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王影 文/图）“咦，小区里还有
铁轨，感觉很不错。”走进位于西三环的绿都城
小区，不仅让不少初次到来的人流露出羡慕的
眼神，而且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也常常对此津津
乐道。

走在小区，便是一条景观大道，漫步在路两
侧，形状各异的机器被修饰成一座座雕塑，宽敞
的空地上，静静地躺着一段100多米长的铁轨，
信号灯陪伴一旁，边上还有一个凉棚小站台，不
时有人沿着铁轨走过，或者坐在铁轨上小憩，还
有结伴玩耍的孩子。“它们是刨床、机床，有压力
容器、老式发电机，我们对这些再熟悉不过了。”
一位居住在小区的老人告诉记者，这是在郑州
金属制品研究所的老厂区基础上开发的住宅小
区，有着80多年的工业历史，为了更好地延续
城市历史文脉、保留历史记忆，开发商在开发
之初将原有的工业符号加以保留。

在采访中了解到，居住在这里的不少居民
都曾是郑州金属制品研究所的老职工，他们对这
里充满了感情。“装载着过去的记忆，又在记忆里
升华，居住在这里我们很幸福。”他们感叹道。

一段老铁路 相伴新社区

昨日，管城区南关街道锦艺新时代社区联合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辖区开展“大手拉小手，共防手
足口病”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晓燕 高煜 摄

近日，金水区人社局牵线搭桥，40余家用人单
位提供了餐饮服务、IT等千余岗位，750余名求职
者与用人单位达成了就业意向。

本报记者 王影 通讯员 邢旭东 摄

新事凡人

汝河路街道办事处汝河小区退休老干部
梁光军，自办“孝文化工作室”，以书法的形式
传承孝善美德，弘扬国学文化，被传为佳话。

梁光军今年 64 岁，是郑州市军队离休退
休干部第一休养所的退休干部。从岗位上退
下来后，他刻苦钻研书法，把书法和弘扬孝善
文化结合，自创诗文，创作弘扬正能量的作品
教育人。

他利用写得一手好字的优势，苦心传播孝
善文化。先后创作了家、兴、福、寿、愿、将、君、
信、茶、佛十幅书法作品，每幅作品都含有深
意。一次到省人民医院看望病人，见一家老两
口先后摔伤入院，三个女儿轮流护理，悉心照

料，其乐融融，便创作了“家”题材的书法作品；
坐公交看到年轻人给老人让座，便创作了“愿”
好人一生平安；看完 2014 年春晚小品《扶不
扶》，便创作出“信”。他晨练吃早点忘记带钱，
好心店主让他先吃饭后还钱，这一做法让他深
受感动，于是，他就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外圆
内方铸金钱，循规蹈矩是寓言，宽仁律己走世
界，幸福康乐度百年”赠送给早点店老板。

梁光军痴迷国学文化，用隶书先后抄写了
《弟子规》《三字经》《百孝经》《道德经》《孙子兵
法》等经典国学名篇。特别是《百孝经》，全文

580个字，共有100个孝字，每抄写一个“孝”字，
更坚定了他传播孝文化的决心。这些名篇巨著
隶书抄写，字字工整又透出书法的独特魅力，篇
篇写成少则几米，多则几十米的长卷，最长的

《中华圣贤经》之《增广贤文》长卷竟达72米。
他还自费办书画展，免费面向市民开放，

以传播孝善文化；义捐书法作品救助弱势群
体；为家乡修路，回报父老乡亲。同时，还义务
开办书法讲座班，为干休所的老人们上书法
课。他希望通过有关部门能有机会为所有新
入榜的“中国好人”每人赠送一幅书法作品。

退休老人书法传孝善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费晓歌 文∕图）“这个地方容易
积水，安上水位尺后，遇到下雨天一眼就能看清积水深浅，安全多
了。”近日，经过苗圃涵洞的行人惊喜地发现，墙上安装了醒目的水
位标志尺。

为加强城市防汛工作，确保汛期安全，二七区市政所在沿河
路、苗圃涵洞等积水点和低洼路段统一安装水位尺。一方面对过
往行人及车辆起到警示和提醒作用，司机可以通过观察水位警示、
警戒标线，及时了解积水情况，评估自己车辆的涉水能力，确保涉
水行车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在出现汛情时便于了解积水情况，有
效处置汛情。目前，已在沿河路、苗圃涵洞等路段地点安装8块水
位尺。

积水路段安上水位尺
行人车辆安全有保障

区街

12 责编 张学臣 校对 宋利

电话 67655637 E－mail:zzrbqjxw＠sina.com2014年5月23日 星期五 区街新闻
ZHENGZHOU DAILY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绿树村边合，青山
郭外斜。”古诗中描绘的静美田园生活，将更多
在二七西南片区呈现。郑州市二七区西南片
区发展研讨会 21 日召开，省市旅游文化及城
市规划方面专家、企业家代表交流心得、碰撞
观点，为二七区西南片区生态文化产业发展出
谋划策。

“现在休闲旅游已成为生活常态，二七西
南片区是一块风水宝地，面临着非常好的发展
机遇。”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郑泰森坦言，

