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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薛松 赵怡
鹤）昨日，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办事处被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命名为“全国安
全社区”，授牌仪式昨日在南京举行。管城区
航海东路办事处成为全国 45家获“全国安全
社区”荣誉的单位之一，而河南省获此荣誉的
单位仅有2家。

航海东路办事处位于我市东南部，辖 11
个社区,常住人口 9万多，流动人口 2万多，有
各类经营单位1800余家，生产、生活安全重如
泰山。办事处于 2010年 1月启动“安全社区”
建设，办事处成立由街道党工委书记和办事
处主任为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科室（社
区）和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辖区公共单

位、社会志愿者参加的“安全社区”促进委员
会，设立了“安全社区”创建 7个项目促进组，
建立了“广泛动员、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上下
联动”的工作和运行机制。

办事处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各
界的沟通协作，把“安全社区”建设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居民的安全感、满意度和辖区安
全生产环境不断增强，先后获得“河南省平安
建设先进街道”、“郑州市安全生产工作先进
单位”、“郑州创建先进单位”、“郑州市安全生
产宣传教育培训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

在“安全社区”创建过程中，航海东路办
事处以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为先导，通过安
全漫画长廊、沿街 LED屏、安全小礼品、宣传

单、安全知识手册、微信、QQ等多种载体，广
泛宣传“安全社区”知识，使“安全社区”理念
深入人心，并且利用社区学校、职工课堂、农
民工夜校、中小学校等教育平台，广泛传授安
全知识，开展安全知识以及技能竞赛等，两年
来，先后安全培训22100余人次。

办事处将“安全社区”建设工作纳入“民
生工程”进行考核，联合职能部门对辖区各类
场所安全工作实施动态监测，坚持每周对重
大危险源、每月对人员密集场所、每季对一般
场所检查一次，对统计的数据进行建档登记、
分类汇总、科学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明确重
点场所、重点人群、重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划
分社会治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消防、交

通、居家、校园等7个安全促进项目，根据每个
项目涉及人群的具体情况建立事故伤害监测
和干预制度，使安全促进的指向性更明确。

为构建居民参与渠道，办事处在社区网
站设立安全论坛，成立居民议事协商会议，制
作“安全 365”互动卡，开展安全座谈等，使得
辖区各类人群都能广泛参与到“安全社区”建
设工作中，各类事故的发生率持续降低，辖区
连续3年未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亡人事故。

昨日，“全国安全社区”工作会议在南京
召开，航海东路办事处被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正式命名为“全国安全社区”，全国
共有 45家单位获此荣誉，而河南省获此荣誉
的单位仅有2家。

航东办事处获授全国安全社区
河南省仅有两家单位获此殊荣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
员 张超）打铁还需自身硬，先正
己、后正人。日前，惠济区在加大
全区范围作风整治的同时，召开
专题会议部署纪检监察系统作风
建设工作，着力强化系统内部队
伍自身建设，确保惠济区反对“四
风”活动全面覆盖不留缝隙。

此次专项监督检查对象涵
盖全区纪检监察系统所有干部
职工，活动主要采取明察暗访方
式进行，检查的主要内容涉及：

上班迟到、早退，有事不请假、外
出不报告；工作时间擅离职守、
串岗聊天；工作时间从事网聊、
玩游戏、看电影、炒股票等与工
作无关的事情；工作时间到茶
社、洗浴中心等休闲娱乐场所，
以 及 其 他 违 反 工 作 纪 律 的 行
为。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纪
违规行为，要相对系统外其他同
志严惩重罚，以铁的纪律打造纪
检监察系统廉洁高效务实为民
的整体形象。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曹红改 张施）日前，中原区三
官庙街道办事处以“一学三促”活
动为契机，整合各方力量，在辖区
范围内展开了社情民意“直通车”
活动。

社情民意“直通车”活动把
“五个直通”作为重点。分别是
“直通”党员、“直通”企业、“直通”

辖区单位、“直通”居民、“直通”弱
势群体。通过与社区党员面对面
交流，查找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听取党员的
意见和建议，理清发展思路，鼓励
和引导党员在社区建设等方面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推动街道上下
形成争创先进、争当模范的良好
氛围。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刘晓静）为了摸清辖区经济底
数，规范税收秩序，管城区城东路
街道办采取多项措施，对辖区内
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进行普查
登记，督促相关纳税人依法办理
相关证件，及时补交欠缴税款。

办事处协护税科室联合区
地税局专管人员，以地税专管片
区为依托开展覆盖全辖区的拉
网式普查登记，划分若干税源区
域，确保边界处划分明确，登记

普查彻底，税源不流失。对在普
查过程中发现的经营地注册地
不一致企业、无证经营商户、漏
管少缴税商户发现一家整改一
家。针对税源普查中发现的问
题，由街道办牵头组织工商、国
税、地税及企业代表座谈，澄清
政策、深入探讨，共同拿出解决
方案。

