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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大妈，办理老年证在二楼民政窗口，您
腿脚不便，我扶您上去吧。”头一次到二七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的
韩大妈，进门就感受到导询服务的温馨。

走进二七区行政服务中心，迎面便是引导台，工作人员正在为
前来办事的群众提供窗口引导、业务咨询等服务；位于二、三楼的
服务大厅备有免费手机充电站、茶水供应站、医药急救箱、便民用
品供应箱等便民设施，新设的图书角报纸杂志800余册，以便群众
休息等待时免费阅览，细微之处尽显温馨。

二七区行政服务中心以“提高群众满意度”为目标，积极探索
和创新服务新模式，推行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特岗假日服务、短信
服务，解决群众工作时间不便办事的困扰。提供免费代办服务、上
门服务，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群体开辟绿色通道。每月
开展“红旗窗口”、“服务之星”、“党员示范岗”评比活动，使窗口人
员在“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中，以更加热情的服务态度、更加贴心
的办事举措服务群众。

本报讯（记者王思俊 通讯员 吕艳红）日前，管城区作风建设
年活动正式启动，通过深入开展作风整顿，形成干部忠于职守、守
土有责的良好局面，树立党员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以作
风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管城区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从建立教育
机制、“大督查”考评工作机制和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等入手，切实解
决工作不用心、不作为、执行不力等问题。采取明察暗访、电子监
察、跟踪问效等措施，通过现场检查、问卷调查、个别谈话、随机走
访服务对象等形式，对办事窗口、行政执法以及企业、群众反映多
的单位进行全面督查。并先后出台党员领导干部问责制度、责任
倒查制度、机关作风建设问责办法等制度，设立“作风建设年举报
信箱”，促进机关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水平提升，筑牢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基。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实习生 陈燕南）昨日，中原区文化旅游
局组织的公共文化艺术素质提升培训班正式开班，辖区居民自
2014 年 5 月到 11 月，可以到社区培训班免费学习声乐、国画、书
法、舞蹈、养生等16类课程。

首次培训设在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办事处电缆一社区，主要培
训内容是书法，专门邀请了郑州大学教授吕致远担任老师。

此次文化艺术素质提升培训班是中原区政府为民办理十件实
事之一。区文化旅游局广泛收集广大群众的培训需求，研究确定了
16类课目，计划举办300期课程，全部邀请专业协会和大学教授等
专业人士作为授课老师，培训地点设在辖区设施条件较好的社区，
每次培训时间会提前在社区张贴通知或通过微信平台发布。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毛燕燕）如何促进协税护税工作
健康发展？昨日，南阳路办事处专门召开协税护税座谈会，倾听
辖区协税护税工作人员心声，切实改变工作作风。

“此举是为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促进辖区经
济健康、稳定、快速增长。”南阳路办事处主任李国梁表示，做好协税
护税工作，除了对经济、税收情况及时总结外，还应倾听护税人员的
心声，尤其是在优化工作流程、完善制度建设方面，建立联动机制，
实现信息共享。坚持“经济建设，财税为本”思想，同时建立健全信
息共享制度，着力解决协税护税工作“信息不畅”难题，同时建立健
全考核奖惩制度，解决协税护税工作“责任不明”问题。

自闭症是一种至今无解的先天性发
育障碍疾病，患病的孩子聪明善良，却与
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被称为来自“星星
的孩子”。在郑州一场场关爱自闭症儿童
的活动中，记者记住了一个熟悉而忙碌的
身影——他就是连祥工，一名志愿者。

来自周口鹿邑的他，因家中母亲和
弟弟精神病过世，少年时就立志从事残
疾人康复事业。1990年高中毕业后，他
参加了河南省残联组织的“河南省聋儿
语训师资培训班”的培训，1999年 1月创

办“鹿邑县聋儿康复中心”，2006年在北
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进修学习语言康复
专业，2010年 5月组建“鹿邑县助残志愿
者联络站”，多年来开展了大量的扶残助
残工作，收训 150 余名聋哑儿童，30%以
上的聋儿已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被称为来自
“星星的孩子”的自闭症群体闯进了他的
视野。“绝大部分的市民对于自闭症认知
少之又少，这一群体更需要大家的关
怀。”连祥工说，当时在全省关于关爱自

闭症的活动，以及关于自闭症康复的机
构较少，于是他决定踏上这条艰难的道
路，首先来到郑州“探底”。

慢慢的，在郑州和周口之间，他寻找
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队友”，多年来他
们一直坚持为自闭症儿童，以及困难自
闭症家庭提供心理和物质的双重帮扶。
去年年底，他和“队友”在郑州成立了“自
闭症儿童康复救助服务站”，今年4月，他
又倡议发起了“郑州社工关爱自闭症儿
童宣传月”活动。他说，看到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就说明会有更多的
自闭症家庭看到希望，没有比这个更高
兴的事了。

“用爱守护这些‘星星的孩子’，是我
一生所愿。”多年的付出，他从不要一分报
酬，而他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有的
消费支出和自己捐助的费用，都是靠打零
工赚来的。连祥工告诉记者，他刻意选择
一些机械模式的零工工种，希望可以帮助
自闭症患者寻找到就业“出口”。

