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交通之窗

凡人凡事

基层风采基层风采

2015年4月1日 星期三

ZHENGZHOU DAILY

T2

近日，新郑市市直小
学启动“日行一善，爱我家
园”系列活动，倡议全体师
生无论校内校外、家里家
外，用自己的“安全出行、
净我社区、和睦邻里”等文
明言行带动家人，影响邻
里街坊。图为该校学生利
用周末走进“郑风苑”景区
开展捡拾垃圾活动。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通讯员 高魁 王利）
在新郑市四届四次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对
新郑法院的工作报告给予全票通过，尤其是
对该院开展的“提升质效年”活动，给予了高
度评价和一致认可。

去年以来，新郑法院通过不断提升案件
质效、管理质效和服务质效，扎实开展“提升
质效年”活动，为该市临空经济强市建设提供
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今年1月，该院又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
全国 50个“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
院”之一，成为河南省唯一入选的基层法院。

规范案件管理 提升案件质效
该院通过建立“两评查”长效机制，每季

度由各业务庭庭长担任评委对所有已结案件
进行集中评查，对优秀卷宗和裁判文书制作

人进行通报表彰和奖励。去年共对1154件案
件进行集中评查，从中评出 47本优秀卷宗和
42份优秀裁判文书。同时，深化新型合议庭
改革，突出主审法官地位，将主审法官从繁杂
琐碎的日常性事务中解脱出来，解决合议庭
权责不明、合而不议等审判权运行中的突出
问题，并组织庭审观摩评比活动，不断提升法
官的庭审驾驭能力，去年共组织观摩庭审 21
件次。

抓好绩效考核 提升管理质效
该院由院领导每周带领监察室、办公室、

政治处、审管办相关工作人员对全院干警考
勤、着装、会风会纪、庭审“三同步”运用等情
况进行审务督查和明察暗访，对违反相关纪
律规定的人员及时给予提醒、警告、通报批评
等相关纪律处分，做到令行禁止。每月制作

《审判管理工作通报》和《绩效考核通报》，对
全院和各业务庭室各项审判质效评估指标和
其他绩效考核事项完成情况进行通报。每季
度对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阶段性评估，找
出与兄弟法院的差距，迎头赶上。年中对全
院所有庭室及干警个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
行全面总结，确保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实行绩效考核“四个一”制度，确保各项管理
制度落到实处。

坚持能动司法 提升服务质效
该院还深入开展走访企业活动，有针对

性地做好司法服务和司法应对。对“华南
城”、“新郑农村商业银行”、“好想你枣业”、

“韩都药业”等 15家企业进行走访，及时掌握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涉法涉诉问题，
积极为企业重大活动提供法律咨询和引导，

帮助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竞争、依法维权；
并选派优秀法官走访全市中、小学校 25 人
次，通过开设法治课堂、模拟法庭、巡回审
判、法律知识竞赛等形式宣传普及法律知
识，不断提高在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和安全
防范意识。

推行网格管理 延伸司法服务职能
认真总结过去两年推行网格化的工作经

验，全院建立了服务乡村社区、服务企业、服
务学校、服务“三留守人员”、行政争议联动化
解、社区矫正等11个服务网格，形成了全院性
的立体式、全覆盖网格化便民司法网络；共选
任一级网格长 10名，二级网格长 29名，网格
员127名，网格联络员471名。各级网格诉前
化解矛盾纠纷共 214 起，协助送达 182次，开
展巡回审判95次。

“提升质效年”活动为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说起李小红，新郑市和庄镇河赵村
的很多居民都熟知。她可是该村的明
星，不但让周边村民学会了许多舞蹈，
还使一些人因跳舞而驱走了疾病，强壮
了身体。

李小红是河赵村村民。她自幼喜爱
舞蹈，后来又到该市教师进修学校学习
舞蹈，但因一直忙于做生意，她是“英雄
无用武之地”。这两年闲下来了，她就耐
心地教大家跳舞。

“人吧，总得有点爱好。如果心里面
很空，生活就会很无聊。”李小红发现有
些农村妇女除了家庭和孩子外，无事可
做。她想：如果把她们组织起来跳舞，说
不定她们会喜欢的。于是，她就决定发
挥自己的优势，组建一支舞蹈队。

