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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

全面展开征订工作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黎）中原区日前召开2015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就《郑州日报》等党报党刊征订
工作进行部署。

党报党刊是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方针的主阵地。《郑州日
报》在加快推进我市“大枢纽、大产业、大都市”和建设中心城
市的“三大一中”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喉舌作用。同时，
及时、准确报道我市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建设中的新举措、新
信息。中原区要求该区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郑州日报》等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加强督查，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并明确了
订阅范围，党的各级机关、街道党支部、村（社区）党委，政府各
机关，人民团体机关，企事业单位及所属单位，大中专院校及
所属系，城镇中小学和有条件的农村学校，公安、工商、税务系
统的基层所及其他垂直管理行业系统基层单位的党组织等，
倡导该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解放军、武警部队团职以上
领导干部带头订阅。

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党报发行持续稳定

“小手拉大手”
文明交通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赵文静 通讯员 邢红军）昨日上午，我市
“小手拉大手”文明交通进校园百日宣传活动在郑州回民中学正式
启动。百余名市民代表、学生及学生家长在“摒弃交通陋习，安全
文明出行”的横幅上郑重签名。副市长刘东出席启动仪式。

活动仪式上，郑州八中校长代表全市中小学校校长呼吁全市
校长，加强学校师生交通安全教育，加强校车安全监管，履行好学
校交通安全责任。郑师附小学生李佩宸倡导全市广大中小学校学
生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不骑行快车道，做文明出行
的好少年。

据了解，全市交通秩序综合整治“百日行动”期间，各学校将通
过各种形式广泛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督促每位家长参与到“百
日行动”中。各学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学生走上街头，担
任交通志愿者，向市民开展“文明过马路，礼让斑马线”劝导活动。

金水区：

创新形式力促发行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作为党报党刊发行大户，金水区施

展“金点子”，全力促发行。在日前该区召开的2015年度党报
党刊发行动员会上，该区坚持双轮驱动——畅通发行主渠道，
密植扩展各支流，上下齐发力，确保党报党刊发行更给力。

金水区广大领导干部认为，党报党刊既是党和政府指导
各项工作的思想舆论工具，又是密切党群关系的纽带与桥梁，
更是各级干部群众及时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最权威的有效途
径。近年来，以《郑州日报》为主体的各级党报党刊围绕金水
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运用不
同的方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报道，充分反映了金水区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大好形势，为加快“一化两区四个金
水”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为此，该区在抓好各街道、各委局、大中小学等报刊征订主
渠道的同时，还注重在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挖掘、密植、丰富发
行支流和范围，以党报党刊丰富社区文化，充实“两新”企业，文
化扶贫等方式，力求做到党报党刊全覆盖。

惠济区：

党员干部带头订阅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日前，惠济区召开2015年度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会议，就全区党报党刊征订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巩固党报党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加快推进
“大枢纽、大产业、大都市”和建设中心城市的“三大一中”战略
目标，全速推进滨河田园城区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各级机关、镇街道党（工）委、大中专院校、社区党支
部、村级党支部、人民团体机关、企事业及所属单位，高中、职
业中专、中小学校，公安、工商、税务系统的基层所及其他垂直
管理行业系统基层单位的党组织，规模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有条件的新社会组织的党组织，都应订阅党报党刊。旅
游景区、宾馆、酒店和医院等人员流动较大的场所，也要订阅
一定数量的党报党刊供游客和患者阅读；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要带头订阅，广大党员要带头订阅《郑州日报》。

8000个日日夜夜，李琴从一名 19岁的
姑娘成长为 42岁的成熟女性，23年的人生
年华，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而唯一不变
的，是她在市八院一线护士这个岗位上的
付出和热忱。

众所周知，护士很辛苦。而市八院这
些面对精神病人的一线护士，则有着更多
的辛苦。“这辈子，我无怨无悔，因为我面对
的是最无助的病人，我必须对他们负责；下
辈子，我不会选择这个工作了，因为真的太
辛苦了。”李琴坦诚地说。

说是护士 更像是“保姆”

早上 8时，到单位之后要开晨会，夜班
护士会交代病人的相关情况，尤其对于重
点病人会着重介绍一下；晨间护理，110个
病人的床铺需要整理，马不停蹄地做，也要
到 10时 30分左右；喂病人吃药，要看着病
人把药一颗颗咽下去才行；12时，带病人吃
饭，要小心有些老人噎着；下午带病人进行
例行检查；18时，下班。

