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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思俊 通讯
员康昊增）紫荆山南路南延工程
施工现场，机声隆隆，施工正
酣。在管城区京广快速路南延、
G107 辅道南延、紫荆山南路南
延、郑新快速路等重大基础设施
相继开工建设，老城区的承载力
显著增强，为加速经济发展提供
了机遇。

今年下半年以来，管城区
破解“瓶颈”项目，积极通过以
金融机构、BT、发行债券为主的
组合模式来融资，集合优势地
块完成 1000 亩的土地出让，实
现回笼资金 10 亿元以上，确保
完成全年 40 亿元的融资任务，

掀起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高
潮，全面提升老城区的区位竞
争力。

不 断 加 大 供 地 力 度 ，年
底 前 完 成 润 滑 油 市 场 等 12
宗 、1300 多 亩 土 地 的 招 拍 挂
任务，加快园区周边 3 公里内
村庄的合村并城工作，8 月底
前完成商都文化特色商业区
概念性专项规划和城市设计
的编制。10 月底前启动明月
路等 4 条道路建设、全部开工
建设河南威明达等 17 个项目
和 兴 达 国 贸 投 入 运 营 ，并 做
好河南名优汽配等 11 家市场
提档升级。

管城区

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发力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
员 朱利军毛园）“感谢党和政府
的关心，感谢社会爱心人士的资
助，我一定认真学习，成长为对
社会有用的人才。”接过2000元
的爱心资助金，郑州 20 中学生
王根柱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昨日，惠济区在区实验小
学举行了2013年爱心助学金发
放活动，向全区品学兼优、家庭
贫困的100名小学生、30名初中
生、20名高中生进行爱心资助，
资助金额达10万元。

惠济区爱心助学活动是区

关工委与区慈善总会及区教体
局共同组织的，对贫困学生按照

“教育部门调查摸底、区关工委、
民政、教育及捐资代表根据资金
数量拟定资助范围和人数，区教
育、民政、区关工委及捐资人代
表等共同审核”的程序，确定资
助名单。根据学生家庭贫困程
度和入学费用情况，每学年高中
生设2000元、初中生设1000元、
小学生300元三个资助标准，直
接发放给受助学生。此次活动
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及爱
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惠济区

10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
员 周佳梦）大石桥街道办事处
以“三助学”打造学习型网格团
队，起到立竿见影的好效果。

以政策助学。该办广泛收
集民政救助、计划生育、城镇居
民养老保险等各项涉及民生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装订成
册，组织服务团队成员开展学
习培训，努力提升服务团队成
员对政策的熟知度，从而使服
务团队成员能有效、及时地向
群众宣传各项政策。

以例会助学。每周一次召
开网格组成员碰头会，每月一次

召开市、区职能部门及工作人员
网格例会。通过会议上的交流
发言，各级网格长及职能部门之
间相互学习工作思路、工作方
法，进一步提升网格工作人员的
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以日志助学。民情日志是
网格化工作真实见证，大石桥
街道办事处网格办加强网格民
情日志的记载和点评工作。每
周对民情日志的记载情况进行
汇总，定期检查民情日志记载
情况，评选优秀民情日志，推进
了民情日志在质量和数量上的
提高。

大石桥办事处

“三助学”打造学习型网格团队

本报讯（记者朱华 通讯员
王荣安 闫冬玲）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上街区
国税局党组结合实际在全局干
部职工中深入开展了“读好书
好读书 善读书”活动，推动了全
局各项工作的开展，连续两年实
现纳税服务“零投诉”。

今年 5月份，上街区国税局
党组在全局干部职工中开展“读
好书 好读书 善读书”活动，给
干部职工发放读书卡，要求每个

干部职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
所读的书籍，制定读书计划，写
出读书心得体会，进行展板公
示，网上互相交流。局党组成员
带头读书，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坚
定信心，克难攻坚。上半年税收
工作提前 12天实现了时间任务

