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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淑红）管
城区本着打造“阳光慈善、爱心慈善”目标，
注重慈善工作的政府支持，加大慈善宣传力
度，普及社会慈善理念，3 年累计募集善款
1104余万元，总数位居市内各区第一位，救
助困难群众32710人。

善款运用方面，坚持以困难群众需求为
出发点，以扶贫帮困、促进社会和谐为落脚
点，精心实施慈善救助项目。残疾人家庭孩
子曲鹏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但困难的家庭
生活使他面临无法入学窘境。在曲鹏最痛
苦的时候，区慈善总会“牵手相伴，成就梦

想”金秋助学活动为其送来 5000 元助学善
款。凭借这笔“雪中送炭”的善款，残疾人家
庭走出来的孩子得以顺利进入大学深造。

南关办事处南关社区居民李西俊患脑
瘫，属一级肢残，生活不能自理，丈夫又因癌
症去世，靠政府低保金生活。去年，李西俊
的儿子考入大学，关键时刻，社区和慈善总
会伸出援手，送来助学金 6000元，救助生活
费5000元，发放助残善款2000元。

像曲鹏、李西俊这样获得慈善救助的困
难群众在管城区还有很多。2011 年 8 月至
今，管城区慈善总会围绕“安老、扶孤、助残、

助学、济困、助医”开展慈善救助 40余次，发
放救助金（含实物折价）614.254万元，惠及困
难群众32710人次。其中，安老方面，发放救
助金98.45万元，惠及老年群众1734人次，特
别是我国第一个法定“老人节”暨“重阳节”
安老活动中，发放善款46.7万元，全区467名
耄耋老人真切感受慈善温暖；助学方面，开
展专题活动14次，发放善款193.4万元，救助
贫困学子21404人次；助残方面，围绕国际残
疾人日、全国助残日等举办“携手前行，迈步
明天”、“守护天使，让爱飞翔”、“爱的分贝，
用心倾听”等助残活动 11 次，拨付善款 78.4

万元，1607名残疾朋友得到救助；济困方面，
开展救助特困下岗职工慈善活动 3次，支出
助困善款 118.004 万元，惠及特困下岗职工
6983人次；助医方面，开展专题活动 6次，加
上临时大病救助，发放助医善款126万元，惠
及群众982人次。

管城区慈善总会负责人介绍，2013年管
城区慈善工作计划安排 19个了慈善救助项
目，截至目前已实施 14个，2014年春节来临
之前，区慈善总会还将实施5个慈善项目，再
拿出 60余万元善款，救助社区困难群众，让
慈善阳光惠及更多弱势群体。

管城慈善救助惠及3万余人
3年募集善款1104万余元 总数居市内各区首位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耿恩强 白鹏飞）“成为党员，让我
对做好本职工作，有了更深的认
识；成为党员，让我强化了作为信
访工作者的责任和压力；成为党
员，让我更增添了一种浓浓的荣
誉和使命……”铿锵有力的声音
从政府会议室发出。昨日上午，
金水区开展的“同心共筑中原梦”
系列活动之一的机关共产党员先

进事迹报告会拉开帷幕。
报告会上，来自区直机关的四

位优秀共产党员用朴实的语言、真
挚的感情、生动的事例，讲述了在
各自岗位上牢记党的宗旨，默默无
闻、敬业奉献的事迹。一个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他们充分展示了金水
区机关党员的精神风貌，身边事感
动身边人，报告会在机关党员干部
中产生了强烈共鸣。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卢莹）日前，管城区“2013 年郑州
市全民文化艺术素质提升公共培
训”在区文化馆举行，继续扩大推
广“百姓健康舞”的影响力，将健康
舞蹈传到基层、传给百姓。

为扎实推进文化惠民工作，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群众基
本文化艺术素养，管城区文化旅
游新闻出版局以全民文化艺术素
质提升公共培训为突破口，组织
基层文化宣传、培训及辅导工作