李琴的一天，每项工作有着准确的时
间表，一刻也不能休息。李琴在市八院
的“惠民病房”担任一线护士，市八院是

精神病专科医院，而“惠民病房”则更加
特殊，这里住的是三无病人、低保病人、
流浪病人等。“其他病房的病人有家人照
顾，至少是干净卫生的，这里的病人很多
来的时候非常脏，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
他们洗澡。”

说是护士，李琴他们的工作更像是“保
姆”——给病人洗澡、剪指甲、喂药、喂饭、
帮他们换洗衣服……

在一线工作 23年，李琴说已经从一开
始的恐惧变成了习惯。“前几天，有个病人
来的时候衣衫褴褛，打开棉袄，里面塞着
树叶取暖，我们帮她洗澡就用了三四个小
时……”尽管每天要面对这样的病人，可
李琴提起这些依然神情黯然，“流浪女精
神病人是最可怜的，她们往往都经受过精
神或身体方面的伤害，看着她们我特别心
疼……”

那朵小野花让我哭了出来

都说市八院的护士几乎都被病人“欺
负”过，李琴笑笑说：“没那么绝对，但是这
样的事情真的每天都在发生。”

眼前的李琴瘦小柔弱，她捋开袖子，左

臂上一个伤疤非常明显。“这是前段时间，
我遇到一个女病人，正在了解病情的时候，
她突然照着我的胳膊就咬了下去，怎么也
不肯撒口。”在其他护士帮助下，病人终于
松口了，可是李琴胳膊上已经是鲜血淋
漓。后来，病人家属过意不去，给她塞了
200 元钱。李琴硬是不收，把钱交给了医
院，她对病人家属说：“你们家中有病人，已
经不易，我不要你们的钱，这钱就给病人当
医药费吧。”

不仅李琴，她的同事也经常受到这种
攻击：一名男护士的脸被病人咬伤；另一名
男护士的手被病人咬得露出了骨头；一名
女护士被病人拿饭缸砸得头上好几个包；
一名老护士胳膊接连被咬了三次，他笑谈

“再咬就成了奥运五环”……
于是，有些护士走了，有些新护士来

了。而李琴，依然在这个岗位上，不说放弃。
前几天，李琴带着一位康复中的女病

人在医院散步，这位病人突然跑去摘了一
朵盛开的小野花递了过来。“我当时就哭
了，看着她由以前脏兮兮的样子变得干干
净净的，从有暴力倾向到现在送我一朵花，
我觉得我付出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觉得我是病人的依靠

李琴的工作是“三班倒”，上夜班的时
候，往往是她最累的时候。“我们惠民病房
目前有 110名精神病人，夜班的时候，需要
每 15 分钟巡视一次。”不仅要看看病人是
否休息了，还要解决各种问题，“前几天一
个病人刚来的时候大小便失禁，我一天就
给他换了 17条裤子。”

工作这么辛苦，收入并不高，问起支
撑李琴坚持下来的原因，她说是“责任”。
她说：“照顾病人是我的工作，我觉得我是
他们的依靠。”

每逢冬季，李琴和家人就会把家里闲
置的过冬衣物整理出来，洗干净拿给病
人，“因为惠民病房的病人没有家人，他
们更没有过冬的衣服”；每逢吃饭，李琴
会格外关注几个老人，“因为他们吃噎
过，我把馍给他们掰碎了泡汤里再让他
们吃”；每逢一个病人康复出院，李琴都
高兴得不得了。

距离退休，还有十多年，李琴笑着说：
“我会安心尽责的，将这个工作做到退休，看
看到时候，我这辈子帮助过多少病人。”

昨日下午，蒙蒙细雨中，杜岭
街道办事处二七路 64 号院过街
楼轰然倒地，由此拉开了张砦街
片区旧城改造序幕。而这座拥有
50年历史的建筑，不仅见证了半
个世纪郑州市发展历史的风风雨
雨，而且也将竖起郑州旧城改造
的一座丰碑。

1964年，郑州市二七路，一座
横跨张砦街老街的南北三层、中
间四层的过街楼，由郑州市第二
轻工业局主导建设完成，南楼分
配给了郑州市工农服装厂，中楼
和北楼分配给了郑州市烟酒公
司、郑州市蔬菜公司、郑州市食品
公司和郑州市水产公司。

