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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张黎）为更好地集民智、聚民
意、促民需，不断推进政府决策
的科学化、民主化，中原区面向
社会公开征集 2014 年民生实事
建议。

民生实事征集按照“以人为
本、总体受益、量力而行、当年完
成”的原则，坚持把群众呼声和

需求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根据
轻重缓急，重点选取广大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特别是
在支农惠农、就业再就业、社会
保障、医疗卫生、科技教育、文化
体育、生态水系建设、环境污染
治理、市政基础设施、食品安全
等民生领域相关的事项。

中原区

公开征集2014年民生实事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
员 康昊增）日前，管城区市政畅
通工程配套安置小区正式开工
建设。

市政畅通工程配套安置小
区项目位于南台路以东、岗东路
以西、岗南路以南、南三环以北
区域，占地面积约 4.3万平方米，

建设安置房面积约15万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安置小区
全面开工建设，对加快陇海路快
速通道、紫荆山路准快速通道下
穿工程、轨道交通 2 号线等市政
畅通工程的建设速度，确保被拆
迁群众能按时顺利回迁具有重
要意义。

管城区

畅通工程配套安置小区开工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彭洁）为不断提升农村公益文化
服务水平，昨日，由惠济区文化旅
游局主办、惠济区文化馆承办的

“建设和谐新惠济，文艺下乡暖人
心”——送文艺下乡演出活动在
老鸦陈街道办事处启幕。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满足
农民群众对文化活动的新要求和
新期盼，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以

“和谐建设新型城镇化”为宣传主
题，此次，惠济区文化馆特别创作
编制、挑选了一批优秀戏曲小品、
歌曲、舞蹈、相声等节目，以生动
鲜活的宣传形式及时把党和政府
的惠民政策送下乡、送到百姓当
中去。未来两周，该文化馆还将
前往迎宾路街道办事处弓庄及迎
宾路街道办事处惠弘园社区举行

“送文艺下乡”活动。

惠济区文化旅游局

文艺下乡温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赵文静）12月份
起，二七区文化馆将免费为辖区
群众开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十
二式太乙拳和太乙球培训班”。

为响应政府“全民健身运
动”的号召，培养辖区群众对太
乙拳运动锻炼的兴趣和爱好，二
七区文化馆开办“非遗”太乙拳
培训班，感兴趣的居民都可以报
名，学习时间大概一个月，可根

据学习程度适当延长和缩短。
据二七区文化馆工作人员

介绍，太乙拳源于少林武术，经
过历代拳师的继承、发展，如今
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将禅、武、医
与养生融为一体的三十二式拳
法，主要用意念引导动作，引导
全身各部位放松及大脑入静，
有调理虚实阴阳和五脏六腑的
功能。

二七区文化馆

开办“非遗”太乙拳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邵磊）为有效打击违法建设，
构建和谐稳定的城乡环境，近日
管城区南曹乡政府以网格化管
理为依托，网格、创建、执法通力
合作，形成联动，全面开展查处
违法建设专项行动。

南曹乡位于城市东南部，是
一个典型的城市近郊乡。网格化
管理工作开展以来，南曹乡共划
分29个网格。由于经济发展、城
市扩展以及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
地理位置，使得近年来南曹乡不
时有个别村民为谋私利而违规建

房，甚至占用基本农田搞私搭乱
建。

南曹乡加强宣传教育的同
时，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覆盖面
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问题迅速
的优势，将网格日常检查和乡创
建办、执法中队突击巡查相结合，
严查、严管、严控违法建设。对于
网格发现的违法建设，由乡执法
中队依法进行立案调查，责令违
法主体限期整改，自行拆除；对整
改不到位或拒不整改的，由乡创
建办、乡执法中队会同相关行政
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南曹乡

依托网格严查违法建设

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是，在汉
族人群，1000个人中才有 3个人可
能是稀有血型，因此它也被称为

“熊猫血”，而郑州市截至目前已筛
查登记 2100 多名稀有血型者。值
得欣慰的是，正因这种血型的稀有
性，他们更愿意紧紧“抱”在一起，
当同伴有需要时，默默站出来，伸
出自己的手臂，救助别人关爱自
己。

由于没有充足的稀有血供血
量，稀有血型患者生命危在旦夕、

四处求援的事情常有发生。2002
年以前，河南省血液中心筛查登记
的稀有血型者不足100人。为了改
变这一状况，河南省血液中心组建
了一支稀有血型志愿献血者队伍，
稀有血型献血志愿者达到 900 人。
这些志愿者年平均献血量达到 27
万毫升，先后有 100 多名稀有血型
志愿者获得国家、省、市无偿献血
奉献奖。

