失禁，语
言存在严重障碍，连虹克服种种困
难，全身心照顾着弟弟。

“是姐姐，更似妈妈。”当问起
连虹这么多年的感受，她这样回
答，并淡淡地说，这是我的亲弟
弟，既然他成了这样子，我就得把
他当个孩子来养，这是我的责任
和义务。

金水区纪委
将勤政、廉政、为民
警句装裱悬挂于走
廊，形成金水纪委廉
政自律长廊，让工作
人员天天见、日日
读，时刻自警、自省、
自励。

本报记者 宋晔
通讯员 赵建英摄

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让一些野外作业者
有“家”难归，忍受着“热情的沙漠”。

但北林路街道办事处周边的一些居民和
环卫工们却有好福气——办事处一楼的办事
大厅成为他们自由行的好去处。家住御鑫城
的于先生便是这里的常客：“办事处再不是‘戒
备森严’的地方，不仅来去自由，而且还备有座
椅书报和饮水机，空调一吹，真爽！”

记者走进办事处一楼大厅，只见新添置的
一批长椅上坐满了办事儿的、休息的人；尤其
是“环卫工人休息点”指示牌，格外醒目；饮用
水、常见避暑药品以及报纸、图书等物品，应有
尽有。与此同时，大厅滚动屏及时播放计生、
劳保等办事流程及网格化工作宣传，使各项办
事流程一目了然。在开放的这段时间内, 每天
都吸引许多居民前来避暑休闲，

为居民提供避暑纳凉场所，是北林路街道
每年夏季必推的活动。今年则更胜一筹，街道
党工委还准备了一道精神文化大餐：发动辖区
内书画爱好者捐赠的百余幅作品，悬挂在一楼
大厅四周，热情讴歌党的丰功伟业，抒发对新
生活的热爱。

政府办事厅
欢迎来纳凉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陈卫博

郑州天气连日来持续高温，可家住民安路
73 号院的残疾人朱承福却找到了个“好去
处”——社区残疾人康复站。在这里，他不但能
进行身体功能康复训练，还能和残疾朋友纳凉
聊天，好不惬意。

淮河路街道兴华社区共有残疾人53名，其
中肢体残疾居民就达 19人。在二七区残联的
支持下，兴华社区于2012年成立了残疾人康复
站，由社区书记担任站长，民政专干任管理员，
负责为辖区残疾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康复服
务。康复站设在民安路56号院的居民活动室，
宽敞的大厅里摆放着十几种康复训练器材，有
锻炼下肢的踏步器、盲人手杖、轮椅，还有缓解
身体疲劳的功能按摩椅等。

朱承福告诉记者，康复站提供的康复训练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特别受残疾居民欢迎。
53岁的朱承福年轻时因公负伤，此后只能靠轮
椅和拐杖勉强行动。自从社区建起康复站，他
在这里连续接受了一年多的康复训练，如今已
经能短距离行走。在社区的帮助下，朱承福还
在小区内开了一家烟酒店，过上了自食其力的
生活。

目前，兴华社区已和淮河路卫生服务站签
订协议，由卫生服务站的医护志愿者定期为辖
区残疾人开展健康讲座，对残疾人进行康复训
练指导，让残疾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康复训练。

社区康复站成
残疾人乐园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路艳茹

“你们免费给我老伴治病，真是太感激
了！”昨天上午，在管城区人民医院，给老伴看
病的环卫工人王祥华，搀扶着老伴谢秀进，走
进医院接受免费治疗。

管城区人民医院院长张彦军介绍说，经
过检查和初步诊断，谢秀进患慢性支气管炎
和肺气肿，因年龄偏大，营养跟不上，自身免
疫能力较差，加上天气炎热，病情有所加剧。
医院将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尽快让她
恢复健康。

王祥华和谢秀进夫妇，今年都是 60岁，周
口市鹿邑县生铁冢乡王寨村人，儿子儿媳在老
家种地营生，两个孙子在当地上学，家境经济
拮据。在十多年前，老人的女儿患上了尿毒
症，多方治疗下还是未能挽救女儿的生命。突
如其来的打击，让谢秀进难以承受，整天以泪
洗面，在痛苦和伤心中生活，哭得眼睛几乎失
明，经过治疗保住了眼睛。2004年初，老两口
来到了郑州，当上了环卫工人，维护着科新路
和科源路上的环境卫生，靠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和贴补家用。今年 3月，谢秀进老人支气管炎
旧病复发，卧病在床。

“能把老伴的病治好，我就心满意足了！”
为了节省开支，多挣一份工资给老伴看病，王
祥华把老伴打扫的路段接了过来，一个人干了
两个人的活，苦点累点，没有丝毫怨言。工地
上的好心工友，平时还给他送馒头和饭菜，他
担心馒头天热霉变，造成浪费，就放在墙头上
晒一晒。次日，一口馒头，一口凉水，苦闷的滋
味儿，令他心焦和忧愁。

社会需要正能量，人间处处有真爱。8月
初，张彦军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带着3名医务人
员和500多元钱的药品，来到了谢秀进家里，进
行简易的问病巡诊和治疗。昨天上午，医院专
门把她接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医院援助环卫工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康昊增

昨日上午，在金水区农科路社区
“一刻钟公益服务圈”启动仪式上，
社区内 80 多名志愿者齐聚一堂，将
为辖区的空巢老人、孤寡老人、残疾
人家庭，为辖区贫困家庭子女和外来
务工人员的子女提供更多的关注、照
料和服务，让更多的困难群众在“一

刻钟公益服务圈”里享受到无偿便利
的医疗、法律、文化、科技、个人形象
设计、就业培训、教育等多项内容的
公益服务。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社区“空残
寡 ”居 民 代 表 何 巧 霞 ，成 为 第 一 位

“ 一 刻 钟 公 益 服 务 圈 ”计 划 的 体 验

者，她先来到文化志愿者团队咨询
女儿学习上的需求如何解决，文化
志愿者将为她制订切实可行的教育
帮扶计划；随后，她又来到医疗志愿
者团队，邀请医疗志愿者上门为残
疾的丈夫治疗；最后，她来到法律志
愿者团队，针对本人在生意上遇到

的困难，希望志愿者给予下一步的
协调帮助。

据介绍，“一刻钟公益服务圈”正
在金水区文化路办事处辖属社区悄
然推行：在俭学街社区，爱心课堂的
公益服务给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子
女和农民工子女带来教育实惠。

一刻钟服务“圈”住幸福社区
本报记者王 影 通讯员进 元 关心

昨日，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二七分局对淮北街“五小”单
位进行督查，主要检查餐饮单位证照，店内外环境卫生、台账登记、店
外乱贴乱画等情况。对不符合规定、卫生不达标的餐饮单位，当场做
出处理。 本报记者 汪静文 通讯员 成文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