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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之窗

新郑动态

近日，新郑市绿源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在忙
着采摘蔬菜。该公司位于梨河镇黄甫蔡村，占地
1800亩，所生产的蔬菜直接供应广州、香港、澳门等
地，每亩年产值数万元。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农林科技界“委员之家”针对该市新
村镇七里井村群众的饮用水污染问题，主
动与该市水务局、新村镇党委政府联系沟
通，在镇区北侧打了深井，协商解决了该
村群众吃水问题；社会法制界“委员之家”
针对城乡公共健身器材损坏严重问题，协
调该市相关部门筹资 50 余万元，进行了
全面整修，方便了居民的健身需求；教体
医药卫生界“委员之家”开展“送文化送医
药送健康和青少年心理咨询”；经济界“委
员之家”围绕新港产业集聚区建设，逐个
深入企业走访，针对集聚区的特色产业、
龙头项目、产业链条等问题提出提案 20
余个，促使聚集区产业关联、企业集中、发
展集约、功能集合，形成了食品加工、生物
医药等特色的工业园区……

深入基层用心听群众心声、贴心访民
生民情、真心反映社情民意，以实实在在
的行动，努力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创建委
员之家，树立委员形象”活动开展以来，新
郑市政协各“委员之家”借助“创、树”活动
平台，带着政协委员访民情调查表和民情
日记，深入分包村（社区）了解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及时
反映给相关部门，促使相关问题及时解
决。各“委员之家”通过组织委员、带动群
众，积极参与到该市政协的视察调研活动
中，配合完成了新郑市十二五规划建言献
策、煤炭循环经济园区建设、新型社区建
设、房屋确权、菜篮子工程、物业管理、校
车安全、古枣树保护、环卫工人待遇、公立

医院建设等 38 项调研视察活动，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得到该市市委、市政府的充
分肯定与采纳。

为使委员们学习在“家”中、知情在
“家”中、议政在“家”中、联谊在“家”中、
服务在“家”中，该市政协每个“委员之家”
的委员每季度定期集中在一起，通过举办
座谈会、研讨会、专题讲座、集中培训等多
种形式，学习全国、省、郑州市两会精神，
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政协知识及市
政协编辑的《新郑政协信息》和工作动态
等，激发了委员的履职热情，提高了综合
素质和参政议政能力。

自去年以来，新郑市政协率先在郑州
市县（市、区）中以“委员之家”为平台，把
全市所有政协委员融入到网格中，市政协
主席和其他班子成员联系一级网格、界别
委员联系二级网格，实现了一级二级网格
的全覆盖。深入开展“政协委员走网格、

访民情、解民忧”及“六进十送”服务活动
和“五个一”活动。编辑的《新郑市政协委
员“走网格、访民情、解民忧”社情民意汇
集》得到了参加政协新郑市四届二次全会
人员的高度评价。

该市政协袁燕委员利用自身优势，积
极开展青少年健康知识的普及，并跟踪辅
导学生 109例，约 2000人次，避免因厌学、
家庭教育问题引发的某些心理困扰；董秀
智委员为提高村民居住环境，捐资 12000
元，为村里安装路灯 20余盏，修排水管道
300 米，协调资金十多万建设了村文化大
院；委员沈国彬筹资对所联系网格孟庄镇
酒孙村的贫困学校和学生捐赠 5 万元及
课桌椅、电脑、体育器材等；王胜军委员筹
资 7万元资助 20名贫困大学生；高慧芳委
员无偿为村设立路灯 50 余盏方便群众，
帮扶 70 多名群众走上致富路，出资 6 万
元，为困难群众送米、油、棉被等，出资 7

万元资助 50多户贫困中小学生……众多
委员们的善举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展
示了政协委员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精神
风采。截至目前，该市政协各“委员之家”
共开展集中活动 175 次，培训学习 98 次，
委员撰写提案 925件，接待来访群众万余
人次，收集社情民意千余条，组织公益活
动 126 次，捐资捐物据不完全统计达 200
多万元。“创、树”活动连续四年被郑州市
政协授予优秀组织奖。