“双过半”。截至8月底，累计完
成税收收入 42601万元，占年计
划的 74.54%，总量指标位居全
市第一，连续两年实现纳税服务

“零投诉”。

上街国税局

开展读好书好读书善读书活动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李峰）为营造相信科学、热
爱科学、运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昨日上午，中原区 2013 年全国
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在五一公
园体育场举行。科普工作者、
科普志愿者、科普大学学员等
社会各界群众千余人以广场健
身操展示、科普展览等形式宣
传科普知识。

在昨日的“全国科普日”
活动启动仪式上，中原区秦岭
路街道办事处等单位集中进
行了快乐舞步健身操展示，中

原区教体局、中原区环保局等
单位制作了科普宣传展板、悬
挂了条幅、组织开展了义诊及
健康咨询服务，广泛宣传科普
知识，倡导科学理念，受到群
众的欢迎。中原区科协负责
人表示，在“全国科普日”宣传
周期间，将通过在小学组开展
科学小实验、科学课进校园，
科普电影展映周，送科技下乡
及科普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
宣传、普及科学知识，营造相
信科学、热爱科学、运用科学
的良好氛围。

中原区

启动全国科普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为贯彻落
实郑州市关于深化“廉政亲情寄语活
动”，加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教育要
求，二七区 10日召开“廉政亲情寄语
背后的故事”演讲活动暨“双节”党员
干部廉政谈话会，释放崇廉尚廉的

“正能量”。
在演讲活动现场，11名选手通过

深情讲述“廉政亲情寄语背后的故
事”，给全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
的廉政教育课。区疾控中心主任曹
杰斌妻子张娟演讲的《我愿做一个最

普通的妻子》，告诫我们要算好人生
政治账、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亲
情账、自由账、健康账等七笔账。区
法院法官井柏年演讲的《好男人常回
家吃饭》，提醒我们做个好男人，就要
从回家吃饭开始。9岁小朋友秦国明
演讲的《我眼中的廉政妈妈》，告诉我
们只要秉持一颗廉政之心，从一块冰
激凌的诱惑抓起，就不愁筑不起廉政
防线。廉政亲情寄语活动，增强了教
育的暖色调，以无时无刻不在的亲情
力量去鼓舞人、教育人、激励人，向社

会传递、释放着崇廉尚廉的“正能量”。
“廉政亲情寄语背后的故事演

讲活动既是郑州市党员干部‘四会
一课’廉政教育的有效延伸，也是创
新‘ 双 节’廉政教育活动的有益尝
试。”区委书记蔡红寄语全区党员干
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
廉洁从政的有关要求，坚决刹住公款
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
费等不正之风，牢记来自亲人的廉政
寄语，过一个节俭健康、欢乐祥和、风
清气正的中秋和国庆佳节。

讲述廉政亲情寄语背后的故事

二七区党员干部上廉政课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薛松
赵怡鹤）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办事处在
网格化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工作中，结合
街道自身实际，探索试行“三个三”工作
模式，初步形成“参与广泛、覆盖全面、
监督有效”的网格化管理长效机制。

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永善介绍：“所
谓‘三个三’工作模式，即选好‘三长’：
网格党小组长、社区居民楼院长和居
民楼栋长；开好‘三会’：社区党员议事
会、居民楼院长议事会和社区物业联
席会；组建‘三队’：社区家庭教育志愿
者服务队、社区文化传播志愿者宣传

队和社区法律救助志愿者咨询队。”
街道党工委在网格化管理长效机

制工作过程中明确提出：将社区党小
组建在网格上，使之成为发动群众、联
系群众、引导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截
至目前，航东辖区 50个三级网格已全
部建立党小组。街道党工委还在石建
社区试点经验基础上，全面推行社区
居民楼栋长、楼院长。这项工作自今
年 5月开展以来，辖区 11个社区 34个
居民楼院的 225名楼院长和楼栋长全
部由居民家庭代表民主投票产生，一
批年龄较轻、工作能力强、文化水平较

