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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都有综合文化活动室，村村设有农家
书屋，村村建有健身游园，村村文体广场上文
艺演出精彩纷呈……二七区侯寨乡的老百姓
闲暇时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文化天地。

如此多彩的文化生活，得益于二七区不
遗余力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近年
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引导
下，侯寨乡在各村（社区）广泛开展了群众性
文化创建活动，让群众主动参与“创造”文化，

“享受”文化，成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
者和推动者。

群众文化舞台亮起来

在台郭社区，记者看到，晚饭过后，手执彩
扇的老年人，身着民族舞服装的姑娘媳妇们不
约而同地聚集在社区的文体广场上。他们队列
整齐，随着音乐翩然起舞，直至夜幕降临。

太阳西下，郭家嘴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中

心便渐渐热闹起来：棋牌室里，老少对垒，厮
杀正酣；图书室里小青年们埋头阅读，汲取文
化精髓；大嫂大婶们收拾完家务也来到这里,
在红色网吧内学着浏览新闻，看看国际形势；
形体室内，姑娘媳妇正在跳时髦的江南 style
舞蹈……在侯寨乡创建精神文明活动中，郭
家嘴村丰富的文化活动得到发挥，大伙不但
跳最潮的江南 style，还成立了女子街舞队、狮
龙队、秧歌队等文体团队，劳动之余舞狮舞
龙，弘扬家庭美德，倡导文明新风。

侯寨乡积极向上争资立项，整合资源，大
力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近年来先后在各
村（社区）建起了村级的综合文化大院26个，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站2个、建成村级“农
家书屋”28个、文化健身活动场所38个……

让“土文化”蓬勃生辉

每逢周一、三、五的晚上，侯寨社区老年

协会便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侯寨戏迷俱乐部
举行戏曲擂台赛已是这儿雷打不动的“惯
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舞台上的主角都是
乡里三里八村的土生土长的戏迷，演出的节
目有群众自编自导的反映身边人身边事和农
村新变化的，有歌颂传统历史人物的。附近
的居民赶集似地来观看节目，现场笑声、欢呼
声、喝彩声响成一片，让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

侯寨乡积极探索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
对30多名民间艺人进行登记造册，聘请文化
辅导员对农村文艺爱好者进行辅导，不断增
强群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能力。

“文化活动让农民们生活变富了，心情变
好了，精神面貌变爽了，奔小康的劲更足了！”
侯寨社区的文化专干张文萍兴奋地说。

激活农村文化一池春水

侯寨乡有个传统：每年元宵节组织28个

村社区在乡文化广场举行一年一度的民间文
艺大赛，以特殊的形式给全乡老少爷们拜
年。现在，这一活动已经开展了近20年。

每至元宵节，全乡百姓都早早地吃过早
饭，呼朋唤友，来到乡政府所在地侯寨社区的
文化广场上，边欣赏舞狮、舞龙、高跷等民间
演出，边相互打着招呼，彼此祝福着。融融的
气氛交织成一缕缕和谐的暖流，流淌在每个
人心田。

“近年来，俺村逐渐富裕起来，就开
始大胆创新社会管理，加强乡村文化和
精神文明建设，不良风气和行为逐步销
声匿迹了，正气、和气、锐气成为村里发
展的主流。”桐树洼村文化专干李慧敏告
诉记者。

文化润泽，让和谐侯寨魅力倍增。如今，
群众通过开展文化活动，逐渐由农村文化建
设的旁观者和接受者变成了参与者和推动
者。群众共享文明成果，激活了农村文化建
设的一池春水。

文化甘露润泽民生
本报记者 安群英 赵文静 通讯员 陈风华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李文平）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日前，中原区组织
启动“坚持依靠群众，促进社会稳
定”信访主题宣传月活动。

启动仪式现场，分为农村和城
市两个主题、两个主会场的方式进
行。农村信访问题宣传活动重点
是涉及农村土地征用、村庄拆迁改
造、农村集体财务、干部经济作风
等农村信访热点问题的政策解读
和宣传教育；城市信访问题宣传活
动宣传重点是涉及城市房屋拆迁