五年来，“创、树”活动的开展，推动了
新郑市政协工作创新，使委员们更加贴近
基层、联系群众。“委员之家”已成为党和
政府联系群众的一个新渠道、新纽带、新
平台，为该市的和谐社会建设起到了积
极作用。同时，通过“创、树”活动，委员
们建言献策、民主监督、桥梁纽带、示范
带动、凝聚人心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
挥，不少委员踊跃投身各类慈善公益活
动，捐款捐物搞资助，赢得人民群众的认
可和支持，使人民群众对政协委员的作
用有了新的认识，树立了新时期政协组
织和政协委员善践务实、亲和睿智、进取
为民的良好形象。

近期，新郑市委按照郑州市政协关于
加强基层政协工作的要求，研究决定成立
了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政协工作委员会，
为进一步拓宽政协工作和“创、树”活动提
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我们坚信，在

“创、树”活动中，新郑市政协一定会走出
一条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的道路。

深入基层助发展 政协工作创新路
——新郑市政协“创建委员之家、树立委员形象”活动五年工作撷英

本报记者 赵地高凯

她，被众人称为“孩子王”，总能让生病
孩子的家长放下提到“嗓子眼”的忧虑；

她，被众人称为“保护神”，让每一次焦
急走进医院的脚步再出去时总是轻松不少；

她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在儿科医生
的岗位上一干就是53年，用母性的温和播
种爱心与希望，用白衣天使的职责践行着
庄严的承诺：健康所系、生命相托，她高尚
的医德、精良的医术备受当地群众称颂。

她就是新郑市中医院儿科医生陈桂
枝。近日，记者走近她，了解她默默奉献背
后的故事。

从不到15岁时就拜师学医，陈桂枝认
真学习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刻苦钻研技
术，虚心向同行求教，她熟练掌握儿科诊疗
技术，成功挽救了数千患儿的生命，几十年
来从未发生过医疗及服务方面的纠纷。

她对医生的职位有着自己的理解：“选
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是进了善门，就要做
善事。”每天看着一个个为生病孩子发愁的
父母，听到一个个患儿哭啼的声音，陈桂枝
的心里很不好受：“要换位思考，将别人的
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将别人的痛苦当成
自己的痛苦，一心一意地给他们看病。”她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温和地和孩子
对话、轻轻地抚摸孩子的眉头、不紧不慢地
跟家长讲解护理知识……

陈桂枝认为，孩子家长选择让她来为孩
子看病，就是信任她，甚至把孩子的生命大
权交给了她，她没有理由不尽力给孩子看
病。自己肩上扛的是沉甸甸的责任与担
当，是沉甸甸的希望与信任，甚至是沉甸甸
的生命，自己应该义不容辞地全身心投入。

53 年来，陈桂枝没有一个节假日，就

是正常的春节也没有好好地过过。只要有
病人，不管她身处何地，都尽快地出现在病
人面前。很多家长都慕名找她看病，平时，
她一天要给 150个左右生病的儿童看病，
每次看完后，只想躺下来休息一下。同样，
她的休息时间也很忙。

她依然记得一个冬天的晚上，忙到半
夜的她刚刚回到家里躺下，突然听到外面
传来一阵紧迫的敲门声，她预感到又有生
病的孩子来了，拖着困乏的身躯跑步打开
大门，门外站着一家三口，一位年轻的爸爸
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旁边站着年迈的爷爷
奶奶，奶奶哆嗦着说：“我孙子才五天，刚喂
奶时呛了一口后，嘴唇发青，全身发紫，哭
不出声了！陈大夫，你快救救他吧！”顾不
得多想的她，忙随他们返回离家不远的医
院。襁褓中的孩子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
态，粗重的喘息声证明了呼吸道堵塞缺
氧。见此状况，她立刻取出纱布清理孩子
口腔分泌物，由于条件有限，没有吸痰器，