二七区

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里

管城区

启动作风建设年活动

中原区

开展文化艺术素质提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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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守护“星星的孩子”
本报记者王 影 文/图

本报讯今年以来，郑州高新区地税局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
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发展。

为给辖区内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全套性“优化措施”服务，他们
定期到区招商部门和各个园区上门宣传税收政策、办税程序。利
用纳税人学校举办专题讲座，明确管理员接受和审核时限，使优
惠政策的实行更加顺畅。将税收辅导内容分成不同类型，有针对
性地开展税收宣传辅导。 （李晓均）

高新区地税局

为高新企业提供优化服务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李香香）惠济区新城街道在“送
学上门”活动中，紧贴务工流动党员和年迈体弱党员“两大”特殊群
体，确保学教活动全覆盖。

新城街道办事处有党员 1590多名，长期外出的流动党员 129
名，年迈体弱、行动不便老党员 213名。针对在外务工流动党员
多，部分年迈体弱党员行动不便的实际，推行“送学上门”，最大限
度拓宽学教覆盖面。组织二、三级网格长和村支部成员深入到村
组农户，为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实施“送学上门”。截至目
前，先后向110名流动党员打电话，邮寄“致流动党员的一封信”和
学习资料80多份，发送短信300多人次，发放老年随身听185个。

新城办事处

“送学上门”覆盖特殊群体

图为连祥工（右二）在辉县自闭症儿童家庭帮扶。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王永宏）
在货站北街59号院，管城区长效办、区直职
能部门下沉人员、群众工作队、网格长正面
对面与群众交流，倾听群众呼声。停车难、
小区摄像头损坏、健身器材破损、私立幼儿
园安全隐患、午托部无人监管等问题，成为
大家关注的焦点。这是管城区正在深入开
展的“聚千人，惠万民”活动之一。

今年3月份以来，管城区坚持把教育实
践活动与长效机制工作有机融合，将群众观
点贯彻长效机制始终，持续提升长效机制运
行水平。党员干部迈开步子、走出院子，走
进街头巷尾、深入楼院，开展“聚千人，惠万
民”活动，以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为主线，区直职能部门下沉人员、群众工
作队、网格人员三支队伍1300多人把“我们
怎样服务群众”转换为“群众想让我们怎样
服务”，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中去。目前，已
深入社区 40多个，召开群众代表、二、三级
网格长、下沉人员等不同层面座谈会 20多
次，征求意见近 800多人，发放征求意见表
1000余份，梳理群众反映问题 300余个，已
经解决245 个。

从群众最关心的具体问题抓起，从群众
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最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的事情做起。管城区眼睛盯在实处，力量
使在实处，以“群众百问、网格百解”为主题，
集中调研，务实为民，破解条块融合难题。

随着商贸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安全监管任务繁重，区安全监管局组织辖区
安全监管所、网格长和巡防队员分8个组对
十八里河镇 11个自然村的所有生产、经营
企业进行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排查，消除一般
安全隐患 770处，较大安全隐患 22处，关闭
4家，取缔5处，限期搬离7家。

“聚千人，惠万民”活动不护短，不遮丑，
正视不足，拟定整改举措，掌握了居民群众
的思想动态，拉近了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距
离。城东路办事处联合卫生医疗机构举办

“卫生局长与群众面对面”居民义诊活动，义
诊咨询200余人，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0余
册。东大街办事处以网格为单位，在社区设

立老年乘车证办理窗口，工作人员热情接
待，主动进行上门服务，共为2428位老年人
办理了乘车证。石化路50号院东站新村小
区是一个无主管楼院，设施破旧、居住环境
差，航海东路办事处党员干部率先垂范，疏
通了垃圾通道，更换了线路，安装了路灯，每
家每户免费安装水表。

“入户访贫暖人心，国泰民安永是春”。
家住南顺城街社区的马玉芝老人，亲手把锦
旗送到西大街办事处。马玉芝老人，今年
84岁高龄，与患精神病儿子相依为命，日常
生活靠低保金和办事处领导帮助。社区工
作人员上门走访慰问，及时了解情况，提供
相应援助，使老人的生活有了保障。

在西流湖公园化工路段的东岸水
上凉亭里，每天都能看到一位精神矍
铄、性格开朗的老者，伴随着录放机播
放的戏曲伴奏声放声歌唱。

老者叫李成，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
一张曲目表，上面有 80 多首戏曲和歌
曲，“粉丝们”点啥歌曲，他立刻演唱。

昨日上午，记者一进公园北门，就
远远听到余音袅袅的《穆桂英挂帅》的
美妙唱腔。循声找去，在公园东岸一水
上凉亭里见到了正放歌的李成。在他
的四周，坐满了专心听唱的市民。

李成老人今年已 65 岁高龄，家住
化工路一小区，退休后闲来无事，就和

老伴儿一起录了些戏曲伴奏带跟着学
唱。老人告诉记者，自己生活很有规
律：上午唱戏，下午散步锻炼身体。“西
流湖公园建成后，这里的环境一天比
一天好，看着就让人觉得敞亮，几乎每
天都来唱上个一两个钟头。”老人说，
看到大家都喜欢听自己演唱，心里很
有成就感。