没有音箱，老公二话不说就给她买
了一个；没有人气，村里热心肠的陈永
超努力为她营造氛围。很快地，隔三岔

五地有很多人参加。每天晚饭后，村里
的妇女们就出来“蹦跶”了。虽然一人难
称百人意，但李小红还是打造出一支团
结向上、凝聚力强的团队。为了给队员
们带来更加优质的节目，李小红坚持每
天学习，还经常与同行交流。她加入了
五六十个广场舞qq群，注重吸收里面
的经验，只要一有空，就到视频网站观
看新舞蹈，然后将学习到的精彩内容分
享给队员，看着大家跳得起劲，李小红
心里很是高兴。

她的奉献精神，很多人都有耳闻。
新郑市其他社区的居民们，都邀请她
当老师。跟着她跳舞，个个都精神头十
足。只要有活动，姐妹们都争先恐后地
来报名参加。没跳舞前有抑郁症的冯
占花，跳舞后不但病好了，精气神好
了，还鼓舞身边的人跳舞。她说，她真
心感激李小红这些年不计报酬兢兢业

业地教她们，两年多来，跳舞她没少过一
天，基本上每星期队员们都能学到一支
新舞蹈。好几个患有精神和心理疾病的
人都通过跳舞转移了关注点，慢慢地康
复过来，这样的真实案例影响着更多的
人加入舞蹈队。

除此之外，她还每星期到市区为
老年大学的老人们上课。“不管年龄多
大，小红都耐心教导。老年人接受能力
差，她边教边讲解方法。”陈永超说，正
是有了李小红的奉献精神，才形成了
现在融洽和谐的团队——新郑叶子广
场舞队，队员们将自己跳舞的视频传
到网上，希望更多人发现广场舞的魅
力。她们还成立了新郑叶子 qq群，目
前有群员 100 多名，大家在群里分享
广场舞的各种信息。

有付出就有收获。去年可以说是舞
蹈队的丰收年，该队在该镇举办的文化

节中获得一等奖，在该市举办的“凯旋城
广场舞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在该市“教
你一招”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广场舞大
赛展演中获得乡镇组一等奖，同时，还去
杭州参加了“万人同跳一支舞共创排舞
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展示了广场舞的
风采。一路走来，李小红感谢队员们对自
己的拥护与支持，而该市陈艳萍、高付
广、曹林凤、李风琴、王银红、高喜荣等
对她的帮助，更是让她感激不尽。

跳舞，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和精
神状态：和家人冷战的，爱上了舞蹈，
不再斤斤计较；没事可干的，心里
有了着落；身体不好的，得到了很大改
善……当初，李小红没想到自己的舞蹈
队能走这么远。但是现在，李小红很有
信心，因为她看到越来越多的队员因为
跳舞而改变了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看
到了更多的人对广场舞的迫切需要。

新 郑 城 区 居 民
下半年喝上丹江水

本报讯（记者 孙瑞）3月30日上午，新郑市召开第二
水厂建设工作协调会，解决第二水厂工程存在的问题。
该市领导关民安参加。

据悉，该市第二水厂建设工程目前正有序推进，工
程进展良好，预计下半年城区将全部喝上丹江水。该
市领导现场协调解决问题，要求各相关单位高度重
视，加紧施工，通力协作，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圆满完成
任务。

十项工作保人民健康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力争市域内就诊率提高到

90%左右、全面推行预约门诊、试点开展“健康厨房”项
目……3月30日，记者从新郑市卫生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卫生工作要点已敲定，重点要做好十项工作，切实提
高人民健康生活水平。该市领导缑云峰、王海民参加了
会议。

会议要求，要突出抓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疗
安全与服务监管、公共卫生服务管理、队伍建设工
作、卫生计生机构改革，进一步提高全市城乡居民健
身水平。

