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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张俊永）
初冬时节，在管城区南关街道办事处锦艺新
时代社区党务政务受理服务大厅，工作人员
热情介绍着办事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和投诉电话，党务政务受理服务大厅成为群
众心目中省时、放心、满意的“党务政务超
市”。这是管城区基层党建阵地建设的一个
侧影。

今年 8 月，管城区委组织部及时调整思
路，对全区 97个村、社区党组织、党员队伍建
设情况进行拉网式调查，走访党员 1500多人
次，约谈村、社区书记 130 多人次，对基层组
织出现的问题进行条分理析，相应制定整治

措施。
从 10月份开始，管城区利用两个月时间

在全区农村和社区党组织集中开展以“强责
任、促整顿，强服务、促发展，强监管、转作风”
为主要内容的三项集中整治活动，对长期存
在的遗留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为了把“三项集中整治活动”搞得有声有
色，扎实有效，组织部统筹协调，与纪委联合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专门成立 4 个督导组严
格督查指导。同时，完善领导干部基层联系
点制度，县处级干部分包 1 个至 3 个村或社
区，科级党员干部担任村或社区“第一书记”，
区直机关单位一对一下沉，建立完善区、乡镇

（街道）、村（社区）和网格党组织，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各乡镇村、街道社区广泛召
开征求意见座谈会、民情党情分析会、民主生
活会，在重点村和社区召开乡镇办党政联席
会议，完善民情档案、民情日记。他们还利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公开墙、公益宣传漫画、飞
信、微信、短信和微博等宣传，持续推进三项
集中整治活动。

群众心中有一杆秤，问题就是“磨刀
石”。在“三项集中整治活动”中，南曹乡针对
党建阵地不达标、设施陈旧、党员教育不到位
的实际，投入 80 万元用于席村党建阵地建
设。航海东路街道办事处针对城中村改造牵

涉面广、影响大的难题，由党工委书记担任村
改社区的第一书记，调整配强社区两委干部，
每周召开民主生活会，以民主的方式，最广范
围征集民意，最大限度解决民困。北下街街
道党工委、南关街道党工委开门纳谏，查摆问
题，限时办结，逐项建立台账，问题办结率达
到50%。

通过开展三项集中整治活动，全区上下
面貌为之一新，一个务实创新、亲民爱民的
新风拂面而来。在管城区重点建设项目工
地上，人头攒动、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
的繁忙景象，掀起了新一轮重点项目建设
的热潮。

管城区推进三项集中整治活动
树形象 转作风 凝心聚力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陈静娴）近日，二七区 15家文明单位
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来到中心养老
院，为老人们送上贴心服务，拉启

“情暖夕阳爱在二七”志愿服务活动
帷幕。

志愿者们为老人送上了精彩的

戏曲和歌舞表演；郑州市第八人民医
院的志愿者为老人免费检查身体、面
对面进行心理咨询；106中学的志愿
者支起了画架，手拿画笔认真地为老
人们画像…… 15家文明单位还自筹
爱心款，为老人们购买了净水器、按
摩器、棉被、帽子、手套等生活用品。

二七区

“情暖夕阳”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杨学栋 通讯员 李
青）今年以来，惠济区科学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以项目带动，加快构筑
现代产业体系，并将此作为培养锻炼
干部、选拔任用干部的主战场，实现
项目建设与干部作风建设的良性互
动。

在项目建设推进过程中，惠济区
建立周例会制度，督查室列入督查事
项，列出督查台账，每周督查一次。

广大党员干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不
断增强服务项目建设的意识。在四
类社区改造中，花园口镇京水村成立
了名人顾问团，为群众讲解政策、算
总账，解开了群众的思想疙瘩。

惠济区“由管到帮”、内容“由虚
到实”、过程“由慢到快”，形成“项目
环境即工作态度、服务水平即工作水
平、工程质量即工作能量”的鲜明导
向。

惠济区

依托项目建设转变干部作风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
梅 付金良 李豪）昨日，记者从中原区
了解到，该区开展的首届“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评选活动揭晓。经过严格的评选
程序，中原区授予中共中原区委办公
室等5个单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称号，授予乔宏伟等 10 名同志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此次评选活动采取自上而下的

