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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我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新
目标：力争2015年年底市辖区内村庄拆迁基
本完成。2015年年底郑州将告别都市村庄，
这也预示着城市社区建设步伐要加快。

记者了解到，省委、省政府未雨绸缪，
已于2014年11月17日出台《关于加强新形
势下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指导建设、整
合大社区。《意见》就加快社区居委会组织
全覆盖提出要求，原则上城市按 1000户至
3000户、城镇（县城）按 1000户至 2000户常
住居民的规模设置社区居委会。据介绍，
我市有关部门计划按上线整合社区：3000
户、10000人的标准设置一个社区，目前已
下发征求意见稿。

围绕这一指导意见，各区已经行动起
来。去年年底，中原区已组织各街道、社区
负责人到吉林省长春市等地考察，学习外地
先进的社区建设经验。目前，中原区正加紧
制定社区整合方案，该区各街道已启动本辖
区社区整合调查，有的已按要求上报初步整
合意见。据中原区社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李长伟介绍，中原区现有114个社区，最小的
社区有 600多户，约 2000人，该部分占比较
大；最大的社区 6000户，近 20000人。“按照
建设万人大社区标准，整合后的社区数量以
现有社区为基数肯定会减少，不过还将在新
建小区增设新社区。”李长伟说。

根据计划，2015年底，中原区 60%的社
区综合用房面积将达到 1000平方米以上，
将按照“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的原则
建设社区用房。同时，整合现有社区信息
平台，建立区、街道、社区“三位一体”，涵盖
党建、综合治理、网格化管理、城市管理的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促进为民高效服务，让
群众满意。

市民告别都市村庄，全域城市化加速
推进，也为社区建设、社区管理提出了更高
要求。如何建设万人大社区？为城市管理
者出了一道思考题。

从居委会到社区的嬗变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文/图

随着我市全域城市化建设提速，许多单位人加快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社区
以及社区主任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离不开的话题。

时空倒流，还记得当年的居委会吗？还记得那个婆婆妈妈的居委会主任
吗？

居委会到社区的嬗变，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人员、设施、管理、服务的转
化，浓缩了城市发展的点点滴滴。“ 走 路 背 着 手 ，拎 着 小 提

兜”。以前的老居委会“提兜主
任”走东院、串西院管理家属院事
务的情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如今，那些兢兢业业为居民
操劳的大妈们虽已淡出人们的视
野，但她们“辛苦我一人，服务为
大家”的精神依然让人感动。

今年 67岁的王玉，曾是国棉
四厂第六居委会主任，居民都习
惯叫她“提兜主任”。所谓“提兜
主任”就是她不管走到哪里，手里
都拎个提兜，里面装着居委会公
章，随时为居民服务，走到哪儿谁
都可找她盖章。

王玉1997年从原国棉四厂退
休后，干起居委会工作，一干就是
15年。居民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国
棉四厂“百事通”。王玉介绍，过去
国棉四厂居民区管理是“老八居模
式”，分为八个居民委员会，工作内
容主要以“调”、“协”为主，即：调解
纠纷，协调关系。居委会人员每天
围着“自留地”溜达，遇见谁家的自
行车没锁、门没锁，就会在门前楼
下大声吆喝着提醒。串过百家门，
知晓百家事，也解决百家难，更暖
过百家心。“那时候谁要找居委会
主任盖章，只要到辖区转几圈，准
能找到，那公章就在提兜里随身带
着呢，见人见章，现场办公，立刻解
决。”王玉说，也正因为此，别人都
叫她“提兜主任”。据介绍，过去的
居委会人员 80%都是单位退休人
员，威信高、熟面孔，谁都认识，居
民办事也方便。

今年79岁的老党员郑玉兰曾
是郑州电缆厂第四居委会的老主
任，1983年内退后次年当选居委
会主任，一干就是 18 年。1 月 20
日，在郑玉兰家里，记者见到这位
满头银发、神采奕奕的老主任。