补偿安置、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
城市管理和群众生产生活等城市
信访热点问题的政策解读和宣传
教育。中原区12个街道、16个职能
委局参加活动，并通过制作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加强宣
传。

据了解，中原区将通过“坚持
依靠群众，促进社会稳定”主题宣
传月活动的开展，把三级网格从后
台转向前台，政策法规由书面条款
变成面对面宣讲，让网格深入人
心，自觉服务，为百姓排忧解难。

中原区

开展信访主题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郑永青）惠济区长兴路街道信访办
坚持以人为本，完善调处机制，破
解信访难题，化解多起重特大信访
矛盾。

8 月 25 日，在老鸦陈村租房居
住的李某因意外身亡，就赔偿问题
其家属到街道上访。街道信访办
介入调解后了解到李某家境困难，
上有老下有小，全靠李某。鉴于这
种情况，街道信访办动员老鸦陈村
委会干部出面劝说租房房东，街道
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又到李某

生前所在企业协商。经过大量沟
通、劝解、说服工作，最终由房屋出
租户赔偿死者家属 15000 元，李某
生前供职企业愿意负担李某抢救
期间的医疗费，街道出于人道主义
精神为死者家属捐款800元。

街道信访办负责人介绍，本
着以人为本和细微的关怀、温情
的劝解，今年以来长兴路街道信
访办调处安全生产、拆迁改造、拖
欠农民工资方面重特大矛盾十数
起，帮助农民工讨要被拖欠工资
75.5万余元。

长兴路办事处

以人为本破解信访难题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李伟霞 王艳杰）“红色网络家园开
通以来，我们参加组织生活、接受
党员教育方便多了。”昨日，位于杨
金路办事处的奥德利公司的一名
党员刚刚参加完活动，感从中来。

让这位党员顿生感慨的红色
网络家园究竟什么样子呢？记者
了解到，这块儿网上组织活动新阵
地通过创新党员教育新方式，为辖
区党员群众提供党建读物、文学名
著等电子书下载阅读服务。鼓励

党员群众在工作之余，通过阅读电
子书，提升自我。

红色网络家园握手企业内
部教育培训更加富有活力。一
方面通过收看红色主旋律影片
等课件，提高党员、职工的政治
素 质 ；一 方 面 设 立“ 党 员 先 锋
岗”、“远教学用示范岗”等，引导
党员职工将学到的信息、技术和
知识，应用到工作和生活中，提
升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助推企业的发展。

杨金路办事处

网络家园成非公党建阵地

本报讯（记者王影）“淡泊名利，
安分守拙”、“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
白 为 政 ”、“ 一 身 正 气 ，两 袖 清
风”……十余天来，金水区东风路街
道办事处共征集到 27 条来自党员
干部亲人的廉政寄语。据悉，27条
廉政亲情寄语将统一制作，并悬挂
在所有党员干部办公室的墙上，时
刻提醒每位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廉洁
自律规定，认真履职，大力营造清
正、廉明的工作氛围。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近日开展的
“廉政亲情寄语”征集活动，使党员
干部亲属成为其行为的监督员和思
想工作的辅导员，用爱筑牢廉洁自
律防火墙。党员干部亲属对这项活
动的开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踊跃
参与，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书写对党
员干部的期望和嘱托。廉政亲情寄
语活动的开展，以亲情助廉的方式
助推了办事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更
好地开展。

东风路办事处

亲情寄语助力廉政建设

今年 66 岁的刘春娥，是个
“大忙人”。印名片、发卡片、缝
鞋垫、送鞋垫、找衣服、送衣服
……在她的记忆里，这已是她为
建筑工地上陌生的建筑工人们
奔走操劳的第24个年头了。

昨日中午，记者拜访了刘大
妈的家。只有 60多平方米的家
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她收回来正
在整理的旧衣服，以及墙角里一