爱好者和文化志愿者，培训学习
百姓健康舞《幸福山歌》、《玫瑰玫
瑰我爱你》和《天天好时光》等不
同风格的舞蹈，让群众共享文化
发展成果。全民文化艺术素质提
升公共培训从 10 月 23 日起至 11
月 16 日结束，共有舞蹈、声乐、戏
曲、绘画、摄影等 12 项课程。通
过免费培训社区文艺骨干等形
式，把健康、向上的社区活动和文
艺知识带到市民身边，提升全民
文化艺术素质，丰富社区文化。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
员 马晓楠）记者昨日从二七区住
房保障服务中心获悉，为加速推
进经济适用房项目建设进度，近
期，该区增加多名工作人员积极
对接相关建设项目，实时准确掌
握工程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并
定期召开协调会，及时解决存在
问题。

据了解，二七区已将经济适

用住房项目建设进度列入区政府
重点督查事项，明确责任单位，严
格按照市政府要求的时间节点倒
排工期，对项目进展进行日报、周
看、月总结，确保项目加快推进。
截至目前，该区7个新建经适房项
目中，已有 7 个开建，未开工 4 个
项目中，3个已完成土地征收，1个
土地手续已上报省相关部门，项
目开工率名列市内五区第一。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
员 宋亚丽）今年以来，惠济区信访
局通过抓班子建设、抓活动、抓信
访，促进滨河田园新区发展，有效
促进基层党建发展。

抓班子建设，坚持集中学习
和自学相结合学习制度，开展集
中学习 12次，领导干部撰写心得
体会 8篇。积极开展局机关干部
职工“日读一小时，月读一本书，
半年一交流”读书活动。

抓活动聚合力。举办“优秀
办信员、优秀接待员、优秀督查
员、优秀信息员和优秀建议员”等
岗位竞赛，积极组织开展结对帮
扶和青年志愿者等活动，促进机
关党建改进作风，提高效能。

抓信访促党建。加强源头预
防，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畅通信访渠道，积极开展信访积
案专项治理活动，省市交办和区
自立的案件均全部按期办结。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赵令）为进一步规范餐饮服务市
场秩序，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中原分局近期开展了餐饮服
务环节无证经营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行动以大中型餐饮
单位、学校食堂等为重点，重点整
治以下行为：一是未取得餐饮服务

许可证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二是
许可证过期，未按规定依法重新办
理行政许可手续，继续从事经营活
动的；三是超出核准登记的范围从
事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等。截至
目前，共检查餐饮服务单位76家，
下达监督意见书76份，立案17起，
执行罚没款近15万元。

金水区

举行区直机关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

管城区

举办全民文艺素质提升培训班

二七区

加快经适房项目建设

惠济区信访局

抓好信访促进基层党建

中原食药监分局

整治餐饮服务无证经营行为

退休后干什么？家住上街区如意社区的尹
中禾选择了坚持童话创作。如今，已经75岁的尹
中禾，退休15年来已坚持创作童话作品17部，其
中 5部已经出版。因此，尹中禾也被不少人称为

“童话顽童”。
尹中禾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童年和

少年时代，他都是在乡村度过的，爱做梦的他总
是把自己想象成自然界中的花早树木、鸟兽虫
鱼。到了青年时代，他仍然有着犹如儿童般纯朴
的心性，并且爱上了童话文学。没事时写写小故
事、小诗歌成为他业余爱好。

尹中禾退休前是郑州市上街区铝厂职工学
校的一名教师，1999年退休后就在家专心创作。
1999年 7月出版了处女作《走动的山峰》，受到了
小读者们的喜爱。

现在的尹中禾由于身体不方便，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家里伏案写作，将脑子里想象出来的童话
故事用文字呈现在纸上。从退休到现在一共创
作了 17部童话，除了《走动的山峰》，他还于今年
9月份出版了四部儿童童话：《金星探秘》、《魔法
博士》、《世界第一》、《童话人》。

尹中禾说：“我发现中国人自己写的童话非
常少，我们的小朋友们读的大多是外国翻译过来
的童话故事，因此就想尝试把自己梦中的童话世
界记录下来，给小朋友们讲童话世界里的真善
美，假恶丑。”