高、政治觉悟强的社区居民走上网格
化管理工作的第一线。

街道依托“王瑛工作室”、“华系艺
术培训学校”和“社区培训学校”等社
会名师教育机构，并与管城区委党校
联合，组建成立“社区家庭教育志愿者
服务队”；以著名书画家许挺、李国昌、
罗治安，豫剧表演艺术家丁万春等社
会文化名家为依托，组建成立由社区
居民文艺文化爱好者共同参与的“社
区文化传播志愿者宣传队”；以社区社
会物业法庭为依托，以社区物业联席
会为载体，组建起由区人民法院分包

法官和社区法律志愿者共同参与的
“社区法律救助志愿者咨询队”。今年
以来，三支社区志愿者队伍开展“幸福
家庭”讲座 9场，暑期培训社区青少年
200 多人次，开办“书法艺术讲堂”16
场，举办社区文艺演出 7场，帮助开展
法律维权 42件，有效丰富了社区居民
文化生活。目前这项工作正在向街道
各社区全面推广。

“三个三”工作模式的推广，使得
街道基层社会管理队伍不断壮大，群
众参与网格化管理意识不断增强，社
区居民自治水平不断提高。

航海东路办事处“三个三”工作模式

延伸网格化管理 深化居民自治

说到蝴蝶，很多人都会想到一种
漂亮的昆虫。但就是这样一个小生
物，让80后小伙儿丁来成就了不一样
的事业：从上大学卖昆虫贺卡，到自己
开公司成为行业内的翘楚，还被称为

“蝴蝶大王”。
他叫丁来，如今最大的梦想就是建

一个属于自己的蝴蝶馆，与蝴蝶“共舞”。
昨日上午，记者几经周折，在张

寨社区找到了丁来的蝴蝶标本工厂，

一进门，成千上万只蝴蝶标本便映入
眼帘，让人目不暇接。

丁来告诉记者，他 1998 年从安
徽老家来到河南，一个偶然的机会让
他找到了挣钱门路。“一次我收到朋
友寄来的贺卡，很漂亮，特别是贺卡
上的蝴蝶，让人爱不释手。”丁来说，
年轻人对蝴蝶贺卡的偏爱让自己起
了一个念头：既然有这么多人想买，
说明这里面有市场，他随后开始“筹

谋”起来。
丁来从云南买回 1 万多只蝴蝶

标本制作工艺相框。丁来说，制作蝴
蝶标本看起来简单，耗费时间却很
长，要经软化、整姿、防腐、干燥等程
序，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干枯的生
命做成精美工艺品。之后，经过不断
创新，丁来又根据蝴蝶名称和形态特
点赋予它们更多的内涵。

为了拓展更广阔的市场，丁来又将
收集的1000多个珍贵蝴蝶标本送到郑
州各大高校，让学生免费观看，没想到竟
获得意外收获，学校觉得作品不错，决定
由丁来提供标本承建标本室，如今很多学
校标本室里的蝴蝶标本都出自丁来之手。

做标本还不满足，丁来琢磨着
自己养殖蝴蝶。他在全国各地建
起蝴蝶繁育大棚,大量培育蝴蝶，

“全世界蝴蝶种类有 1万多，而我收
藏和养殖的就有 2000多种。”丁来说，
多年的拼搏让他在昆虫标本行业中独
占鳌头，现在创作的蝴蝶标本已在郑
州市动物园等许多公园进行展览，
深受市民喜爱。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个属于
自己的蝴蝶馆，与蝴蝶共舞。”丁来说。

与蝴蝶“共舞”
本报记者 郑磊王影 文/图

在庆丰街 29号院的一家百货店，这
里白天做生意，晚上举办免费“音乐
会”。百货店老板褚龙涛用悠扬的笛声，
给周围居民带去一份好心情。

褚龙涛今年五十多岁，从东北来郑
州打拼二十余年。褚龙涛热爱音乐，这
些年谋生之余，他从未放弃过对音乐的
学习。他现在经常在店里吹长笛，其实
在此之前，褚龙涛还是个萨克斯高手。