“那时候退休了发挥余热，居委会
每月 15元工资，干得还可有劲。”
郑玉兰介绍，当时条件艰苦，没有
办公用房就在家里办公，没有笔
和纸就让丈夫把单位里的纸和笔
支援一下。郑玉兰回忆，她最初
当居委会主任时，连公章都没有，
职工有事都到厂里办。“后来居
委会管理规范了，刻了公章，谁要
盖章就找到我家里。”郑玉兰说。

郑玉兰记性好，谁家的事她
都记在脑子里了。每天不停地奔
波在家属楼院，啥事说一遍、看一
眼都印在心里。郑玉兰以她的直
爽、热心、负责赢得了居民的信
任，在居民中威信很高。就连人
见人怕的“刺头”，也管她阿姨长
阿姨短地叫个不停。当时这个

“刺头”刑满刚释放，片警上门登
记户口信息，他拿出刀子威胁：

“不准你再来我家，你要是再来我
家让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片警
也吓得退出。后来片警找到郑玉
兰，由郑玉兰陪着才登记完手
续。郑玉兰是个“热心肠”，她把
群众的事看成天大的事，为困难
户申请低保，为腿脚不便的老人
提供方便，举手投足之间，传递温
暖，自己也觉得很快乐。 2002年
7月，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开始整合
居委会组建社区时，郑玉兰离任
居委会主任一职。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在郑州
电缆厂家属院，像郑玉兰一样干
居委会主任 15年以上、仍健在的
还有赵爱民、李月莲、芦社香等
人。一提起当居委会主任那段历
史，她们心里都充满自豪。

老居委会的
“提兜主任”

随着社区整合居委会步伐加快，社
区建设不断完善，如今社区已成现代社
会的基本单元。许多社区工作者在履职
尽责中，已深深感受到岗位的重要和所
要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办事处电缆一社
区的特点是“三多”：“下岗失业人员多、
贫困人员多、高龄孤寡老人多”，属于一
个典型的老旧型社区。电缆一社区是原
郑州电缆厂改制后，企业人成为社会人、
社区人。这样的社区在中原区有几十
个，像棉纺路街道的四棉西社区、四棉东
社区等几个老国棉厂家属院所在社区，
均属同样情况。

“企业职工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
转变中也会出现许多不适应，对原单位
依赖性强。”中原区社区建设服务中心主
任李长伟深有体会。李长伟介绍，以前
国企职工家属院里管网坏了，房子修缮
都找厂里解决，又不用交钱。现在有物
业公司，社会化管理，修缮费用要靠大家
出钱，很多人还转不过来弯，这种依赖心
理也为社区工作带来难度。

直接和居民打交道，电缆一社区党
支部书记冯福霞感触很深。她说：“举个
最简单的例子，像交燃气费、装电话，报
修故障等这样的小事，有的居民习惯找
社区，我们都会耐心地帮其联系。”冯福
霞表示，做社区工作一定要保持“耐心”，
要换位思考，多为群众着想，赢得居民的
理解和支持。采访时，64岁居民陈春枝
正在电缆一社区服务中心领取独生子女
家庭优抚金，每年 1120元的优抚金让她
感受到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好处。

“社区服务很好，工作人员认真负责，我
很满意。”陈春枝发自肺腑地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社区用于关怀
困难群众的资金很有限，来源多依靠政
府补贴、社会资助、邻里互助的方式，然
而对于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只是
杯水车薪。近年来，社会公益组织热情
高涨，社区帮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萝
卜哥”进社区居民得实惠，慈善机构组织

“爱满绿城，贫困学生欧洲游”社区孤儿
王婉瑞受资助。一项项慈善活动传递温
情、温暖。

“小机构，大服务”。社区建设作为惠
民生的切入点，已经得到广泛的关注。社
区也充分发挥“小机构，大服务”作用，围绕
群众需求，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开展了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

建设路街道协作路社区已建成“全国
样板”，2014年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和谐社
区示范单位”，也是继 2009 年获此殊荣后
的再次获得。协作路社区位于桐柏路 61
号院，辖区面积约 0.13平方公里。该社区
以服务居民为核心，打造“微”服务理念，开
展了“微讲堂”、“微心桥”、“微公益”、“微墨
廊”、“微课堂”，开展的法制、消防安全等教
育活动颇受群众欢迎。

