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我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和
勤公益社执行社长张楠来说，做
公益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管
再苦再累，他都甘当公益的“引路
人”。

张楠多年对公益事业的辛劳
付出，注定了他的“多重身份”：被
孩子们亲切称为“南瓜哥哥”，被
青年大学生志愿者称为慈善公益
道路上的“引路人”，他还是老人
眼中的“好孩子”。

为了帮助随父母进城的农民
工子女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张楠
发起了“快乐儿童”项目，通过心
灵火炬计划、快乐书屋、快乐厨
房、快乐助学、快乐儿童营等项目
的实施，给农民工子女(流动儿童)
和留守儿童带来关爱，成为孩子
们心目中的“知心哥哥”。

为推动青年大学生积极参与
社会公益事业，张楠在高校间组
织了“高校公益社团骨干能力建
设沙龙”，在 40 余所高校向志愿
者开展主题讲座、经验交流会、论
坛等活动，帮助志愿者们开阔了
视野，影响了一批批高校志愿者。

他号召大学生志愿者开展

“ 我 陪 老 人 度 周 末 ”的 关 爱 空
巢、孤寡老人“金晖助老行动”，
推动成立“河南大学生公益论
坛”，被大学生志愿者们尊称为

“楠哥”。

2012 年年初，张楠组织开展
“我以我言做你眼”公益项目，组
织志愿者为盲人讲电影，这项公
益活动如今已经可以做到每月举
行一次，给无数盲人带来了欢乐。

公益引路人
本报记者 郑磊 文/图

张楠为盲人朋友做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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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通讯员 王珺洁
闫艳）企业走访调研,促成金水区12家企业
与院校的科技合作；科技需求调研，为电
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农产品精深
加工产业领域的 17家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30个；帮助企业策划项目、对上争取，使企
业获得了 2800 余万元的无偿资金扶持
……这些是金水区科技局到一线、解难
题、办实事，全力服务企业科技创新的真
实体现和缩影。而推手则是认认真真实
施“项目、服务、政策”三到位。

项目是企业科技创新的先导。该区
围绕重点特色产业，采取早摸排、深挖掘
的方法，积极发掘企业科研潜能，摸排科
技项目资源，深入了解企业科技开发新动

向和技术需求，宣传科技项目申报方向，
并及时建立科技项目库进行项目资源储
备。据统计，该区已有 200余项科技项目
被列入省、市级科技计划，共获得省级资
金 204万，市级资金支持 2274万元。大批
项目的立项实施，促进了企业进行项目技
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同时也带动了企业
科技投入7000余万元。

搭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创新方式，
做到服务保障到位。该区依托“金水区中
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不断完善服务体
系,从各个层面上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政
策、法律、融资、市场推广等一系列服务，
构筑科技创新服务支点。为加强企业培
训针对性，他们启动了“金水科技创新大

讲堂”，企业可根据各自所需，自行定制专
家讲解内容，实现“私人定制，点菜下单”，
今年以来先后开展了七期科技大讲堂专
题培训，企业参与人员 420余人次。科技
网站进一步健全，相继开通了科技信息发
布、成果交易、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等服务，
积极推进平台线上线下服务一体化，促进
科技合作交流，实现了科研成果与企业需
求“面对面”，先进技术与市场需求“手拉
手”。今年前三季度，该区技术交易额达
到 5.9亿元，6家企业与科研单位合作共建
工程技术中心。

科技创新离不开政策支撑和环境优
化。今年，科技政策导向在金水格外给
力。该区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强自主创新

打造科技金水的意见》,提高科技扶持奖励
标准，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政策倾斜，鼓励
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加大技改投入、引进
创新人才，鼓励多元化主体发展孵化平
台、鼓励校企产学研合作等,为科技创新提
供良好的政策保障。

科技帮扶的最终目的体现在服务成效
上，截至目前，全区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
31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64.5亿元；
创新主体进一步壮大，培育科技型企业近
200家，新增省、市创新型试点企业8家；专
利申请量继续领跑全市，全区专利申请
2497件；25项科技成果获得郑州市科技进
步奖……一串串数字有力诠释了金水科技
引领、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内涵。

项目服务政策三到位 助推企业技术创新

金水区高新技术企业达31家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白春霞 郭红英）昨
日，管城区关工委、区慈善总会、区教体局联合举办“慈
善助学 情暖校园”捐赠仪式，郑州市第八十三中学等 5
所外来务工子女集中和办学条件较差的中小学校获得
捐助。

本次捐助，由区关工委、区慈善总会启用社会爱心
企业家河南雅宝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应汉个人捐赠
的10万元善款，为郑州市第八十三中学、管城区港湾路
小学、南曹乡野曹小学、南曹乡毕河小学、十八里河镇大
王庄小学5所学校购买了联想电脑7台、创维55寸电视1
台、松下投影仪2台、学生课桌椅143套、图书2596册。