就像《童话人》里的阿多米，用童话向小朋友
们传播友爱，赞颂劳动，散发辉煌，追求光明，痛

斥丑陋，富有寓意、哲理、童真、童趣和诗意。这
些童话般的语言，既陶冶了少儿的情操，还开发
了少儿的智慧。

如今，已经75岁的“童话顽童”尹中禾正用他
的正能量鼓励着小朋友们，用他的童话故事带领
着他们畅游奇妙多彩的世界。

童话世界的老顽童
本报记者 朱 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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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城 回 族
区 南 关 街 道 办
事 处 锦 亿 新 时
代 社 区 与 毛 泽
东生前卫士、老
党 员 李 丙 需 共
同打造的“南关
街 道 革 命 历 史
传统教育基地”
吸 引 众 多 社 区
居民前来参观。

本 报 记 者
栾月琳 摄

今年74岁的曹顺兰是一名面塑艺术家，她
创作的五虎上将、钟馗等众多面塑作品先后获
得省级大奖。作为一名老面塑艺人，曹顺兰一
直致力于这项民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她在社
区夏令营义务教了 6年面塑课，如今她又有了
招残疾人弟子的想法。曹顺兰说：“如果残疾
人朋友想学习面塑艺术，我愿意免费传授。”

曹顺兰家住福华街办事处陇海中路社区
职员宿舍，她的家庭是个面人世家，她是第三
代传人。“从小我看着爷爷、爸爸做面人，别的
小孩有玩具，我的玩具就是一块面，玩耍的时
候模仿大人捏面人，慢慢我就能捏出像样的东
西了。”曹顺兰说，后来家里人看她有悟性，专
门对她进行指导。曹顺兰小时候迷小人书，她
的创作素材多来自于小人书里的形象，比如三
国、水浒、西游记、西厢记等里的人物。为了追
求真实，她还专门研究过中国历代服饰，她创
作的艺术形象，不但面部表情栩栩如生，就连
服饰细节都力求还原历史。

虽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曹顺兰眼神
很好，手也灵活。每天早晨，她把江米面和面
粉搅到一块蒸熟，再根据作品的需要给面粉染
上颜色。除了面团，捏面人还需要防腐剂、蜡
油、蜂蜜等材料，以及刀、剪、擀面杖等工具。
只见曹顺兰快速地捏、搓、揉、掀，再用小竹刀
灵巧地点、切、刻、划，三五分钟，一件栩栩如生
的面人作品便完成了。

在陇海中路社区，曹顺兰有很多学生，她
在社区夏令营当了 6年面塑老师，义务教孩子
们捏面人。采访中，曹顺兰向记者表示，如果
有残疾人想学习捏面人，她愿意免费传授。

面塑传人义务传技
本报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宋俊芳 闫少娟

“点滴小事赢得居民信任，真诚服务换来群
众敬意。”昨天上午，管城区西大街办事处计生
协会工作人员走进商场和临街商户，开展“送药
具、送知识、送关爱”为主题的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宣传服务月活动，使流动人口感受到亲情般
的服务。

年初以来，西大街办事处计生协会相继开
展了“走进社区、走进集市、走进农民工”等系列
宣传服务活动。通过发放宣传单、举办计生讲
座、观看碟片等形式，用“心”联系流动人口，以

“情”服务流动人口，依靠“零距离”的交流，进一
步掌握当前流动人口所思、所想、所盼和所需。
并开展了“进百家门、解百家难、连万户心”的活
动，社区党员深入到社区困难党员和群众家中，
以自己的行动做遂民心、解民难、了民愿的好
事、实事，架起了党和群众的“连心桥”。 他们
先后为1500多名已婚育龄妇女进行健康体检，
为600多名流动人口对象提供计生家庭子女入
学、入托、小额信贷、职业培训等服务，帮助 20
多人次流动人口优先安置入学入托，每月为流
动人口困难家庭子女优惠和减免学费，让流动
人口身处异乡，仍能感受到家的温馨。

真诚服务赢民心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李 萍

一向愁眉不展的戚军事，舒展了难得的笑
容。是什么事让戚军事解了凝结心头的心结？

“我现在已经到中原区巡防队上班了，多亏社区
网格长的帮助。”