紧急情况下，陈桂枝立即口对口吸出孩子
口腔异物，并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等抢救
措施。终于，孩子哇的一声哭了，总算活过
来了！这时，孩子的奶奶拉着木讷的孩子
爸爸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号啕大哭：“陈大夫
啊，你就是俺孙子的救命恩人啊！你可让
俺咋感谢你啊……”

如今，她已经年老了，但是她说：“人老
心不老，为人民服务的心不能老。不能把
自己学到的技术当成资本，要当也要当成
为人民服务的资本。”她以身作则，以此来
要求科室成员谨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
快地形成儿科技术梯队。

53年过去了，她记不清楚自己给多少
个儿童看过病，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他们的
模样也慢慢地模糊了，只有那些发黄的感
谢信诉说着孩子和她之间的故事；回忆起
那些年少时自己医治过的患儿，几十年后
带着他们的子女、孙子还来找她看病，那一
刻她很知足，感到很幸福。有时候，她走在

大街上，突然一位家长指着她对孩子说：这
位奶奶救过你的命。那一刻她很自豪。

在这几十年里，她因事迹突出，多次被
郑州市、新郑市评为“重大贡献人物”、“三
八红旗手”、“白求恩医务工作者”、“先进卫
生工作者”、“兴邦女标兵”等荣誉称号，收
到的感谢信、锦旗、匾额更是不计其数。可
她从来不骄不躁，依旧在一方办公室里演
绎着医生的精彩。

然而毕竟岁月不饶人，因她既往就有
心脏病及脑梗塞，2007年又被查出糖尿病，
往往一不小心血糖就飙升，甚至很多次高
至血糖仪测量不出！而低血糖又像噩梦一
样不时出现，使她的体重大幅度下降，脸庞
慢慢变得瘦削。可即使这样，她依然坚持
为儿童看病，不止一次因低血糖而晕倒在
诊断桌前。

身体不好，她就更加珍惜工作时间，精
心呵护每个患儿的身心健康。她说：“生命
一分钟，敬业六十秒。只要我还能动，只要
我还不糊涂，我就放不下那些生病的孩
子。”68岁的她就像停不下来的陀螺，她的

“档期”很紧，时间在她这里就是稀缺资
源。每天，她都在跟时间赛跑；每天，她都
在用自己的爱心托举生命。

加快都市型现代
农业示范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高凯）10月 28日，新郑市领导
李志强带领林业、财政等部门负责人调研该市都市型现
代农业示范区的土地平整情况，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现
场办公。

针对土地平整中涉及的枣树、苗圃移植等问题，该市
领导要求各部门要通力配合，统筹规划，切实维护好广大
农民利益，加快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司法局

5万副普法扑克送群众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高凯 通讯员 王军现）近日，在新

郑市炎黄广场，热闹异常，原来是新郑市司法局在这里组
织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在免费发放的各种宣传资料中，
法律援助普法扑克牌最受群众欢迎，被过往市民索要一
空。原来，这种扑克牌上印有与广大群众密切相关的《劳
动合同法》、《法律援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
规内容。“今后，我们可以一边玩扑克一边学习法律知识
了。”刚刚领到扑克牌的一位市民高兴地说。

该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展法律咨询和宣传活
动的时候，发放宣传页，老百姓往往是左手接右手扔，而
做宣传展板，时效短、难流传，新郑市司法局在开展送法
下乡和普法宣传的过程中发现，玩扑克牌喜闻乐见，容易
普及和接受，就将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一些法律常识以案例、谚语的形式制作成5万副扑克牌，
寓教于乐、便携易存。

为了进一步服务群众，普及法律知识，新郑市司法局
将利用法律进乡村、进社区以及各种宣传和咨询活动，通
过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全市近千名人民调解员免
费向农村村民、社区居民派送发放扑克牌，让千家万户在
娱乐消遣的同时，也能学习到各种法律法规知识。