历经 50年，当年的郑州市工
农服装厂，先后更名为郑州市第
五服装厂、郑州市九州服装厂乃
至今天。中楼和北楼的二楼以上
房屋作为单位居民住宅分配给了

单位职工。后经过房改，目前有
16户居民。北楼一楼是郑州市蔬
菜公司的办公用房，使用至今。

过街楼，承载着几代人的
梦想。77 岁的过街楼居民徐德
良是郑州市烟酒公司的退休工
作人员，他是 1965 年入住过街
楼的老居民。当时单位分配给
他一间 15 平方米住房，后来又
调剂分配给他一间 15 平方米住
房。作为一位在此生活 49 年的
老居民，徐老面对搬迁，对老楼
有 着 难 以 割 舍 的 眷 恋 。 徐 老
说：“在这里住习惯了，买菜、转
街、逛公园都方便，到其他地方
住很不习惯。但我们的住房太
陈旧了，我们愿意响应号召搬
迁。等这里建设好了，我们还
会搬回来的。”

作为 6月份启动的张砦街片
区旧城改造项目中的一栋楼院，

在完成了 16户住宅居民、两家非
住宅公共单位的协议签订、搬迁
和空房验收后，以过街楼为地标
象征，张砦街片区开启了由历史
走向未来的新兴之旅。

徐老喜滋滋地告诉记者：“这
次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我的住
房加上老房子的公摊面积，共获
得 56 平 方 米 的 回 迁 安 置 房 面
积。”

像徐老一样高兴的大有人
在。目前，这 16 户居民、郑州市
九州服装厂、郑州市蔬菜公司都
通过租房等方式找到了暂时安身
地点，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
了回迁的安置方案。

畅想未来新愿景，当“徐老
们”不久就要搬回原址新家时，他
们会站在老过街楼的位置，凭栏
而望，目睹建设好的新张砦街片
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文 唐
强 图）随着电动自行车越来越
多地成为重要的城市交通代步
工具，各种电动自行车经销商行
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城市的大
街小巷出现。长期以来，电动自
行车商行突出门店经营，占用人
行道和自行车道影响城市交通
问题一直很突出。

昨日，记者在黄河路、经八
路交叉口附近看到，沿黄河路南
北两侧，几十家经销电动车和运
动自行车的商户，普遍存在突出
门店经营的情况。商家将待售

的电动车、自行车摆放在人行道
上，加之前来购买商品或维修车
辆的顾客乱停乱放，这里的市容
环境显得十分混乱。

记者看到，一些乱停乱放
的电动车、自行车甚至摆放在
了机动车道上，几乎将公交车
站包围，给等候公交车的乘客
带来极大不便。一些商家在
自行车道上组装车辆，工具、
零件摆满一地，占用了供自行
车、电动车通行的道路，影响
道路交通。

在城南路与南关街交叉口

附近也有几家经销电动自行车
的商户，同样是将待售的电动
车、自行车摆放在人行道上，使
得行人通过这里极不方便。在
工人路与友爱路交叉口处，几家
电动车商行占用自行车道组装
车辆，几乎将供自行车通行的便
道完全阻死。

据了解，目前我市电动车、
运动自行车商行普遍存在突出
门店和占用人行道经营问题。
市民呼吁，加大治理电动车、自
行车商行突出门店和占道经营
问题，真正做到还路于民。

上街区：三城联创居民受益
本报讯（记者 朱华 通讯员 李宝丽）“有了快速充电站，我们的

电动车充电可方便啦……”在上街区康乐社区世纪嘉园小区采
访，小区里的张大姐见到记者不停地“唠叨”，笑容满面。

今年年初，针对群众反映电动车充电难的问题，上街区中心
路办事处投入10万余元在辖区安装5个整体电动充电车棚，在超
市、小区门口等人员密集处安装快速充电站，采取自动投币的方
式，为居民提供电动车充电服务。

“三城联创”活动开展以来，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把联创
工作与完善便民设施、改善人居环境结合起来，着力解决一批居
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针对一些生活小区基础设施缺失、损坏严重的问题，办事处投
资100多万元，铺设修复6000余平方米人行道板砖，封堵近千个老
式垃圾道，安放新型封闭垃圾桶，粉刷楼院墙体3000多平方米。

针对小区健身器材陈旧、数量不足的问题，办事处安装更换
健身器材200多件，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健身娱乐生活。

新密市：
50人当选“百姓学习之星”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郭卫民）11月27日，新密评出“百姓

学习之星”，包括80岁老人王衍村在内的50人当选。
王衍村多年从事新密历史文化研究，现在仍在编写《新密县衙

文化》《新密地名传说故事》以及新密市有关乡镇志。
为用身边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鼓舞激励身边的人，9月份