方法进行，自 11月 15日开始。中原

区负责人表示，希望把此次评选活
动作为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新的起
点，选树一批有影响力、号召力和带
动力的示范群体，发挥引导、带动和
辐射作用。同时，继续把开展争创
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作为队伍建设
的重要载体，推动争创活动向基层
服务窗口辐射，向基层一线单位延
伸，使争创活动真正促进公务员队
伍建设，推动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
的落实。

中原区

首届人民满意公务员评选揭晓

本报讯（记者 朱华 通讯员王荣
安 杜慧）上街区国税局在 2013年办
理出口退税工作中，实行一站式服
务，快速审批，及时退税，方便了纳税
人。截至目前，共审核免抵退税
3400 万元，免抵调进度、退税进度、
办理率达到 100%，三项指标全市排
名第一。

2013年上街区国税局办理退税
认定的出口企业共有 61家。过去出

口企业办理退免抵税事项繁琐。今
年以来，该局积极探索创新出口退税
管理模式，优化办税流程，简化办理
手续。7 月份在全市率先实行审批
事项办税服务进大厅。将所有出口
退税涉税事项由原先的税政科审批
改为办税服务厅一站式服务，实现与
纳税人的无缝对接。同时该局优化
纳税服务，建立了出口退税企业QQ
群，开通微博，做好纳税人网上辅导。

上街区国税局

“一站式”服务出口退税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周
凯）昨日是金水区凤凰台街道办事
处辖区“人大代表接待选民日”。一
大早，连志刚、赵金全等多名人大代
表就发起把接待日变成捐赠日。他
们带着大包衣物来到了英协社区参
加“衣往情深”公益活动。

连日来，在凤凰台街道开展的

“衣往情深”爱心捐助吸引了代表们
的注意，他们随即主动提出将“人大
代表接待选民日”活动安排在英协社
区，辖区的其他代表知道这个消息后
也不约而同赶来参加。

仅仅一上午的时间，共回收棉衣
65件。这些衣物在分类消毒后将统
一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凤凰台办事处

人大代表接待日里送温暖

在五里堡办事处鑫苑国花
社区，有一面“微心愿”墙，墙上
贴着写有居民各式各样微心愿
的卡片。这些居民微心愿由社
区志愿者采集，并由志愿者认
领、实现，他们用心点亮一个个
微心愿，让别样的温暖和关爱在
居民之间传递开来。

社区主任吴冰介绍：“社区
有 12 支文艺团队，成员们平时
多在社区活动室排练，对社区事
务比较热心。”鑫苑国花社区属
于新建小区，景观环境比较好，
部分人的不文明行为就显得分
外扎眼。为了维护小区环境，文
艺团队的成员自发在小区里开
展文明劝导活动，他们的行动得
到社区认可，最终发展成一支支
志愿者队伍，其中既有党员服务
队、巾帼服务队，也有以合唱团、

骑行队等名字命名的志愿团队。
“微心愿”活动，也是志愿者

细心观察居民需求的成果。鑫
苑国花社区有近 1.6万名住户，
由于工作人员人手有限，不少居
民发出的求助积压在社区，无法
及时得到回应。“有志愿者就提
出，不如把这些求助公布出来，
让志愿者来认领，能帮多少帮多
少。”吴冰说，在取得求助者同意
后，社区便制作了这面“微心愿”
墙，用于公布求助信息，“如果有
人愿意认领心愿，在核实、登记
认领者身份后，社区会出具介绍
信，让他带着介绍信上门提供帮
助”。

活动最初主要是志愿者收
集并认领心愿，随着居民认可度
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献
爱心队伍，微心愿的内容也变得

越来越丰富。记者看到，在墙上
贴的微心愿卡片上，最上面是心
愿发出者的姓名、住址和联系电
话，下面则是具体的愿望，其中
既有“想给儿子找个玩伴”、“想
要一副拐杖”等求助信息，也有