今年 62 岁的张晓明，是这支
“熊猫血”志愿队的“核心力”，已同

“熊猫血”这三个字打了整整 12年
交道。张晓明告诉记者，他并非稀
有血型，2000年开始在河南省血液
中心负责稀有血型方面工作，多年
来一直为招募“献血志愿者”奔走
操劳，退休后的他，带着一份对这
支志愿队日久年深的情感，决定和
大伙儿继续一起“并肩作战”，“与
大伙儿打交道久了，离开这份工作
还真舍不得。”张晓明说。

“这里有60多岁的退休老人、20
岁出头的在校大学生，每次献血，大
家都是随叫随到。”市民邢会是这支

“熊猫血”志愿队的元老，曾多次参
与爱心救助行动，其中，最让他难忘
的一件事，发生在 2005 年 5 月份。

“那时候志愿者还不多。有一天，大
家收到通知，为三门峡一名严重烧
伤男子献血。”直到现在，回想起这
件往事，邢会还记忆犹新，“那是献
血量最大的一次，30多名志愿者排
队，每人献血400毫升，最后大家一
共献了1万多毫升。”

随着志愿着队伍的不断壮大，
在多名志愿者倡议下，河南省稀有
血型青年志愿者义工队也于2009年
组建。当时，仅18到35岁的义工就
达到了60人。“熊猫血”志愿队作为
一面旗帜，活跃在社会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中，用爱心传递着温暖。

用热血传递大爱
本报记者王影 文/图

11月30日，金水区综治办、文化
路街道爱心联盟志愿者联合会和农
科路社区党务志愿服务站在金城国
际小区联合举办了“我是公益达人·
千余名志愿者风采展”，活动吸引了
社区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并拍照留念。

来自爱心联盟各志愿者团队的
千余幅图片及文字说明在金城国际
小区隆重展出，爱心联盟摄影协会志
愿者的百余幅摄影作品也同时展出。

这次“我是公益达人·千余名志
愿者风采展”也是志愿者们过往活

动的检阅和活动回望显示，志愿者
们的身影活跃在街道大街小巷、楼
庭院落的各个角落——

在辖区农业路与文化路等十字
路口，有志愿者身穿红色志愿服，头
戴白色志愿帽，手拿红、绿色指挥
旗，劝导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引导行
人自觉走斑马线，协助交警维护交
通安全和秩序。

在商业门店，有的志愿者督促
业主维护公共卫生，时不时还帮助
业主们清扫垃圾，摆放门口的杂物。

在小区楼院，有志愿者则开展
卫生大检查，铲除乱贴乱画，清理卫
生死角，维护着小区的环境。网格
志愿者还组成义务巡逻队，为社区
的平安和谐保驾护航。

在空巢老人和残寡家庭中，也
有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或悉心陪独
居老人聊天，或帮助老人买生活用
品，或帮助残疾人进行无障碍设施
的改造……

爱心缔造和谐，真诚传递关爱。
爱心联盟的千余名志愿者们，用微笑
和热情阐释着“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用行动和问候关
注着身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志愿者风采展”走进社区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田关心 文/图

昨日，管城区紫荆山南路街道紫光社区党支部举办“在党旗下
成长，做革命小小接班人”活动。邀请4位志愿军老战士向孩子们讲
述革命战争故事，鼓励孩子们铭记历史，珍惜现在，好好学习，热爱
祖国，做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叶青 摄

郑州日报社区的刘国运老人是位退休老干部。退
休后，他摇身一变成了都市“农民”，辟园种菜，侍弄花
草，还制定了陪妻子、爬格子、开菜园子“三子”计划。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农村，在家种地，现在在楼顶
种菜，我根子里有割舍不掉的、与生俱来的土地情结。”
昨日下午，在颍河南里一家属院楼顶上，67岁的刘国运
老人正细心打理着一块 80 平方米左右的“菜园”（如
图），“我最喜欢摆弄这些瓜果，每天闻到瓜菜叶子里飘
出的新鲜味道都很亲切。”

每天早上，在别人去跑步做操锻炼身体时，刘国运
就会在楼顶上忙碌，捉虫、浇水、下种、采摘……“这样
锻炼身体更有乐趣，还能不花钱吃上真正的放心菜，其
乐无穷呀！”

“我种菜并不是为了省钱，三个孩子工作都不错，
我和老伴都有丰厚的退休金，就是喜欢这种收获的感
觉。”老人说，自己的菜园子成了连心园，天气暖和时，
街坊邻居就在园子里打牌聊天，不亦乐乎，而自己种出

来的瓜果蔬菜，大部分都免费送给邻居了。
“爬格子是我最大的爱好，退休后仍痴心不改。”老

人说，为了提高写稿和查找资料速度，他还自学上网打
字、发邮件……只要有了灵感和写作素材，哪怕不吃、
不喝、不睡，都会沉浸在爬格子里。正是这种执着和痴
迷，几年来，他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稿件二三百篇。

“种花种草，不急不恼；有静有动，不生疾病。”刘国
运说，这是自己的养生秘诀。

本报记者 郑磊 文/图

都市“农民”