林山寨街道办事处碧沙岗社区立足服
务群众，关爱困难群众，联合省生命关怀协
会和爱心企业为困难户发放“爱心存折”，每
月定期凭存折到社区领取生活用品爱心物
资；加强对无主管单位楼院管理，社区工作
人员进楼院开展集中义务服务，维持环境卫
生，改善人居环境。百花路社区关爱外来务
工人员和留守儿童，开展了陪农民工过新
年、包饺子等特色活动，还把特殊家庭儿童
照料纳入社区工作，送温暖、献爱心。

秦岭路街道办事处锦艺东社区是一个
网格惠民的“样板社区”，着力打造“七色彩
虹”服务品牌。形象地以“红”、“橙”、“金”、

“绿”、“青”、“蓝”、“紫”，七色为主题，开展
特殊主题活动。通过开展“楼院一家亲”、

“一帮一”结对帮扶等活动和谐邻里，帮助
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还在社区建立了两
乐园、四中心，为方便群众，让居民足不出
社区就可以享受到办事、娱乐、学习的各种
便利。

责任使命传递温暖温情

特色服务
满足群众需求

万人社区
开启新生活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轶）昨日下午，金水区新年“为民
办N件实事”唱响开场戏：外语口语
培训计划在新东方教育集团启动。
113名来自金水区各委局办的在职
干部成为新学员。

随着外向型经济日益密集，金
水区深感缺乏知本土事儿、本土情
的专业翻译人才。2013年，该区在
全市首先建立了区级外语技能对外
交流人才库。两年的时间里，人才
库成员作为对外交流志愿者，多次
服务于金水区承办的国际街舞大
赛、河南外包产业园成立以及金水

区留学人员服务中心成立等涉外活
动。

“让金水自行培养的人才服务
于金水”。由该区统战部筹划的这
个培训班，一不拿文凭，二不关乎晋
升，但却激发起金水基层干部的空
前热情。专业班员额只有 15个，报
名的却达到 32个，普及班更是一而
再“扩招”到98名。

据悉，入选培训班的初始水平
要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以上，
学期为期一年，每周四全天上课，
由新东方教育集团为之“量身定
做”。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耿景云 董会）管城回族区妇联联合
致公党管城支部昨日在紫荆山南
路街道办事处辖区管城回族区奇
色花福利幼儿园开展“用爱心托起
明天的太阳”捐助特殊需要儿童活
动。

参加活动的民主党派政协委
员、社会爱心企业家亲切看望了在
奇色花幼儿园接受启智教育的特
殊需要自闭症儿童。致公党管城
支部成员、河南沃有喜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常彬海向特殊需要
孩子们赠送了价值1万多元的木质
益智玩具共计 220 套，管城区妇联
的社会爱心志愿者们为孩子们表
演了精彩的舞蹈《我的心在飞》和

《小苹果》。管城区妇联还特意邀
请了烘焙坊的西点师傅现场表演
蛋糕制作。参加活动的政协委员、
爱心企业家、社会爱心志愿者和奇
色花幼儿园的自闭症孩子们一起
制作了精美的蛋糕，并且愉快地分
享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本报讯（记者安群英 通讯员王
飞）1 月 20 日下午，二七区组织开
展了集中观看优秀廉政京剧《刘伯
温》活动，全区县处级领导干部，各
单位党政正职、科级干部参加了观
看活动。

京剧《刘伯温》是由河南省京
剧艺术中心打造的大型廉政历史
剧，该剧讲述了刘伯温面对大明朝
第一贪腐大案及背后的风云吊诡，

为匡扶正义、社稷安危挺身而出最
终机智化解矛盾并成功退隐的故
事。整个故事将刘伯温处理贪腐
大案的机智勇敢，与夫人的深厚感
情贯穿起来，也展现了这位传奇人
物侠骨柔情的一面。该剧故事性
强，人物性格鲜明、节奏跌宕起伏，
催人泪下；该剧维护法律尊严、匡
扶正义的主题更具有一定的历史
镜鉴作用。

本报讯 (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郑永青)16 日上午，随着清运车辆
的作业，长兴路办事处辖区内位于
北环路与沙口路一处占地 16亩的
非法建筑仓库被拆除。