供电公司
“微平台”打造平安春检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 通讯员 刘君红）“这儿，安全帽没系下

颌带，还有这儿，扳手放歪了。”近日，在新郑市供电公司运维部检修
班班组会上，员工们正瞪大了双眼对着电脑“找碴儿”。这是该公司
春检工作中的一个缩影。

依托“微平台”，打造“微学习圈”，提升员工专业素质和安全意
识，确保平安、高效春检，是该公司今年春检工作的突出亮点。该公
司开设了“微课堂”，将安全规程、作业标准、风险防范等内容作为重
点，以作业现场为课堂开展培训，通过培训促安全；立足“微视角”，针
对春检中发现的难点问题，抽调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集中会诊，查补
知识短板，不断积累“微成效”，以交流促技能提升；设立“微镜头”，开
展安全隐患“随手拍”活动，在公司内部网站设置隐患“曝光台”专栏，
通过晒隐患、晒违章，从源头上杜绝违章行为、安全隐患，真正实现思
想消缺、安全消缺。

地税局
提前超额完成申报目标计划

本报讯（记者 昊涵 通讯员 赵瑨）近日，新郑市地税局工作人员
走进该市赵家寨煤矿，将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税自行纳税申报表送
到相关负责人的手中，并耐心地向他讲解注意事项。

为做好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税自行纳税申报工作，该局及时发
现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疑点，给予提醒、催报；还大力宣传与此相关的
法律规定，并做好纳税申报的提醒工作，同时对纳税人分布集中的赵
家寨煤矿和王行庄煤矿等开展上门辅导活动，不仅让纳税人满意，也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该局工作人员说：“这样我们可以在交流中取得纳
税人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确保重点行业、单位的申报质量和数量。”

有努力就有收获。截至3月中旬，该局共受理年所得12万元以
上个税自行纳税申报纳税户751人，占计划人数的108.5%，提前完成
郑州市局下达的12万元以上自行申报目标。

长效办
加强业务知识培训
提升网格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刘佳美通讯员王小明）为进一步强化长效机制政策
和业务知识学习，提高网格长的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3月24日至3月
27日，新郑市举行2015年网格化管理业务知识培训班。

本次培训为期4天，分两批对该市600多名二、三级网格长进行培
训。培训班邀请的讲师既有大学教授、市直单位负责同志，又有来自基
层的乡镇干部、优秀三级网格长，理论与基层实践相结合，授课内容涵
盖长效机制政策讲解、信息平台操作应用、人际沟通与心理调适、优秀
网格长经验交流等。本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网格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
作水平，有效推动了长效机制工作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开展。

新建路街道
大力整治辖区菜市场

本报讯（记者 边艳高凯）近日，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全体班
子成员和机关干部来到该市轩辕路菜市场开展大扫除活动。

由于种种原因，轩辕路菜市场是新建路辖区内存在卫生问题较多
的一个地方。在该市掀起“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新高潮之际，该街道下
定决心，重拳出击，调动最大力量对轩辕路菜市场进行彻底整治。

该街道领导对此次行动做出安排部署，参加人员由副职领导带队
分成五个小组，对轩辕路菜市场及市场外围的道路进行综合整治。

据统计，当天共清理小广告近100条、教育违章摊点5个，清理垃
圾16车。

安排部署 2015 年
春季道路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赵聪聪 高凯 通讯员 王静霞 郝丽萍）
为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促进
工程进度，迅速掀起春季道路建设高潮，新郑市交通运输
局对2015年春季道路建设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2015年，该局将继续做好商登高速公路、G107连接
线、大学路南延等省、郑州市重点工程项目的协调工作，
确保正常施工；做好中华路北延、华南城二路、S321改扩
建、孟庄——薛店道路改扩建、具茨山道路工程等 12个
2014年续建项目，确保上半年全面完工；提前布置安排
好华南城求实路、西环路、北环路东延、农村公路50.42公
里等12个2015年道路建设任务。

该局要求，各施工方面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确保施工质量；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工
程进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工期；要严格按照考核细
则规范施工，确保工程质量达标；要继续开展以“平安工
地”建设为抓手的安全管理工作，严防工程建设安全事故
的发生，使2015年道路建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孝老爱亲好人