西南片区需要克服季节性“短板”，在规划中应
该弥补季节性差异，兼顾生态多样性和生态修
复，真正实现从点线开发到板块开发，从提高
容量到丰富内涵，从资源整合到品牌提升。

“二七西南片区打造生态文化产业要立足
自身优势，突出体现出一种‘农耕和乡情’文
化，比如说保留几个乡村部落，让游客能够在
这里体验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感受一种愉悦
的乡愁乡情。”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党委书
记武东晓说，这个文化就是“灵魂”。

结合文化旅游经济方面的经验，洛阳栾川
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海峰建议，
要充分利用好郑州市民的“碎片时间”，做好品
牌经营管理，调动当地农户的积极性，制定诚
信经营价格公约，做好西南片区的形象和品
牌。

二七区西南片区主要是侯寨乡域范围内
位于西部和南部的区域，总面积约 37.67平方
公里。其中，樱桃沟景区集赏花食果、品位文
化、休闲度假、观光旅游等为一体，以“两节一

游”打响特色旅游文化品牌。此外，18.06平方
公里林地、优质的温泉矿泉水、丰富的历史人
文景观等让这里成为郑州名副其实的后花园。

二七区区长陈红民表示，西南片区有着得
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要在生态文化上做足文
章。二七区将抓紧时间启动西南片区整体规
划的修订工作，加大对文化、生态的投入力度，
更好地对西南片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告别以
往“散兵游勇”的开发状态，形成旅游产业链，
让西南片区真正成为绿城市民向往的地方。

优化整合资源优势 做足生态文化文章

二七西南片区要成郑州后花园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乔丽
阳）为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惠民，日前，由中
原区组织举办的“2014 魅力中原音乐季”
之民族风情免费音乐会在中原区青少年校
外活动中心上演，一曲曲经典民族音乐为
广大观众上演了一场音乐饕餮盛宴，200
多名市民欣赏了精彩的节目。

本次民族音乐专场演出，是中原区把
高雅音乐送进社区、送进社区、送到寻常百
姓家门口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中原区文化
旅游局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依托中原爱乐
轻音乐团，在本季度计划组织4场演出，定
为每月第三周周六下午上演。本次演出以
民族音乐为主题，选取了市民耳熟能详的
经典民族音乐，上演了《海霞组曲》、《茉莉
花》、《红色娘子军》等经典名曲。

中原区

举办民族风情音乐会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献军
史东晓）近日，管城回族区综合整治建筑
工地扬尘指挥部下达文件，要求多举措加
强辖区市政建筑工地、住宅建设工地的扬
尘污染治理。

航海东路街道办事处辖区住宅、市政
施工工地较多，扬尘污染治理工作量大、任
务重。街道办成立了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
合整治指挥部，落实班子成员分包建筑工
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管理责任制。区环境
卫生队每日安排环卫洒水车辆，对辖区陇
海东路、城东南路、紫荆山南路等市政施工
路段进行洒水降尘。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
处组成多个巡查组，对辖区各建筑工地渣
土外运开展巡查。南曹乡、十八里河镇新
成立的乡（镇）、村级环卫保洁队除每日清
扫街道和路面保洁外，还对渣土车运输覆
盖、沿途撒漏、乱倾乱倒行为进行监督。

截至目前，管城区11个乡（镇）、办都成
立了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指挥部，
城管、执法、环卫密切配合，采取联合行动，
辖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管城区

整治建筑工地扬尘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郭晓
燕）近日，管城区航海东路办事处采取联
合执法行动，坚决取缔了 5 所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的无证幼儿园，清除违法违规
书报摊点 35 处，确保广大学龄前儿童身
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办事处联合区卫生局、区安监局、区
教体局等部门，对辖区幼儿园和午托部进
行为期一周的专项清理整顿活动。通过
签订责任书、定期检查、每周通报等措施，
先后对 30多所幼儿园和午托部进行拉网
式排查，发现园幼儿人数偏多、室内外活
动面积不达标等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5所无证幼儿园下
发停办通知书。

航海东路办事处

取缔5所无证幼儿园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员 黄文浩）
为进一步推进社区“双基双治”建设，近
日，沁河路社区组织辖区老党员、居民代
表、孤寡老人、老红军等 50多人召开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座谈会。

座谈会上大家围绕就业、社会保障、
教育、医疗、和谐社区建设、居家养老等民
生方面的问题献计献策，此次活动共收集
意见建议 21条。通过与群众“零距离”接
触，“面对面”交谈，“心贴心”交流，使社区
及时了解自身工作存在的不足。

沁河路社区

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

“天热了，请各家注意防暑降温，注意饮食安全，
预防疾病。”昨日上午，中原西流湖街道孙庄村党支部
书记孙中强坐在电脑前，鼠标轻轻一点，信息发到了
全村600多位村民的手机上。

去年 4月，孙庄村启动城中村改造，改造后，村民
们识大体顾大局，全力支持配合改造，村民也在规定
时间内自行租房居住。搬迁后，居住分散，党员、群众
联络成了一大难题。为了保持联系，孙中强把每户的
联系方式、暂住地址都记录下来，建立了网络短信平
台，定期电话确认。