以来，该市在全市各行业广泛开展参与终身学习的全国各级“百姓
学习之星”候选人的推荐评选活动。今年以来，新密市依托成人学
校、职业学校、社区教育服务中心，全覆盖、多层次、广渠道开展各
类教育培训，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终身学习的快乐。

依托新密市成人中专的优质资源，该市先后投入资金 200多
万元，对学生宿舍楼和办公楼进行了改建、装修，使其成为具备餐
饮服务、宾馆住宿等功能齐全的培训服务中心，初步建成了市成人
中专农村基层干部培养基地和千亿级耐火材料人才培训基地。

截至目前，全市 17个乡镇的成人学校均达到二类标准以上，
牛店镇被命名为全国成人教育先进单位。全市 303个行政村，村
村都建有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通过个人申报、群众测评、单位推荐、组织考核、命名表彰、事
迹展示六个关键环节层层把关，新密评选出 50名具有说服力、影
响力和榜样示范作用的百姓学习先进典型。其中，还有行万里路，
以学习为乐，痴迷于弘扬地域文化，曾经写作出版、参与编著图书
10多部的杨建敏；热爱家乡、乐于调研、精耕讲坛、喜爱挖掘乡土
历史文化的张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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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电话一周受理电话9804个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段宝玉）本周市长电话受理指

挥系统共受理电话9804个，电子邮件120封，互联网87条，短信17
条。其间向市长电话网络单位转办 1058件，按期回复 1047件，回
复率98.96%，主要涉及水电气暖、占道经营、市容环卫、噪音扰民、
社会治安、劳动保障等方面问题。

工地噪音影响居民生活 加强管理

市民王女士反映：花园路与北环路交叉口西南角徐砦村目前
正在征迁，每日6：00～24：00施工，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
活，建议征迁工作晚上提前结束。

市长电话转北林路街道办事处落实处理，回复称经向徐砦村
城中村及连片改造项目指挥部了解，夜晚噪音主要来自建筑垃圾
清运。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北林路街道办事处要求施工单位降
低作业强度，合理安排时间，把对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要求施工
现场严格控制征迁作业时间，文明施工。

商贩占道经营影响通行 疏导清理

市民张女士反映：花园路街道办事处金水路与纬二路之间的
经一路早市市场，每天6:00～20:00大量商贩占用机动车道经营，
导致此路段交通拥堵，希望相关部门加强早市疏导点监管。

市长电话转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落实处理。针对市民反
映问题，花园路办事处决定加大经一路沿线管理，对影响交通的占
道行为及时疏导；协调执法中队加大清理和处罚力度，对占压路口
影响交通不听劝阻的流动商贩严格处罚；增派社区巡防队员，加大
巡防力度，保障经一路畅通。

一线护士的8000个日日夜夜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席娜

整治交通秩序 倡导文明出行 台
光

沧桑过街楼：告别历史 走向未来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沈 荣

黄河路经八路口附近，许多电动车、自行车商行突出门店经营，影响交通。

我为正能量代言我为正能量代言

前半夜大多守“规矩”
后半夜依然“不老实”

（上接一版）王斌介绍，10多名人员，从每晚10点工作到凌晨6点，
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这种节奏和生活，城市是所有市民的，环境
好了，大家都会感到由衷的舒心。

保持执法高压态势

市城管局固废处处长王福深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市政府将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监督管理列入郑州市蓝天工程行动计划和
2014年度“十大实事”之一。

4月18日，全市召开渣土清运行业规范整治动员会，经过5个
多月的整治，基本完成了公司整合、车辆改装和出土工地出入口
硬化。原有的84家清运公司重组整合为23家。全市3402台渣土
车，除小东风车外均完成了密闭改装并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全
市引进新能源渣土运输车近800台。90%以上的工地出入口实施
了硬化，并安装了自动冲洗设施，有效防止了车辆带泥上路污染
路面和本身不洁污染空气环境。7月15日以来，市城管、交警部门
还开展了联合执法“百日行动”，对市区内营运的违章渣土车进行
了严查，有效遏制了“黑车、黑公司”非法营运现象和沿途遗撒、私
拉乱倒、闯红灯、逆行等违规问题。

从10月至今，市城管局依然组织了240多名执法协管队员、30
名执法队员，联合交警部门严把市区各重要出入市口，对所有黑
车、外地车及正规公司的违规车辆进行联合查处，对渣土车做到
露头就打、上路必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