黄遵仁（男，新郑市住建局退休干部）
悉心照顾瘫痪妻子 24载，以平凡行动演绎动人爱

情故事。
杜淑先（女，新郑市城关乡敬楼村人）
伺候卧床公公十年如一日，好媳妇胜似亲闺女。
宁根山（男，新郑监狱干警）
照顾患病妻子20多年，用实际行动谱写大爱无言、

相濡以沫的新时代赞歌。

助人为乐好人

刘静（女，新郑市助残志愿者小分队队长）
80后残疾女孩组建助残志愿服务小分队，组织开

展助残、助老、帮幼志愿服务活动，用残缺的身体架起
爱的桥梁。

周强（男，新郑市辛店镇金芒果小学教师）
倾情养育孤女六年，没有血缘关系却视同己出。

诚实守信好人

花书增（男，新郑市薛店镇广播站退休职工）

七旬老人因陷骗局导致面粉厂破产，17年如一日
恪守承诺坚持打工挣钱还完债务。

张清珍（女，新华路阁老坟社区居民）
六旬老人拾金不昧，三张存折、2000 多元现金物

归原主。

敬业奉献好人

史秋如（男，新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院长）
好医生从事艾滋病救治工作 10多年，照顾病人胜

似亲人。
高宝林（男，新郑市梨河镇高班庄村村医）
村医行医50载，当好村民健康守护神。
高丽霞（女，新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新村养护道班班长）
女养路工烈日下坚守岗位 20多年，用平凡的工作

造就了乡村公路的畅洁绿美。

见义勇为好人

李长法（男，新郑市卫生局局长）
危难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勇救5岁落水儿童。

联通杯“美丽新郑——随手拍”
获奖名单

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引领全市
人民积极践行“厚德自强 传承创新”城市精神，进一步
提升黄帝故里·河南新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由新郑市委
宣传部主办的联通杯“美丽新郑—随手拍”自2014年3月
启动以来，得到众多网友和摄影爱好者的支持，共收到作
品 410幅，经组织专家评审，评出一等奖 3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15名。

一等奖（3个）：
刘栓阳 8号作品 @栀子花开 33号作品
刘 静 28号作品
二等奖（10个）：
@鑫儿李静 10号作品 @星火燎原 4号作品
@芝麻开花 27号作品 @东方依然 3号作品
@wlp 14号作品 沈 磊 44号作品
罗 英 43号作品 苏红伟 41号作品
高素萍 37号作品 闵五州 35号作品
三等奖（15个）：
张延超 45号作品 任鹏程 4 0号作品
崔喜军 39号作品 高 锐 38号作品
赵 民 36号作品 @terry 31号作品
@环保志愿者 23号作品 @古剑之魂 22号作品
@梦回轩辕 21号作品 @静 斐 19号作品
@紫薇花开 17号作品 @溱洧行 12号作品
@jessechun 11号作品 @北极熊 9号作品
杨 帅 2号作品

（@文化新郑已将获奖信息私信各位获奖作者，请各
位获奖作者于4月10日前私信官方微博@文化新郑联系
确认获奖信息。）

带领队员舞出快乐生活
——记新郑市广场舞教练李小红

本报记者 昊涵

近年来，新郑市广泛开展“道德模范”、“月评文明市民”、“众里寻你——新郑好人”评选活动，先
后涌现出一批典型代表，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市民，他们的事迹生动诠释了核心价值观的
本质要求，集中彰显了“厚德自强 传承创新”的新郑精神，充分展现了新郑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境界，是我们建设文明和谐新郑的宝贵财富和强
大精神力量。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本报与新郑市文
明办联合设立新郑好人榜，每季度发榜一次。

3月24日，新郑市在
炎黄广场举办平安建设宣
传日活动，通过展板、人员
讲解等展示该市近年来平
安建设工作所取得的经
验、成果等，也进一步增强
了市民的安全防范意识。

本报记者 沈磊 摄

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