近年来，管城区的慈善事业获得极大的发展，仅今
年就募得善款548万多元，用于助学方面的善款已达95
万余元。

管城区

5所学校获慈善救助

本报讯(记者 朱 华 通讯员 卜桂平 刘安高)“政府想
得真周到，不但给我们环卫工人新建了休息站，还为我们
配备了空调和电热水壶，咱们环卫工人不再为工作间隙无
处休息、无处接开水喝这些问题发愁了，感觉心里暖得
很。”在上街区工作的环卫工人张师傅高兴地说。这个休
息点正是上街区城管局为广大环卫工人专门设立的。

据了解，上街区城管局干部经常深入辖区调查了
解环卫工作开展情况。为了给环卫工人提供一个在工
作间隙休息、驱寒避暑以及饮水的休息场所，上街区城
管局经多方协调，筹措资金25万元，新建和改建了环卫
工人休息站22座，设置了党员服务岗，并在休息站内配
备了冷暖空调、电热水壶、桌椅、衣帽架、洗脸盆等生活
设施，为环卫工人工作间隙更换衣服、存放饭盒、喝口
热水、歇脚休息提供了便利。

上街区

环卫工有了休息点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郭艳姿）日前，管城区
东大街办事处举行“平安创建万人签名”活动，努力营造

“创建平安人人参与，平安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气氛。
东大街办事处深入开展平安创建工作，以平安城

市、平安街道、平安社区、平安企业、平安家庭创建活动
为载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对辖区内企（事）业单
位、流动人口进行细化量化管理，切实掌控思想动态。
进一步化解社会矛盾，严防发生重大刑事案件、重大群
体性事件、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安全
感和满意度。通过制作标语、图片、知识问答、宣传小
册子、视频材料等内容和实物展示，开展进市场、进社
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商户活动。今年以来，共悬挂标
语横幅 50多条，制作宣传栏 36个，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15场次，发送手机短信6.5万条次。

东大街办事处

平安创建提升居民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黎）入冬以来，为进
一步加强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三官庙街道切实加大
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巡查力度，“点、线、面”结合，扎
实做好辖区内流浪乞讨人员排查救助工作。

该街道成立了冬季流浪人员排查救助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各社区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为第一责任人。
要求各级网格长以各自网格为“点”，加强巡查力度。街
道办和各社区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救助电
话，动员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流浪乞讨人员，确保流浪乞
讨人员得到及时发现，及时救助。各社区和网格长以背
街小巷、建筑拆迁工地、破旧闲置房屋等流浪乞讨人员
集中区域为重点，加大巡视和救助力度，确保发现一个，
救助一个。该街道还积极发动辖区群众，不断扩大排查
救助面。还将日常走访中发现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
困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为他们及时送去党和政府的关
心与关爱，让他们温暖过冬。

三官庙办事处

加强流浪人员排查救助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 通讯
员 于海利）日前，二七区大学路
街道成功上榜全国和谐先进示
范街道，这是全国全面开展第二
次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创建活动中，我市入选的唯一一
个街道。

大学路街道近年来以党建
为统领，从加强社区基础建设、
强化社区机制入手，以街道党工
委为核心，以“一楼两长”为触
角，着力实施“民心工程”、“民生
工程”。投资 600多万元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改造老旧小区 43
个，拆除违章建筑 7200 多平方
米；成立了太极拳、太极剑队，红
歌队，柔力球队和夕阳红舞蹈队
等各具特色的文艺队伍，走访慰
问辖区低保户、残疾人、优抚对
象、孤寡老人280余人，向老弱病
残人员推出贴心“爱心小推车”
服务、开辟残疾人无障碍通道、
成立社区“爱心托老站”、“银铃
之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
式，无偿或低偿为辖区85名老人
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创新成立

“雷锋超市”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志愿者可以服务换积分、服务换
服务、服务换物品的方式，凭积
分卡到“雷锋超市”兑换商品；大
力推进志愿者队伍建设，坚持为
群众排忧解难；动员各方面力
量，实施“治安巡防、纠纷调解、
便民服务”三位一体；全面落实

“一对一”帮教工作机制，进一步
强化社区矫正和落实“五五普
法”工作。大学路街道用实际行
动维护着社会的和谐稳定，点点
滴滴践行着为民服务的承诺。

大学路街道获全国和谐
社区建设示范街道称号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昨
日，郑州市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
节集中采访报道组来到中原区，
带市民体验一把这里丰富多彩
的群众文化活动。

昨日上午，记者一行还没走
进陇西社区活动室，苏联歌曲

《山楂树》舒缓优美的旋律就飘
至耳畔。教室内，学员们正跟着
老师一遍遍练习。合唱爱好者
郁昌虎告诉记者，原来自己一个
人在家里唱，但大家在一起合唱
的感觉更好。

陇西社区合唱团去年 7 月
成立，学员有 40多个，合唱团老
师刘淑玲是最受欢迎的人。原
来，学员们刚来时没啥音乐基
础，她从开始识谱教起，从五音
不全教出五音，现在学员们唱得
越来越好了，这项活动因此很受
社区居民欢迎。