“想资助一名困难家庭孩子”、
“愿意义务教孩子画画”这样的
爱心信息。

“微心愿”活动进行得有多火
热？吴冰介绍，鑫苑国花社区对
志愿者实施积分管理制度，志愿
者每提供一项服务会得到相应的
积分，积分满一定数额可换奖
品。活动开展了半年多，社区购
买的水杯、水壶等奖品已经发放
出去近 2/3，远远超出社区的预
期。“这项服务拉近了居民之间的
距离，让社区变成了一个大家
庭。”吴冰说。

点亮微心愿温暖居民心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文/图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程旭雅
文∕图）“妈妈，大熊猫会把这些棉衣送给
有需要的小朋友吗？”家住洁云路社区的
徐女士拉着女儿囡囡的小手，把穿不上的
童装放进“大熊猫爱心捐物箱”里。

自从“大熊猫衣往情深爱心捐物箱”
安家洁云路社区以来，这只可爱的“大熊
猫”就备受瞩目，居民们把自己家中闲置
的衣物清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

“大熊猫”捐物箱里。这些承载着满满爱
心的衣物将运往贫困山区，分发到需要
它们的居民手中。

人家修车为了挣钱，可中原区绿都城小区花甲老人李
岩，多年来义务为大家修车，只为寻找生活的乐趣。

昨日下午，在绿都城小区 46 号楼下，记者看到李岩
正蹲在地上用电焊焊东西，腿部患有疾病的他行动起
来不大方便，但修起车来依旧动作娴熟。记者在老人
的小铺内看到，修车所用的电焊、切割机、抛光机和各
种修车工具一应俱全，“我修车不为别的，只要街坊邻
居满意就行。”

正说话间，小区居民王平礼推来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求
助，“这辆车前叉断了，推到附近修车店一问得200元，我正
在为修车费盘算时，邻居介绍来找李师傅看看。”见状，李岩
二话不说，马上帮忙检查了起来，“前叉焊焊还能用，用不着
换新的。”说完，老人便拉出电焊忙乎了起来。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切割、点焊、挫磨，车子最终“病愈”。当王平礼表示
出一点钱作为报酬时，老人很生气：“要给钱，你去别处修。
我修车只为了‘找乐子’，只要你满意就中！”

“李师傅为人热心肠，而且修车技术好，经常为大家
免费修车。”中原区巡防队员小王说，他和同事都是老
人的“徒弟”，闲暇时间经常帮助老人修车，一起助人为
乐。老人告诉记者，当初自己在小区买一楼就是为了
更好助人，因为一楼有个空院，可供自己在这儿一展身
手，“由于电费也得用自家的，老伴儿偶尔也会发牢骚，
当看到街坊邻居的感激之情时，老伴儿也很高兴，慢慢
儿就成了我的‘粉丝’。”

在中原区棉纺路街道办事处
三棉西社区有一位叫郝立全的居
民，他 34 年如一日给一位烈士母
亲汇款的事迹被传为佳话。

事情还要从 30 多年前说起。
郝立全在高中毕业后入伍。1979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有位战
友不幸牺牲在战场。回国后，他

和其他几个战友来到这位烈士家
中。当他们见到战友的母亲时，
禁不住双膝跪地，热泪奔涌中喊
出：“娘，我们就是您的儿子。”

这一声“娘”，使这几个热血
男儿的心凝结在一起。他们商量
以后大家一起挑起这位战友母亲
家中的重担，从1979年开始，每年

都要给这位战友母亲寄钱，少则
几百元，多则几千元。几个战友
都把约定默默地埋藏在心中，用
这种方式尽着“儿子”的孝心，几
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郝立全相信，给予别人的是
幸福,自己收获的是快乐。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毛秋萍

34年的孝心坚守

残疾老人
义务修车“找乐子”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岳永溆

“以前是我们求居民来学习，现在居民争先恐后来听
课。居民说，这是在家门口上‘大学’啊！”昨日，记者在管城
回族区城东路办事处商城东里社区采访，社区主任赵华感
叹，“科普大学进社区，给居民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好处。”