在随身携带的包里，老人拿出一张
手写的演唱名段，粗略计算了一下，足
足有七八十首。老人介绍说，自己点歌
从不要钱，就是图个乐子，大家喜欢哪
首尽管点，他都来者不拒。

“以前李老的老伴儿经常一起来，
如今可能家里忙，就经常见李老自己
过来了。”老人的忠实“粉丝”——中原
区巡防队员岳永溆说，工作之余听老
人唱歌会觉得身心舒畅，有利于更好
投入工作。

刚采访完，一位老听众要李老再唱
一段《卷席筒》，老人爽快答应，随着乐
曲响起，老人手拿麦克风，收敛起一脸
笑容，再次沉浸在戏曲情景里，声音回
荡在明净的一湖春水上。

放歌西流湖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岳永溆 文/图

管城回族区红十字会昨日
在南曹乡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暨
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活动，117
人献血，献血量达44400毫升；
71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造血干细
胞资料库，获中华造血干细胞资
料库荣誉证书。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秦凤娟 摄

“人退休了不能让思想退休。”中原区中原西
路街道办事处绿都社区老党员李静说。离开岗
位，思想不掉队，在社区发挥余热，照样能干出一
片天地。

今年 62 岁的李静，退休后一心投入到社区
工作，为居民搞好服务。在社区组织的“一帮
一”结对子帮扶活动中，她向困难家庭和孤寡老
人伸出温暖的手，主动担负起照顾双目失明残
疾人李淑贤的责任。李淑贤今年 60 多岁，双目
失明，爱人又因病去世，还带着一个上学的孩
子，生活十分艰难。李静主动承担了给他家买
菜、买米的活。

在绿都城社区，有了李静这样的榜样，许多
居民都主动帮助身边的特困家庭，也形成了“人
人助我，我助人人”的新风尚。

社区里大都是繁杂的琐事，李静总是有足够
的耐心，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和大家一起清理楼
道中的小广告、垃圾，保持社区的环境。特别是
在拆除 145号院违建，耐心细致地做居民的思想
工作，推动了违建拆除工作顺利进行。“我已是六
十多岁的人了，虽不能为社会做大的贡献，但我
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李静朴实无华的
话语里，深深感受到一名老党员脚踏实地奉献夕
阳余晖的可贵精神。

爱洒社区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罗 惠

他叫赵鑫，今年 42岁，居住金水区南阳路街
道办事处晖达社区卫生南路一个小区内。他精
心照顾偏瘫 10 年的老父亲，用实际行动改写了

“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老俗话。
2003 年，赵鑫的父亲患了偏瘫。经过近几

个月的就医，病情没有好转，医生检查诊断判
定：老父亲再也不会恢复到以前那样，生活不能
自理了。

赵鑫兄弟姊妹3人，而且工作都很忙，总要有
一个人做出牺牲的。从2003年起，赵鑫毅然辞去
工作，承担起伺候父亲和家庭生活的重任。3650
天，赵鑫每天都是不变的节奏——早上，他推着
轮椅，让父亲在窗前沐浴清晨的阳光；接下去，洗
脸、洗澡、穿衣、端屎、端尿，顿顿都会按时为父亲
做好可口的饭菜；晚上，为父亲洗脚；夜里，扶着
父亲去厕所……

爱，能创造奇迹！在赵鑫的悉心照料下，
今年７8 岁的父亲身上从没起过痱子，也没生
过褥疮。不仅如此，从去年开始，更大的奇迹
出现了，赵鑫的父亲可以自己站立并在儿子的
搀扶下慢走几步，今年以来，状况有了进一步
的好转。

久病床前有孝子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李心安

来到陇海社区勤劳街 1号院，一个红色的信
箱便映入眼帘，走近一看，原来是淮河路街道陇
海社区专门为辖区居民设立的教育实践活动意
见箱。每天定时开箱汇总，及时解决问题，是社
区工作人员必做的“功课”。

淮河路街道在各社区设立“民情联系点”，
积极为居民解难事、办实事。为充分发挥民情
联系点反映社情民意的作用，街道还在每个站
点设立了“群众意见箱”，工作人员每天定时开
箱汇总，能解决问题的立即解决，不能立即解决
的通过召开两委班子会、党员群众代表座谈会、
邀请上级部门实地调研等多种途径研究制定解
决方案。各社区依据自身实际，通过开设民情
热线、设置问题“回音壁”、设立教育实践活动专
栏等形式，及时反馈信息，确保“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落实”。

民情联系点作为“知民情、听民声、解民忧”
的有效途径，不仅畅通了干群联系渠道，促进了
党群和谐，更成为街道各项社会事业科学发展的
助推器。民情联系点为街道与辖区群众之间搭
建起了一种双向沟通平台，成为群众敢于说真
话、说实话，街道及时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绿
色通道”。

小小联系点
服务大民生

本报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鲍旭源 王涵

新事凡人

百问百解暖民心 为民服务重落实

管城区开展“聚千人惠万民”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