“辖区居民既是文艺爱好
者，同时又是文化志愿者。辖区
每天都有活动，分布在辖区内的
小游园、广场，每天活动不低于
500 人。”绿东村街道办事处文
化站站长常恒笑称，自己的工作

就是领着群众“玩”，12 个社区
里都有配备的演出道具和音响，
包括场地在内，辖区居民都是免
费使用，每年举办节日庆典、邻
居节、民俗节等活动非常多，陇
西社区是新型社区，退休职工
多，人才比较多，群众都乐于参
与，各项活动丰富多彩。

据了解，中原区着重在“组
建社区特色文艺队伍”和“公
共文化艺术素质提升培训”两
项上下功夫。在全区组建文艺
队伍 125 支，陆续在各街道辖
区组织开展“社区特色文艺队
伍展演活动”30 场。历时半年
多的时间，由区文化馆对社区
文艺队伍成员和文艺志愿者、
爱好者进行素质提升培训，内
容涉及声乐、书法等 16 个门
类 ，参 与 培 训 的 人 数 千 余 人
次。在郑州市第二届群众艺术
节的多项活动中，活跃在辖区
的老年合唱团代表中原区进行
参赛，最终获得了二等奖。广
场舞大赛中，两支由中老年人
组成的队伍，也分别获得了一
等奖和二等奖。

组建特色队伍 免费素质培训

中原区组建文艺队伍125支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文艺
志愿者是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
推手。昨日下午，记者来到惠济
区长兴社区、惠济区文化馆，这
里的文艺志愿者通过多种活动，
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带到了
群众身边。

在惠济区长兴社区的活动
室里，记者看到许多居民正在
排练歌舞，动听的歌声吸引了
不少过往的群众；三楼的儿童
之家充满了孩子们幸福的欢笑
声。社区主任张婷介绍：“每天
下午 4：30 儿童之家都准时开
放，孩子们放学可以在这里写作
业，解决了很多家庭孩子放学后
无人照料的问题。”她还说，社区
目前有 5 支舞蹈队，舞蹈《大美
郑州》在市里比赛获得过一等
奖，文艺活动在社区是周周有、
月月搞、季季评。

在惠济区文化馆，记者还看

到了正表演的筷子舞和群众雕
塑艺术，每件雕塑品都栩栩如
生。文化馆副馆长王娟介绍，这
些雕塑都是出自馆里员工之手，
如今到馆里培训的群众越来越
多，下一步要派文化志愿者进社
区，进行包片儿活动，每个志愿
者带一个区，两支队伍，还要请
周边高校和专家来培训，争取在
公益舞台演出。

通过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
惠济区把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和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送到了群众
身边，丰富了百姓的生活。今年
以来，惠济区以面向基层、服务群
众、打造品牌为理念，常年开展文
化惠民活动，广泛招募志愿者，坚
持节庆活动和常规活动相结合，
主题系列活动和专项活动相结
合，参与性群众文化和欣赏性展
示活动相结合的“三个结合”原
则，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惠济区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文艺志愿者带来文明生活

一场场免费的艺术讲座，
一次次公益的辅导培训，一台
台送到社区、乡村的精彩演出
……在二七区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
年龄，他们热心公益，7 年来乐
此不疲地做着同一件事，那就
是“种文化”。

2008 年，二七区文化馆在
辖区内各行各业中招募了一批
文艺骨干，在郑州市率先组建成
立了“田园二七”文化志愿者服
务艺术团。“文化志愿者队伍成
立之初只有 30 多人，如今拥有
注册志愿者 808人，其中骨干人
员 480余人，科普艺术团、‘夕阳
美’艺术团、社区新星模特秀艺
术团、少儿合唱团等 11 个志愿
服务演出小分队。”团长牛雷莉
吐露，大家共同的心愿就是从一
件件小事做起，播撒文化惠民的

种子。
长期坚持为辖区农民工子

女和困难下岗职工子女开设音
乐素养免费培训班、电子琴培训
班等；组建河南省第一支残疾人
合唱团，定期为残疾人辅导声
乐；到偏远地段为村民辅导喜闻
乐见的文艺节目，到社区开展

“音乐与人生”的公益讲座，把美
术、书法、摄影、戏曲、民间艺术
等专业技能班，开到社区、搬到
农村、走进敬老院……

比起各种绚丽耀眼的舞台，
“田园二七”志愿者们更享受的
是深入基层义务演出、义务讲座
和服务，更热衷的是用自己的忙
碌让更多的人真正享受到文化
实惠。每年“百场公益演出活
动”、“百场公益培训活动”等常
态文化惠民活动，是老百姓最为
期盼和喜爱的。

“种文化”的志愿者
本报记者 赵文静 文/图

17 日 ，二
七区民政局在
保全街爱心超
市为辖区 400
户低保特困家
庭发放面粉、大
米、酱油、食用
醋、挂面、白菜
等爱心物品。
本报记者 谢娟
通讯员 苏晓娇
摄

群众演 演群众 群众看 看群众
郑州市第二届群众文化艺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