截至目前，城东路辖区新增
纳税户 110 户，纳税额较去年同
期净增105万元。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
员李伟涛）近 段 时 间 ，接 送 孙
女上下学的刘大爷惊喜地发
现，自打校门口设立了“城管
护学岗”，学校周边不再拥堵
不堪了。

在长江路碧云路口，有长江
路小学和六十二中两所学校，一
到上下学时段学校周围就人流
车流摊贩齐聚，显得十分拥挤混

乱。为此，京广路办事处建立了
“城管护学岗”，要求执法队员每
日在上放学期间坚守岗位，清理
该路段的出店、占道经营，引导
家长规范停车，以确保道路通
畅。为疏导此路段的流动摊点，
办事处还在春晖路和红云路设
立堵疏结合点，让流动摊贩免费
在此经营，达到了堵疏结合、人
性管理的双赢效果。

本报讯 近日，沁河路社区党
支部联合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开展“一学三促送健康、卫生服
务我先行”义诊活动，为辖区老
党员免费做心理健康讲座。

活动还对社区内居民进行

高血压、高血糖、外科、妇科、
呼吸科、风湿科等常见项目的
检查。活动过程中，专家们认
真 为 居 民 做 检 查 并 热 心 解 答
关 于 医 疗 、保 健 方 面 的 问
题。 （黄文浩）

惠济区纪委监察局

反对“四风”不留缝隙

三官庙办事处

“直通车”服务弱势群体

城东路办事处

摸清底数培养税源

京广路办事处

设立“城管护学岗”

沁河路社区

健康义诊送到家门口

在建华社区活跃着这样一支
合唱队：成员全部在 65 岁以上，而
乐队“大拿”王文秀已年逾八旬；她
们自谱曲调，做歌填词，唱出和谐
邻里情。

初见王文秀老人，但见她面色红
润，丝毫看不出已年逾八旬。老人是
一位退休音乐教师，自打退休后，她
就将楼院里的老年人组织起来唱歌，

渐渐形成了小有名气的合唱队。每
逢夕阳西下，大家就聚在一起唱上一
段，既丰富了晚年生活，又为楼院增
添别样的风景线。

“最早是2001年吧，我就在小区
内组建了第一支老年合唱队伍。”老人
回忆说，当时正值郑州全面开展“道德
规范进万家”活动的高峰，为了能让公
民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她就拿起电子

琴，根据多年的音乐教学经验，自谱曲
调，将公民道德规范填词到歌曲中，然
后教楼院里的老人们传唱。

大家的热情让王文秀老人备受
鼓舞。2004 年，老人搬入交通路建
华街小区居住，安顿好之后，她就主
动找到建华社区，建议组建一支老
年合唱队伍，让大家老有所乐。在
社区大力支持下，建华社区“夕阳
红”开心合唱团成立，一时间成了老
人们的热议话题。

在合唱团内部，和谐是缓缓流
淌的主旋律，队员们都自觉积极为
大家做力所能及的事儿，你帮着抄
歌谱，我帮着去复印，这让邻里关系
更和谐。每次参加演出，老人们都
统一服装，佩戴统一饰品，展现出健
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如今，建华社区“夕阳红”合唱
队已发展至 40余人，年龄均在 65岁
以上，很多人都是社区家喻户晓的

“明星”，每次出场都能吸引众多“粉
丝”捧场。

在王文秀老人的指挥下，合唱
团如今不管是在整体形象上，还是
演出水平上都尽显大家风范，参加
过大型演出 30余次，将邻里和谐演
绎得淋漓尽致。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
讯员 刘洋 文/图）看到有
人摆摊叫卖，社区工作人
员竟当起了后勤保障员，
原来，这是人和社区组织
辖区小朋友进行的慈善义
卖。

昨日一大早，升龙国际
广场上热闹非凡，小朋友们
卖力地吆喝着，而他们的摊
位上可谓应有尽有：书籍、
玩具、五花八门的手工艺品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都
被孩子们的义举所感动，纷
纷上前选购义卖品，献出一
份爱心。

人和社区书记樊玲
玲介绍说，此次爱心义卖
募集的2000余元善款，将
全部捐助给贫困山区的
孩子们。

娃娃义卖献爱心娃娃义卖献爱心

河 南 农 业 大 学 大 学 生
王 萍 ，是 一 名 年 轻 的 志 愿
者 ，身 影 经 常 活 跃 在 志 愿
服 务 一 线 ，然 而 在 花 样 的
年纪，却遭遇病魔的袭击，
被 医 生 确 诊 为 白 血 病 ，家
境贫寒的她无力支付医药
费 用 ，这 时 一 双 双 友 善 的
爱 心 之 手 向 她 伸 出 ，为 她
的生命重新点燃了希望。

王萍是河南农业大学机
电工程学院 11级机械设计制
造及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老
家在驻马店市新蔡县，家境
十分贫寒。新生入学后，王
萍除了平时刻苦学习，还积
极参加学校的各项志愿服务