有了信息沟通平台，孙庄村把党员学习开会、育
龄妇女婚检、福利发放等信息以短信形式发出，一开
始还担心群众收不到，村委会发完信息再一一打电话
确认。渐渐地，群众也接受了这种联络方式，一看到
村委会发的信息都格外重视。

村委会的民情网也成了村民之间联系的“信息快
速路”，村民谁家遇到婚丧嫁娶需通知邻里而联系不
上的，直接到村委会复印一份联系表，如果村民更换
了电话号码，也会第一时间主动通知村里更新。通过
民情联络网，村干部与村民密切来往，打破了住所分
散带来的沟通局限。

村民搭上信息快车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魏少杰

一个年仅 12岁小男孩，两年前不幸患上绝症，正
在医院接受化疗。而父亲为了给儿子挣钱治病，一人
打三份工，却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突发脑出血入院
急救。母亲在两家医院间奔波，生活陷入极大困境。

在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活泼可爱的12岁少年沈
炳钦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依然是爱说爱笑，唯一让
他不开心的是，好久都没有看见爸爸了，家人哄他说
爸爸工作忙，脱不开身，实际上小炳钦的父亲沈书军
也刚刚经历了生与死的磨难。

母亲周爱普介绍，她和丈夫沈书军1991年从老家
南阳内乡来郑打工，租住在管城回族区城东路街道郑汴
路社区货站北街32号院一间地下室内。两年前，年仅
10岁的儿子沈炳钦突患重病，医院确诊为舌癌。医院
为其做了手术后，一直采取放化疗治疗，2013年9月小
炳钦又去医院复查时，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

两年来，为了给儿子挣钱治病，父亲沈书军一人
打了三份工，每天起早贪黑辛苦奔劳，全力支撑着这
个家。由于太过劳累和极大的精神压力，今年 3月沈
书军突发脑出血，沉重的打击几乎使母亲周爱普失去
了生活的信心。就在这艰难时刻，社区工作人员向她
伸出了援助之手。

4月初，城东路街道郑汴路社区工作人员在居民
走访中了解到了周爱普一家的困难，社区老主任李霞
立即向街道和民政部门汇报。当天，街道和社区工作
人员就分别前往两家医院探望慰问，安排专人予以照
顾，街坊邻居也伸出了援手。城东路街道积极向区慈
善总会申请，将5000元慈善救助金送到周爱普手中。

城东路街道街政科负责人介绍，由于周爱普居住
地在城东路街道辖区，而户口所在地为南关街道豫丰
社区，现在两家街道办正在积极沟通协调，争取能在
最短时间内为他们办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缓解
他们遇到的家庭困难。

社区邻里多关爱
困顿家庭传福音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马英

“如果没有郭书记的无私帮助，我的大学梦怕是圆
不成了，俺哥俺妈的伤也不会这么快恢复。”昨日上午，
侯寨乡台郭社区的大学生郭亚娇热泪盈眶地说道。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侯寨乡
台郭社区开展对群众“诚心”走访、“贴心”关怀、“实心”
办事、“真心”帮扶活动，倡导大兴好人好事之风，提升
了社区为民服务的满意度。

48岁的社区居民郭双海因酒驾出事故，爱人和儿
子也都被车撞伤，正在南阳理工大学读大一的女儿郭
亚娇也被迫辍学在家。社区支部书记郭铁钦得知情况
后，从自己积攒的工资里拿出 2000元钱，交给社区联
队会计杨红杰手中说：“把这些钱交给双海家，让他妞
赶紧回南阳上学，有困难社区会想办法的。你记住，就
说这钱是社区里救助的，不要说是我拿的。”在社区支
部的关怀下，目前双海的爱人和儿子伤已痊愈出院，女
儿也已回到大学读书。

今年5月开始，社区支部几十名青年党员，分别到
瘫痪在轮椅上的老党员郭军营家，为他送去读物，给他
读书读报。这群志愿者还拿起铁锨、镐头去维修社区
东头和通往社区小学的两条坑洼不平的道路，看到孩
子们高高兴兴从这条路上走到校园的情景时，群众都
夸奖说，咱村有个好带头人。

咱们村的带头人
见习记者 谢娟 通讯员 陈风华

日前，管城区城东路办事处安全办开展了“为空
巢老人上一堂课”、“送一份安全”的主题活动，让空巢
老人老有所安。

城东路 181号院是一个老旧无主管楼院，房屋建
于上世纪 70年代，楼道内杂物摆放无序，电线存在私
拉乱接，居民的防火意识淡薄。辖区共有43家空巢老
人，为了让空巢老人老有所安，城东路办事处安全办
为空巢老人进行消防技能安全培训，免费送上“消防
四宝”——毛巾、矿泉水、强光手电筒、口哨，还为每位
老人配发洗浴防滑垫等物品。同时，加大居住的楼院
走访排查力度，减少空巢老人身边各种安全隐患。

送消防四宝关爱老人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李颖睿

特色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