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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街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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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打 造
有 特 色 、有 品
位、有广泛认同
感和有强大吸引力的群众文化，普惠于
民？金水区重在“常、实、高”三个字上
做文章。

“常”即常办常新，不断为艺术活
动注入新的内容。

“实”即与经贸活动结合起来，通
过举办群众文化艺术节赛活动，推动
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高”即高起点策划，高水平运作，
把每一场群众文化活动都办成精品，
全区人民都能从中获得不同程度的精

神和物质满足。
“常、实、高”

堆起的是群众文
化坚实的基座。该区 17个街道办事
处、198个社区每年举办各类群众文化
活动共650余场次，参与演员达3万人
次，吸引观众40万人次。

“中国（郑州）国际街舞大赛”在
郑州落地生根，创办者就在金水区。
作为“中原之窗”，金水区囤积了多家
街舞培训机构和众多街舞从业人员
及街舞爱好者，超过 30 万人接受过
街舞正规培训，多人次在国内各大专
业赛事中获得不俗成绩。

享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栾月琳 孙志刚 党贺喜 见习记者 谢娟 文/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创建是国家文化部、财
政部“十二五”开展的一项战
略性文化惠民项目。2013年
底我市荣获国家首批“公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示 范 区 ”称
号。 郑州创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成效如何？
市民怎样享受创建成果？记
者近日分头采访。

管城区连续五年设立公共文化
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公共文化基础
设施维护、文化设备购置、区社（村）
两级图书馆图书更新、文化场所免
费开放补贴和开展公共文化活动，
区文化馆综合标准达国家二级文化
馆标准；区图书馆成功晋级“国家二
级图书馆”；太乙拳、泥人赵、古琴制
作等国家、省、市级非遗项目传承馆
也很受欢迎。

在北下街街道代书胡同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1200 平方米的综合文
化站装修典雅，图书室、阅览室、科
技活动室、文娱活动室、健身房、绿
色网吧、老年博学院、老年书画社、

社区青少年四点钟课堂等应有尽
有。社区主任陈思介绍，街道投资
100 多万元升级改造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成立了社区党校、老年书画协
会、文体队、舞蹈队、校外课堂、老年
大学、市民学校等，社区业余文化活
动丰富多彩。

管城区共建成 4个街道综合文
化站、57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26个
农村文化大院、27个农家书屋。北

下街街道文化站突出“书香文化和
胡同文化”特色，陇海马路街道文化
站突出“党员志愿者和红十字精神”
特色，航海东路街道文化站突出“郑
州党建和工人运动”特色，南关街街
道文化站突出“革命传统和中华抗
战史”特色，东大街街道文化站突出

“3600年商都史和中原深厚文化史”
特色等。基本形成以区文化馆、图
书馆、非遗传承馆为龙头，以街道综
合文化站和农村乡镇文化大院为带
动，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村级农家
书屋为基础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网络。

中原区图书馆总面积 2000平方米，藏书量 24.5
万册，地方文献室藏书 2万余册，是郑州市各县（市）
区图书馆藏量最多的地方文献室。区图书馆还与
省图书馆联网开通数字图书馆，为读者提供 200 多
万册全文电子图书、9000多种电子报纸期刊和名家
讲座在线浏览等。区文化馆设有多功能厅、文化艺
术展厅以及 17个专业工作室。其中，古字画装裱技
术被列入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原区建成街道文化站 12个，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105个，实现了社区基层文化站点全覆盖。该区每
年累计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900场以上。组建专业乐
团——中原爱乐轻音乐团，在省艺术中心为群众开
办免费新年音乐会，走进社区、走进公共文化场馆，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先后
培养出百人盘鼓队、百人秧歌队、军鼓队等30余支民
间文艺队伍，成立了美术培训部、书画联谊会等。

绿东村街道办事处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培育基
层文艺人才。电缆一社区与跆拳道俱乐部开办贫困
家庭未成年子女免费培训班；桐柏社区为辖区舞蹈爱
好者举办舞蹈培训班；电缆二社区邀请专业人员对老
年合唱团培训。目前，该街道文化站有老年合唱团、
空竹协会、老年模特队、秧歌队等文化队伍20余支，参
与活动人数达300余人。

二七区康桥华
城社区，每到节庆
时社区都会有各式
各样的文化体育活
动。内容包括民间歌舞、民俗民风，居民
在一起自娱自乐，或吹拉弹唱，或舞文弄
墨，形式与内容都贴近生活、贴近百姓。
如“社区公益讲学班”、“雷锋精神耀康
桥”公益活动、“康桥家家飘书香、华城人
人心向学”读书活动等。据统计，康桥华
城社区平均每年举行大小活动近100项，
参与活动的居民群众达5000余人次。

大学路街道负责人介绍，自“公共文

化 服 务 体 系 示 范
区”创建工作开展
至今，街道紧密结
合“文化服务群众”

理念，先后建成了总面积达400平方米以
上的街道综合文化站，社区居民图书馆
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56小时，街道综合
文化站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42小时，各
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为社会公众提供免
费上网服务时间每周不少于42小时。辖
区内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向社区居民
和外来务工人员开放，公共文化服务方
式向多元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文化惠民 夯实基础

群众文化 普惠于民 公共文化 服务多元

加大投入 培养队伍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南彩路等17条区管道路上半年全部建成，
杏梁路等10条市管道路正加快建设……二七区提速交通路网建设，
助推南部交通更加通畅。