台“蜂花”老式缝纫机上，摞着厚
厚的鞋垫半成品。“等到天冷了，
好送给农民工。”刘大妈和记者说
着话，也不忘手里的活儿，“这是
亨利社区送来的近百件旧衣服，
特别感谢大家的热心，有了大家
的支持，我干起来也更有劲儿
了。”记者留意到，刘大妈做的鞋
垫明显与一般的不同，足有十几
层厚。“我做鞋垫至少要 10道工

序，料子要是棉布的，要用消毒液
消毒、晾晒，抹糨糊，上面儿，封里
子，一样不能省。”她说，农民工在
工地上干活，脚容易出汗，鞋也经
常潮湿，这样做出的鞋垫才耐穿、
舒服。

刘大妈坚持为农民工送衣
物的原因，还得从24年前发生的
一件事儿说起。1989年冬天，她
得知一位湖北山区的远房亲戚
来郑州打工，于是她就到工地去
看望他，看着亲戚穿着破旧、单
薄的衣服正在干活，顿时心疼极
了，满眼的热泪顺着脸颊止不住
地流淌下来。两天后，他把老公
的一件棉衣和几条裤子送到了
亲戚手中。然而，没过几天，亲
戚突然打来电话说，工友很羡慕
他，还能不能再送几件旧衣服给
工友，刘大妈几乎没有思考，很
爽快就答应了。

24 年时光，看似长久，却又
转眼即逝。如今已过花甲之年
的刘春娥，步履依旧，仍在为践
行24年前那句“要给农民工一个
温暖的家”的承诺操劳着……

24年情牵农民工
本报记者王影 文/图

她是一个平凡的社区主任，当得知自
己的血型与远在千里之外的白血病患者配
对成功时，她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定捐献
骨髓……

日前，管城区北下街社区主任张瑞颖
“奉献爱心，延续生命”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这些天社区太忙，来到社区上班，心
里踏实多了！”当北下街社区主任张瑞颖出
现在办公室时，距她捐献骨髓仅仅两个月，
身体仍然有些虚弱，但精气神儿十足。

张瑞颖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2009年
公开选聘担任北下街社区主任，平时积极参
加公益事业。2010年11月，在一次献血活
动中，自愿报名成为一名骨髓捐赠志愿者，
血液资料被存入“中华骨髓库”，打那以后，
她每年坚持献血两次。

张瑞颖告诉记者，骨髓配型成功率很
低，在茫茫人海中能配上型的概率只有二
十万分之一，“这次，我就是二十万分之一
的幸运儿。”张瑞颖笑着说。

今年 4 月初，管城区红十字会来到社
区，告知张瑞颖的血型与黑龙江一名女患
者初配相合，问她是否愿意捐献骨髓。没

有一丝犹豫，她就干脆利落地答应了。之
后，二次配型成功，患者进行了血液透析，
期盼早日进行骨髓移植。6月 23日，进行
采血、体检和化验，输入造血干细胞动员
剂，促进白细胞快速增长，张瑞颖身上发酸
发胀，疼痛难耐，并虚汗不断。事实上，这
正是造血干细胞动员剂带来的正常症状。

6 月 27 日，张瑞颖住进省人民医院。
经过 4个多小时采集，血液运行一万多毫
升，提取出 200 毫升造血干细胞。当天晚
上，救命骨髓以最快的速度送往患者所在
的北京 301 医院，张瑞颖成为全国第 3541
例、河南第 357例、郑州第 148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

“每天早上都得两个鸡蛋、一袋牛奶，
比吃药还难受！”回忆起捐献骨髓的日子，张
瑞颖笑言，自己平日里就不喜欢吃这些东
西，就连生孩子时也很少吃，但为了补充营
养，不得不吃这些“药”。