近年来，金水区质量技术监
督局围绕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积
极开展质监服务进企业活动。
昨日，该局来到辖区乳制品企
业，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车间、原
辅材料库房、成品库房、化验室
等各个场所，了解企业的生产环
境、生产过程，现场检验检测服
务。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莫以善小而不为”，中原区棉纺路街道三
棉西社区居民殷国伟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
的。

公交车上为老人让座、将垃圾投到垃圾
箱、搀扶老人过马路，这看似一件件的小事，却
都成了殷国伟的习惯。他的这种爱心也一次
次被放大，许多居民受感染，纷纷加入到爱心
队伍中来，志愿做一个文明使者。

殷国伟家住在三棉西社区向荣街 43号楼
附 3号，他平时就是个热心人。谁家的下水道
堵了，他就拿着自制的工具帮别人疏通；他家
住在一楼，看见楼上阿姨买菜或者拎重东西，
二话不说就接过东西帮老人拿着送上楼。 11
月24日，殷国伟正要出门办事，刚走到门口，看
到本院的张素云老人心脏病突发倒在地上，他
立即上前慢慢将老人扶起，又告诉其家人，帮
老人紧急服下“速效救心丸”使其躲过一劫。
等老人好些时，才把老人慢慢扶到家中。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殷国伟说，他小时
长辈们就告诉了他这个道理。所以，他从自我
做起，从小事做起，希望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
行动帮助更多的人。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毛秋萍

“感恩的心，感谢有您……”昨日上午，金
水区利智学校师生以手语表演《感恩的心》，表
达对绿城社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感激之情。

在第21个国际残疾人日来临之际，金水区
南阳新村办事处绿城社工服务站携手“马俊芳
爱心大巴志愿服务队”在金水区利智学校开展
了“社工暖冬行动之情暖特殊儿童”活动。来
自绿城社工 567志愿服务队、中州大学青年志
愿者协会等团体的社工及志愿者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社工、志愿者们为该校100多名
孩子送上了御寒的手套和毛巾，并表演了精彩
的文艺节目，孩子们欢乐的笑声让整个校园充
满了温暖。

金水区利智学校是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在
校学生都是智障儿童，本次活动共为 112名师
生赠送了过冬的物资，这也是社工暖冬行动的
第二场活动。近期还将陆续开展关爱志愿者、
关爱外来务工家庭子女、关爱农民工、关爱社
区低保低收入群体、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等系列
活动。

百套保暖用品
情暖特殊儿童

本报记者 党贺喜

“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近日，嵩山路街道逸园社区的贾冬枝老奶奶在
儿孙、亲朋及社区工作人员的簇拥和祝福声中，
度过了她的百岁寿辰。

“老人身体健康，除了有点儿耳背之外，生
活完全能够自理，而且眼神很好，还能拿起绣花
针穿针引线呢。”提起长寿秘诀，贾奶奶的儿媳
妇李保香告诉记者，没有什么秘诀，老人的饮食
与家人完全相同，心态很好，不操什么心。贾奶
奶生于 1913年，现在是四世同堂，一大家子共
45口人，他们之间互敬互爱，相处融洽。

当大家把蛋糕放到贾奶奶面前，帮贾奶奶
一起吹蜡烛后，百岁老寿星乐呵呵地噘着嘴要
起蛋糕来。“老人就像小孩儿一样，得哄着才
行。”贾奶奶的女儿赶紧把蛋糕送到老人家嘴
边，她说母亲活到100岁真不容易，年轻时候付
出得很多，现在不管怎么样，当子女的都会照顾
好老人，因为这不仅仅是老人的福气，更是全家
的福气。

百岁老人过大寿
本报记者 赵文静 见习记者 谢娟

看到电动车未按车位摆放，他都会上前
摆放整齐；看到哪位车主忘拔车钥匙，他都
会及时代为保管；看到哪个电动车充电完
毕，他就顺手把插头拔下……他叫王江水，
在中原区绿都城小区，大家都亲切称他为

“车司令”。
王江水老人今年已年近七十，3年前来到

绿都城小区看管电动车棚。自打成了车棚“管
家”以来，他每天都要工作 12个小时。“老王来
之前，看管车棚的人经常换，小区也经常出现
车辆丢失的情况，”居民李先生说：“自打老王
来了之后，小区车辆管理规范多了。”

从接管车棚第一天起，老王就琢磨着如何
把车棚看好。刚开始，只要看到有人来车棚存
车，他都会一步不离跟在身旁，提醒车主按车
位摆放，刚开始大家很不适应，慢慢地，大家也
就明白了老王的良苦用心。

经过3年摸索，如今老王不但能见车找人，
而且能见人认车，车棚里存放本小区 70 栋楼
150辆电动车中的每一位车主，他都能随口说
出。“咱既然接了这个活，就得干好，要干好，就
得心细，心细了才不会出错。”老王说，几年来，
从来没有出现过车辆丢失的现象，这让自己很
有成就感。

小区有个“车司令”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岳永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