商城东里社区科普大学分校是我市首批挂牌的科普大
学分校之一。科普大学分校成立以来成绩斐然，连续 5年
获得郑州市科协授予的“科普大学优秀分校”、“市级科普大
学示范点”荣誉，商城东里社区2009年获河南省科协“科普
示范社区”称号。

“当年听说办科普大学，我第一个报名。”72岁的郝大
妈诉说自己的感受，“退休后体重增加了，身体变弱了，心情
越来越糟。听说有个社区科普大学，就盼着啥时候能办到
家门口，没想到这个愿望很快实现了！”

社区科普大学由市科协与社区联办，社区提供教室、教
具并组织学员，市科协选派讲师定期授课，课程涉及居民生
活的方方面面。商城东里社区科普大学分校 2008年开课
之初，经百般动员，来听课的学员不到 10人。随着社区科
普大学课程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名气越来越大，听
课的居民也越来越多，现已发展到固定学员 60多人，流动
学员不下百人，还不得不向临近社区分流学员。

赵华介绍，社区科普大学涌现出许多优秀学员。杜丽
芬和王亚轩先后参加郑州市科普大学征文和演讲比赛，分
获二等奖；郝秀芝自创的《科学养生三句半》在社区科普大
学广泛流传；学员自发组织的科普大学锣鼓队先后在市、区
两级比赛中获奖。

商城东里社区居民反映，通过社区科普大学学习，社区
居民讲科学的多了，讲文明的多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惹
是生非的少了，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家门口上“大学”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曹蓓杨茜

位于博颂路的华晨小区，是 2003年建成投入使用的，
属于明天花园社区第二网格，小区共有2栋楼，都是多层老
楼，开发单位建成后就撤离了小区，由于院小，户数少，物
业公司考虑到没有经营的利润，也都不愿入驻，这里一度
成为垃圾成山、案件高发小区，让居住在这里的 66户居民
苦不堪言。

2010年，小区居民王书勤站了出来，自荐为小区业主
代表，自掏腰包 3万多元，为小区盖起了围墙和门卫室、安
装了大门，领着居民“自治”小区，在他的管理下，小区由

“频发案”变成了“零发案”，连续三年被评为金水区治安良
好小区。

今年 65岁的王书勤，是个老实敦厚的庄稼人，2001年
儿女为他在郑州购买了一套商品房，2003年他和老伴搬进
了华晨小区。乔迁新居后，王书勤一家人都傻了眼，开发
单位建成后就撤离了小区，小区不但没有物业公司入驻，
连小区围墙、门卫室和小区大门都没有。“那个时候，院子
里垃圾遍地，连路灯坏了也没人修。”王书勤说，66户居民
那时的心里就是一个愁啊，正常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天生热心肠的王书勤在家变得坐立不安起来，在老伴的鼓
励下，他和另外一位热心居民拎着扫把，当起了小区的“义
务清洁工”，每天清早5点多就起床清扫小区，这一干就是7
年，风雨无阻。

2010年，王书勤决定自荐为小区业主代表，领着居民
“自治”小区。“不知从何时起，小区成了频发案小区，曾发
生过一个晚上被盗窃 2辆电动车、2起入室盗窃的恶性事
件，让所有小区居民都胆战心惊，不少居民纷纷搬离小
区。”王书勤自掏腰包 3万多元，为小区盖起了围墙和门卫
室、安装了大门；连续20天他上门一户一户收集群众意见，
争取居民理解和支持，收取一定的物业费用来维持基本的
垃圾清运和人员工资以及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投入；在资金
落实后，又找到两个责任心强、热心小区事业的居民担任
小区门卫和保洁。

渐渐地，昔日的“大杂院”变成了“零发案”平安社区，
搬走的居民又纷纷搬回来，连小区的二手房也变成了抢手
货。

这么多年来，没有退休金的王书勤，一直在默默地自
掏腰包，为小区居民尽心尽力的付出。面对大家的赞扬，
他总说，他也是小区的一分子，小区好了，大家好了，他也
就好了。

居民自治
乱小区变成文明院

本报记者王影 通讯员孟燕

可爱“大熊猫”
腹中装满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