为了进一步打通南部路网，二七区已于去年完成市政府“畅通郑
州”工作要求的 48条道路拆迁任务。目前，30条市管道路中留园路
等9条道路建成通车，杏梁路等10条道路正在建设，其余道路正在设
计中。18条区管道路中，五彩路建成通车，南彩路等 17条道路全部
开工建设，上半年将全部建成。

与此同时，二七区自加压力，今年新增规划建设区管道路30条，
总长度32.4公里，拆迁、建设总投资5亿元。截至目前，寒山路等4条
道路正在建设，其余道路正在设计中。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张鹏飞）“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
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近日，管城
区团委举办“传承五四精神 汇聚青春力量”主题系列活动，强化团员
青年责任意识。

为了让更多的人投入到活动中，管城区团委在“五四”之前开展
“共青团干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辅导会”、“传递青春能量·
服务管城发展”青年志愿服务活动、“服务青年 结缘管城”青年交友
联谊等团日活动。结合青年特点和多元化需求，评选出了 10个“最
佳团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朱华 通讯员 穆文涛 王滑）上街区峡窝镇建立“五
学五到五分包”工作机制，24个村、社区党（总）支部和38家非公企业
党组织对照先进找不足，为民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

“五学五到五分包”包括：学习焦裕禄的奋斗精神，到任务
最艰巨的地方去，分包一个工程项目。学习焦裕禄的担当精
神，到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去，分包一个信访案件。学习焦裕
禄 的 求 实 作 风 ，到 最 接 地 气 的 地 方 去 ，分 包 一 个 村 或 社 区。
学习焦裕禄的道德情怀，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分包一个
贫困户。

峡窝镇党委常务副书记赵永军介绍，通过“五学五到五分包”机
制，以创建教育实践活动示范点为载体，实现干部群众双满意。

二七区

提速交通路网建设

管城区

举办丰富多彩团日活动

峡窝镇

建立“五学五到五分包”机制

宋禧凤老人今年 81 岁，从 1990
年退休以来，老人坚持画牡丹已有24
个年头了，多年来她忙里偷闲创作，
孜孜不倦，从未停歇。通过花园路办
事处甲院社区的联系，记者见到了宋
禧凤，这位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老
人，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安宁、
祥和。老人的客厅也就是她的画室，
客厅四周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牡丹花
和行云流水的书法作品，在一张十分
陈旧的画桌前，老太太正托着画笔驻
足沉思，不一会儿她在画板里蘸饱了

水，开始在画纸上笔走龙蛇，巨大的
画笔饱含水彩，几笔下来，一朵怒放
的牡丹便出来了。

作完画，老人就和记者聊了起
来，宋禧凤的一生几乎从未停止过
忙碌，年轻时任职教师，从小学教
育、电大教育再到人事教育，桃李
满天下。生活中，宋禧凤老人担起
了全家的生活重任。为了照顾家
人，她从未出过远门，每到牡丹花
期的时候，也是她最忙的时候，利
用买菜时间老人还惦记着去人民

公园看看花。
“生平爱画无暇画，待提笔时已

花甲，忙中偷闲勤挥洒，纸上盛开牡
丹花。”这四句诗是老人用来描述自
己的，为了工作、生活奔波，老人没
有过多的经历将梦想付诸行动，直
到退休以后才让她重拾梦想。极具
天赋的宋禧凤在老年书画研究学
会，专门选择学习画牡丹，因为在她
心目中，牡丹花大色艳，更受百姓喜
爱，有着富贵、吉祥、幸福、繁荣的象
征，仅学了半年，老人就可以单独作
画。宋禧凤说，她这一生在生活中
经历了许多磨难，但是一拿起画笔，
她的心头就会莫名地感到幸福，在
生活中也就变得更加坚强。

作画 24 年余，宋禧凤画出的牡
丹在全国大赛上获得了不菲的奖
项，也参加过许多世界级巡回展。
然而老人从未满足过，在画工上她
追求新颖独特，至今老人仍不断的
虚心学习潜心创作，宋禧凤画上的
闲章“秒针”二字代表了她时间之珍
贵。刻苦、好学、节俭、坚韧，宋禧凤
身上，凝结了很多现代青年应该学
习的关键词，她是一个敢于做梦和
追梦的人，从青春年少到鬓发染霜，
从来没有放慢追寻梦想的脚步。

24年绘就坚韧人生
本报记者 张倩 文/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助推管城区图书馆晋级“国家二级图书馆”行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助推管城区图书馆晋级“国家二级图书馆”行列。

为繁荣社区文化，丰富居民业余文化生活，日前，中
原区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绿都社区“532”微影吧面向群
众开放，每周五下午三点在社区二楼居民学校免费播放
两部电影供居民观看。

绿都社区“微影吧”依托社区曾经闲置的投影仪设
备，专门腾出可供播放视频的房间成为放映室。中原西
路街道办事处拨付专项经费为“微影吧”购置桌椅、遮光
窗帘等设施。微影吧的成立，以红色教育为主，还穿插
科普教育、党员教育等主题，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已先
后播放了《焦裕禄》、《大地之子——追记河南省新乡县
刘庄村原党委书记史来贺》等一批有教育意义的影视作
品。

如今，绿都社区微影吧已成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的
一个重要场所。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胡琰鑫 霍好平

“微影吧”传播正能量

昨日，航海东路街道航东社区邀请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和
辖区医疗机构专家进社区，为辖区老年居民开展专家义诊。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陈茜 摄

新事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