上午10时，记者来到北环路沙
口路西南角的仓库地点。现场，用
绿色铁皮搭建的十几间大型仓库
已经坍塌，仓库内空无一物，清运
车辆正在往外运输拆除的垃圾。
据了解，该仓库建于 2014 年 11 月
20日，是长兴路办事处个别村民共

同投资 200万左右建成，用于出租
牟利。仓库占地足有16亩，是目前
长兴路办事处辖区内最大一处违
建。

长兴路查处违法建设办公室
主任南磊介绍，接到市民举报后，
查违办经过核实，确认此仓库为违
法建设，在与仓库建造者多次进行
提醒、教育、沟通无果后，才进行了
强制拆除。与此同时，当天上午，
长兴路查违办在南阳寨村旧址，对
5起违规建房进行拆除。

金水区

开启百人外语口语培训工程

管城区

捐助慰问自闭症儿童

二七区

集中观看优秀廉政京剧

长兴路办事处

拆除辖区一处非法建筑

年关临近，社区组织书法家挥
毫泼墨（如图），为居民义务送对
联；身为戏曲爱好者，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戏曲饕餮盛宴，让你过足戏
瘾；家中有困难，社区会提供“保
姆”式服务，直到问题解决……在
未来路办事处金色港湾社区，聊起
辖区的“幸福经”，居民们都是津津
乐道。

昨日，金色港湾社区活动室热
闹非凡，知名书法家——83岁高龄
的武寿当场表演双手书写“正反
体”绝活儿，为辖区孤寡老人书写
新春对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预

约作品者更是排起了长队。
“社区对有困难的居民，推行

一站式‘保姆’服务，切实提高办事
效率。”金色港湾社区书记邵增霞
告诉记者，居民的大小事，都是社
区的大事，社区有责任为居民办好
每一件事，“仅去年社区就为多户
困难家庭安排工作，解除他们的后
顾之忧。”邵增霞说，为进一步提升
居民幸福指数，社区精心为居民送
上文化大餐，举办戏曲音乐文化
周，为青少年举办爱国文化讲座
等，举办邻里茶话会等活动，活跃
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金色港湾的“幸福经”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车道平 文/图

3岁时被诊断为渐冻症，医生曾
断言活不过20岁，如今已经25岁；最
希望能够挣钱养活自己，如今在一家
咖啡馆里当驻唱，领着属于自己的工
资；曾经有个梦想，希望能够开一场
个人演唱会，之后梦想实现了，并成
立了郑州首个“渐冻人基金”，帮助更
多有需要的人……创造这一连串奇
迹的小伙名叫王海龙，一位“渐冻
人”。

王海龙的姥爷姥姥是豫剧名家，
出身艺术家庭的他凭着自己的音乐
天赋，练得一手好电子琴。20岁时，
由于双手肌肉萎缩，弹不了琴，海龙

就放弃了自己弹了十几年的电子琴，
开始学唱歌。“一开始我是在家里对
着电脑自己学的唱歌，碰到喜欢的就
下载下来，一遍又一遍地听，跟着哼
唱。”王海龙说，“后来张建勋老师听
说了我的事后，就主动来家里免费教
我。”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海龙唱歌
的水平直线上升，曾在《中国达人秀》
第三季郑州赛区获得“最佳达人”，郑
州市残疾人会演荣获一等奖，河南省
残疾人会演二等奖。在《中国梦想
秀》的舞台上，林俊杰亲手为他带上
了“最受欢迎追梦人提名”的徽章。

2013年夏天，王海龙在医院做检
查时遇到两位病友，看着他们烂得不
成样子的轮椅让他心里很不好受，为
了帮助两人，他开始在街头卖唱；之
后不久，当他听说刘东兴患重病的事
迹后，又开始募捐义演，并把别人捐
给自己的 1 万元手术费捐给了刘东
兴。

2014年冬天，王海龙用“渐冻人
基金”为全市 10 名患有渐冻症的患
者家庭捐赠了空调。

王海龙说：“唱歌，不是为了挣
钱，也不是博取同情，是为了实现自
我价值，这样活得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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