活动，为不少需要帮助的学
生、老人送去帮助和关怀。

“他们快乐，我就快乐。”每次
志愿服务回来，王萍都感觉
无比幸福。

天有不测风云。10月 22
日，噩耗袭来，她被医生确诊
为白血病，目前还没有找到
匹配的骨髓进行移植，只能
靠药物来维持，现在每天的
医药费数千元，这对于一个
农村家庭来说是遥不可及
的。为了治病，她的父母将
自己老家的房子都卖掉了，
家里已经举债累累，经济上
十分困难。“王萍，别担心，还
有我们在你身边。”听说了王

萍的病情，文化路街道爱心
联盟志愿者联合会、南阳新
村办事处绿城社工服务站等
爱心公益组织，以及社区的
党员志愿者、网格青年志愿
者纷纷行动起来，慷慨解囊
的同时，他们还抱着捐款箱
走上街头，为王萍筹集生命
延续的善款。

截至目前，来自社会各
界好心人士的捐款已经达到
10 万元。当送至王萍手中
时，王萍感动得直流泪：“等
我病好了，我要帮助更多的
人。”记者从院方得到消息，
目前，王萍的病情已经基本
得到控制。

昔日助人 今朝受助

白血病大学生好人有好报
本报记者王影 通讯员 关心 李康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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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工笔画，画得像模像样，多姿多
彩，栩栩如生。谁能知道它会出自2010年
才入门学习、今年78岁的社区老年“画家”
张香兰之手？

而张香兰只是金水区北林路街道鑫
苑社区老年“画家”四姐妹之一，社区居民
一提起她们，没有不服气的。

说起“画家”四姐妹组合，那还得从
2009年说起。2009年的一个早晨，许多老
年人在小区里锻炼身体，在相互间的叙话
中，得知当年67岁的高爱清女士原是开封
市画院的一位老师。于是，就有人提出，能
不能向她学画画。高爱清当时就答应了她
们。就这样，对画画感兴趣的查群英、张香
兰、李志就聚集到了一起，拜高爱清为师。
她们先学工笔画，后攻写意画。四姐妹坚
持每周三上午半天集中到社区文化活动室
学习、练习，回家后再坚持练习。

年过花甲学画画，谈何容易？为了学
会“功夫”，她们每个人手上都买有七八本
画册作为“第二老师”。别看她们平均年
龄 72.25岁，可学起画画来非常投入，有板
有眼还有韧劲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功夫不负有心
人。如今，四姐妹中除老师高爱清外，每人
手里少则有 30 幅，多则有 50 幅像样的作
品。这些作品不仅装点着居室，而且还在
今年“七一”期间拿到办事处大厅展览呢。

画画让四姐妹走到一起，还使得她们
有了亲情共鸣：“俺四个老姊妹，既是师生
关系，又是姐妹关系，还是朋友关系。可
以说，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四姐妹“画家”
社区留美名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温阳松

张咏梅是 68路车的公交车长，自参加
工作以来，她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文明的服
务赢得乘客的赞誉，被人们称为“公交车上
的文明使者”。

1996 年，张咏梅当上了 68 路公交车
长。68 路是一条连接西郊与火车站的线
路，沿线企业、学校和居民新村较多，乘客
成分较为复杂。结合自己十几年来的服务
经验，她把每天迎来送往的乘客归为 3 种
类型，用“热心”来服务他们。

上班族，这类乘客来去匆匆，对班次准
点、行车速度要求较高,被她视为第一类
型。张咏梅为此制定了一套特色服务方
法：早上利用车厢内广播播放新闻，其余时
间播放轻松欢快的音乐。每次停站她都要
前后看一看还有没有赶来的乘客，尽可能
让他们安全、快捷的乘上车。

老弱病残孕的乘客被她视为照顾族。
对于年老体弱的乘客她总是格外照顾。一
天，一位 80多岁的老人在火车站西广场乘
车，当时车内非常拥挤，看到老人想上车又
挤不上的样子，张咏梅忙跳下车，搀扶他上
了车，并动员车上的乘客给老人让座。老
人后来专程让他的儿子给车队送来了感谢
信。

第三种是外出办事族和外地观光旅游
的乘客，他们大多人生地不熟。张咏梅总
是热情且不厌其烦回答乘客提出的问题，
使乘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张咏梅常说：“车辆如同战士的枪，能
够帮助你完成人生和事业的追求。”她爱护
车辆胜过爱护自己，因此多年来未发生因
日常保养、检查不到位而引发的车辆抛锚、
让乘客等在车里或换乘车的记录。

她是这样解读自己的职业的：“公交车
长虽然工作平凡，却最能体现一个行业、一
个城市的形象，因此应该用心去做，用心去
体会，用心去钻研，我时刻牢记，我是一名
公交车长，我代表的就是郑州的形象。”

公交车上的
文明使者

本报记者 王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