“能用捐献生命细胞的方式延续另一
个生命，这是我人生中的闪光点。”种种困
难都没有让张瑞颖退缩，在她心中只有一
个念想：书写人间大爱，传递社会正能量。

爱 延续生命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班计划 文/图

管城区二里岗街
道东明路社区在海上
香颂小区举办“反腐倡
廉得民心”法律咨询活
动，街道、社区志愿者
服务队为辖区居民开
展法律知识宣传、劳动
保障政策咨询。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胡昕 摄

9月3日，在小赵砦社区三级网格长敬蕾的
热心帮助下，在街头流浪了近一个月的19岁小
伙杨飞回家了。

9月 3日早上 8点，敬蕾在辖区例行巡查，
路过京广路与陇海路交叉口时，看到一名小伙
子坐在地上，没穿上衣，光着脚，浑身上下脏兮
兮，敬蕾便上前询问。最初，小伙子不答话，只
顾吃手里的一包方便面调料。敬蕾觉得他是
饿坏了，便从自己包里掏出一袋饼干递给他。
小伙子见到饼干后非常高兴，狼吞虎咽把饼干
吃完。敬蕾随即与福华街办事处民政科长赵
中和取得联系，赵中和带着热包子和饮用水赶
到现场。小伙子吃饱后，对陌生人不再排斥，
他告诉敬蕾，自己叫杨飞，但不记得自己家在
哪里。经过敬蕾耐心询问，杨飞又说出一个电
话号码。几经周折，敬蕾终于联系上该号码的
主人，对方接到电话后非常激动，因为他正是
杨飞的哥哥杨磊。

在等待杨磊期间，敬蕾一行把杨飞带到了
小赵砦街涵秀园休息，附近小区的居民还为杨
飞送来了上衣和鞋子。

上午 11点半，杨磊赶到涵秀园，见到了走
失多日的弟弟。杨磊解释说，兄弟俩来自商丘
市睢县，杨飞自小大脑有疾病，生活不能自理，
父母年纪大了，近些年都是他在照顾弟弟。8
月 9 日，他去外地办事，回来后发现杨飞不见
了。“我不敢让家里年迈的父母知道，只好自己
天天到处找，担心他在街上遇上坏人，我经常
整夜睡不着觉。”杨磊说，幸亏有热心的网格
长，否则自己还不知道要找多久。

网格长热心帮忙
流浪小伙找到家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娄彦娟 敬蕾

“要不是旺山哥帮忙‘说和’，俺家的矛盾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会解决，真是太感谢了。”前
些天，马渡村李某的妻子和婆婆终于“握手言
和”了，她最想感谢的就是网格调解员了。

李某之妻因家庭琐事不断与婆婆发生争
吵。“清官难断家务事儿”，但小小的网格调解
员接了这个“烫手的山芋”，调解员李旺山摸清
事情前因后果，通过入情入理的调解，最终一
家人重归于好。

在兴达路街道办事处，像李旺山这样植根
于群众、忙碌在一线的“网格专职法官”共有19
名。该办司法所主动对接网格工作，充分发挥
民调员“掌握信息全、了解民情真”的优势，将
民调员全部沉入各个基础网格之中，实现民调
领域“全覆盖”。

今年以来，该办共发现受理矛盾纠纷 87
起、调解结案 84起。“有了纠纷不乱走，网格法
庭解民忧”已成为该办群众的口头禅，网格调
解的“磁场”效应催开了“和谐之花”。

网格调解
催开“和谐花”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刘雅丽 常志永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黎 倪艳
梅）中原区航海西路街道充分利用辖区文化资
源，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社区文化活动。

目前，中原区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共建成
综合文化站 1个，社区活动中心 3个，农村文化
大院 9个，农家书屋 9个，基本实现了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全覆盖。该街道综合文化站使用面积
300多平方米，农家书屋都达到了面积 20平方
米，藏书3000册以上，缓解了农民看书难问题。

为使文化惠民工程扎实推进，在航海西路
街道文化站的牵头下，该街道先后成立了社区
文艺队 3个，农民戏曲文艺队 3个，农村文化广
场1个，并定期组织文艺演出，丰富了辖区群众
的业余文化生活。

社区文化活动
丰富群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