“我从小就学萨克斯，年轻时还组建自己
的乐队，在东北经常参加开业、庆典等活
动，不过后来出门打拼，不得不暂时放弃
萨克斯，现在生活稳定了，又开始怀念这
个老朋友。”褚龙涛说，在郑州，他又开始
学习长笛，还专门请了音乐老师来教。

现在，褚龙涛的百货店白天生意不
错，他得忙着接待顾客，等到晚上八点店
里打烊，他便拿起长笛吹奏一会儿，有时
来听音乐的居民提要求，他也会给大家
吹一段萨克斯。

庆丰社区网格长王太平近日在走访
中，发现了这位“民间音乐家”，便邀请他参
加社区文艺队。几次下来，褚龙涛渐渐找
回了自信，每次演出他都能博得满堂彩。

社区“音乐家”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李松华

心怀梦想，坚定地走在漫漫邮路上，
14年如一日服务千家万户。这就是中原
区建设路收投分局投递员马娟的故事。

马娟曾是一家国有企业职工，下岗
后选择了当投递员，一干就是 14年。她
以准确、细致、贴心、耐心的服务，受到用
户的称赞。为了工作，她舍弃了很多，也
牺牲了很多。

“我投递的不仅仅是报刊信件，更
重要的还有人世间的真情。”马娟深有
感触地说。在她投递的段道上，有个家属
院里一位老人儿女工作忙。为了让老人
心里多些温暖，马娟每天把报纸送到老人
手中，总会停留一会儿，和老人唠唠家常。
老人过 89岁生日那天，早早地等在家门
口，非要请马娟进屋吃块生日蛋糕。

马娟的付出也受到用户的肯定。
2011年，《郑州日报》刊出的“郑州市十佳
职业道德标兵”评选的 20名候选人中马
娟榜上有名，认识她的人纷纷奔走相告，
为她投票。年近90岁的宋德善老人将自
己亲手缝制的两双精美的手工绣花鞋垫
和一盒创可贴塞给她说：“我的身体越来
越差，行动也越来越不方便了，也许哪天
就住进医院，不好见到你了，想给你留个
念想。”如今那位老人已经去世了，马娟
说，她时常会想念那位心地善良的老人。

从 1999年进入郑州邮政，马娟在邮
路上奔忙了14年。14年间，她凭着自己
的努力，先后获得“全国邮政系统模范投
递员”“奥运火炬手”“河南省劳动模范”

“省三八红旗手”“省文明优质服务标兵”
等多项荣誉。邮路漫漫，马娟用她执着
而坚定的脚步传递着温暖，传递着爱。

绿色信使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黎姚芳

本报讯（记者 王影）昨日，市民范先
生致电本报一个好消息，花园路与经五
路之间的红旗路段，路南侧以前是一排
违章建筑，现在一下变成了街边花园。

记者在红旗路上看到，路南侧依墙
而建的小花园，宽有1米长，栽种着各种
绿色植物。小花园虽小，五脏俱全，还精
心设置了休闲长椅，供市民休闲。记者
留意到，小公园虽然是新建的，但是人气
非常旺。“以前，路南侧就是一排小平房，
这些门面房里卖菜的、卖小商品的什么
都有，常常把人行道占得水泄不通。”如
今，可以带着孩子在小公园里玩耍的李
大爷，心情舒畅了很多。

违章建筑
变身微型游园

管城回族区西大街办
事处华亿社区科普大学昨
日开班。作为郑州市第一批社
区科普大学分校，华亿社区科普
大学为社区培养一大批科普文
化人才。图为科普大学第二课
堂文艺骨干在开班仪式上展示
葫芦丝演奏才艺。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武伟 摄

汝河路办事处实施孕
前、孕中、孕后健康“一条
龙”服务,建立个人孕情档
案，只要翻阅档案，居民孕
情状况便一目了然。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杜桂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