供电公司

度冬保电早准备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 通讯员 刘君红）为全力保

障全市居民生产、生活用电安全可靠，确保冬季电网安全
运行，保证电力有序供应，近日，新郑市供电公司把加强
隐患排查整改，加强电网风险预控，加强电网项目改造作
为迎峰度冬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该公司迎峰度冬各
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

该公司紧密结合秋季安全大检查情况，对发现的隐患
处理情况认真开展“回头看”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对所辖变
电站、供电设备、配电台区和400伏及以上高低压线路进行
拉网式排查，确保电网设备“零缺陷”安全运行；科学制定
电网迎峰度冬方案和应急预案，加强同时期、同节点负荷
分析和预测，制定有序用电方案，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
加快实施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和技改工程，加强工程全过
程管控，在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工程提前完工。

水务局

解决千余师生安全饮水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通讯员 崔长树 王松超）近日，新

郑市龙湖镇第一初级中学饮水安全工程项目通水，彻底
解决了该校师生1400余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据了解，由于该校内原自备井难以满足全校师生日
常的学习、生活用水，在新郑市水务局的积极协调下，该
校被列入新郑市 2013年中央投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
目来解决。该工程已于10月底通水，这也是新郑市2013
年中央投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第一个通水工程。

社保局

提前两个月完成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续费

本报讯（记者 边艳）近日，从新郑市社保局传来喜
讯，全市提前两个月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续费任务，缴
费人数和基金征缴金额在郑州市各县市中位居前列。

据了解，截至 10月底，新郑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共
计完成缴费 23.7万人，征缴保险费 3073万元，完成郑州
市目标任务的 121%，争取省市财政缴费补贴资金 900万
余元，为推进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持续、健康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理论学习
激发工作活力

本报讯（记者 樊鹏飞 通讯员 王建丽 常金峰）近日，
记者从新郑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该局已先后三次组织学
习《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一书，此
次学习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据了解，《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
2013》一书是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
面”系列通俗读物的第 11本。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在准
确掌握群众所思所盼的基础上，梳理出公平正义怎么保
障、收入分配怎么改革等 9个问题，着眼群众视角、直面
社会现实，充分表达了广大群众的理论诉求和现实期盼。

据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每次学习结束后，全体干部
职工纷纷发言，谈感想、说体会，认为该书解答了人们对
当前社会问题所思所惑，并表示将增强做好交通工作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改进工作作风，为推动交通事业快速发
展做出新的贡献。

近日，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全院数百名医护人员
中举行“中国梦·我的梦”主题演讲活动。白衣天使们结
合自身成长经历和职业感悟，用真挚的语言，阐述自己
对“中国梦”的理解，发扬二院一以贯之的注重医德、爱
岗敬业、关爱病患的精神。 本报记者 沈 磊 摄

2009年以来，新郑市政协按照郑州市政协《关于在全市各级政协组织中
开展“创建委员之家，树立委员形象”活动实施意见》的总体要求，建立了党政
群界、经济界、农林科技界、社会法制界、侨台民族宗教界、工商联界、教体医药
卫生界、乡镇等八个“委员之家”。按照“五有、五家、五型”标准（有组织、有场
所、有设施、有制度、有活动；学习之家、民主之家、履职之家、温暖之家、联谊之
家；学习型委员、民主型委员、务实型委员、创新型委员、奉献型委员），把全市
239名政协委员（含驻新郑市省、市政协委员）按界别分配到了八个“家”中。

真情实意慈母心
传递医德正能量

本报记者 尹春灵

新郑好人

人这一生，来世上走一遭不容
易，就看你如何走，如何走得有价
值。选择医生，就是选择进入善门，
就要从善事，不让一个病人从自己
面前失望地走开，用自己的微薄之
力拯救生命。 ——陈桂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