家住伊河路 100号院的戚军事是绿东村街
道电缆一社区居民。8年前他因单位体制改革
下岗失业，爱人也无固定职业，上有年迈父母，
下有子女上学，多年来他一直靠打零工养家，生
活一直陷于窘迫境地，生活的沉重负担让他眉
头紧锁，唉声叹气。负担压得实在喘不过气来，
有一天，戚军事来到绿东村街道电缆一社区反
映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找份稳定工作的想法，
希望社区能帮个忙联系一份工作。

了解到戚军事家里的情况，电缆一社区网
格长积极联系绿东村巡防中队。戚军事在社区
的牵线下，按照巡防队招录要求，通过报名、登
记、考察、体检等程序，很快就被中原区巡防大
队录取，不但为其解决了工作问题，还解决了三
金等社保难题。戚军事感动地说：“在社区网格
长的帮助下，我的困难解决了，今后在巡防岗位
上我一定会尽职尽责干好工作。”

网格长帮俺解难事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冯福霞

在未来路街道办事处康复社区，
赵显达是名副其实的“社区贤达”之
人，这不，居民们为他“定制”的广告词
儿都出来了——“有事请找赵大爷，准
没错。”

其实，赵显达家境比较困难，老伴
儿又没有工作，一家人仅靠他自己微
薄的工资勉强度日。退休后，为维持
生计，赵显达当起了走街串巷的“卖货
郎”。走遍了大街小巷的他发现许多居
民业余文化生活非常单调，不由自主地
产生了把居民组织起来扭秧歌的想
法。说干就干，赵显达在未来路街道办

事处及康复社区领导的支持下，利用业
余时间，把社区喜爱扭秧歌的居民们组
织起来，成立了秧歌队。赵显达带着秧
歌队员和老年志愿者们在社区的一处
空地上平整出一块儿空场地来，自掏腰
包，购置物件……秧歌队成立后，居民
们每天晚饭后的秧歌表演成了社区一
项固定的业余文化活动。

热情关爱下一代，这也是大家要
找赵显达的缘由。这位头发花白的老
人多次义务为附近学校的学生们讲
课，还一直积极参与社区青少年活动
工作。由于条件有限，他总是骑自行

车或是自费坐公交车。为了面对面教
育淘气的孩子，他在夏天汗流浃背地
上课；为了筹集困难学生的助学金，在
冬天的寒风中时常出现他忙碌的身
影。经过他的多次努力，爱心人士组
织成立社区“助困教育基金会”，与各
级关工委一起发动社会各界捐资，这
个社区内没有一名学生因贫困而退学
或辍学。

热心辖区群众救急，因为他是有
名的热心人。“赵大爷、赵大爷，我家自
来水管跑水了，满屋子都是水。”赵显
达得到邻居的求助，急忙拿起工具赶

到邻居家，挽起衣袖、裤腿，迅速关好
总阀门，拧紧螺丝、套扣……熟练地忙
乎起来，不多时就把破损的管道修好
了。接着又和大家一起清理屋子里的
积水，直到清理干净后，他才疲惫地离
开。每逢居民们遇到困难时，无论是
人请还是听说，他总是欣然前往。谁
家下水道堵了，他就不怕脏不嫌累想
办法疏通；邻居们闹纠纷，他苦口婆心
地劝解……

“为别人多做一件好事，就是为社
区建设多做一点贡献，这也是我一生
最快乐的事。”赵显达如是说。

“社区贤达”的快乐人生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邢光华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张黎）为保障困难群众冬季的
基本生活，确保困难群众都能得
到及时救助，中原区民政局提前
谋划，积极开展确辖区贫困家
庭、低保户等弱势群体过冬救助
工作。

中原区各街道以低保户和
低收入家庭台账为基础，做好
城 市 贫 困 家 庭 冬 季 生 活 困 难
的 调 查 摸 底 工 作 。 将 符 合 条
件的困难群众及时纳入低保，
并 保 证 各 项 救 助 资 金 的 按 时
足额发放。通过网格化管理，

对贫困户、低保户日常生活中
存 在 的 困 难 和 出 现 的 有 关 问
题，及时帮助解决。做好走访
慰问、送温暖活动的宣传报道
工作，营造一个全社会关心困
难群众、扶贫济困、奉献爱心
的良好氛围。

中原区提前谋划保障困难群体温暖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