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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街动态

新事凡人

昨日上午，在惠济区文化馆 5 楼舞蹈室
内，近60名学员手持团扇，在工作人员的指点
下，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让人无法相信的
是，这些舞姿熟练、颇有专业演员派头的学员
均是来自辖区的普通居民。

这是惠济区发展文化事业、丰富居民文
化生活的缩影。今年以来，惠济区文化馆充
分利用和发挥现有场所、人才的作用，发展群
众文化，将文化惠民渗透到每个角落，切实让
居民享受到文化福利。

舞蹈培训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退休了在家没事，听说这里免费培训舞
蹈，就来报名学习。”今年已经 60岁的顾女士
是文化馆附近居民，在文化馆学习舞蹈已有
两周了。她说，自己舞蹈零基础，但经过培
训，现在已经能和大家一起熟练地跳完一支
曲子。

据介绍，惠济区文化馆免费舞蹈培训班早
在去年8月就开班，针对全区居民开放，内容包
括广场舞、民族舞。一开始只有20多名学员，
现在，学员队伍已经壮大到了200余人。除了
日常学习，文化馆还邀请省、市舞蹈专家进行
现场指导。同时，他们在大河广场、同乐广场
及体育中心相继开办舞蹈班，召集社区教练代
表进行培训，学成之后回到自己所在社区、村，
对居民进行教导培训。“我们正在推广一个‘炫
彩广场，舞动惠济’的计划，目的就是充分调动
辖区居民的积极性，让广场舞渗透全区每个角
落。”文化馆工作人员王娟说。

在刚刚结束的全民健身日“美景麟起城”

杯广场舞大赛中，全区就有 23 支队伍参加。
目前，文化馆正在组织学员们加紧排练，准备
参加10月份全市举行的迎国庆广场舞大赛。

免费艺术培训包罗万象

除了舞蹈，惠济区广开门类，不断扩大培
训艺术门类，以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

今年上半年，惠济区文化馆投入 13万资

金，置办了教学用具及教学设备，增聘一些专
业人员，面向辖区群众开展油画、国画、书法、
舞蹈、戏曲、古筝、泥塑、电子琴、声乐、合唱、
烙画等10余项的免费培训。

为了尽可能满足群众需求，惠济区文化
馆排出了详细的课程表，每周每门保证两节
课。其中，国画班开班后，今年70岁的侯大爷
就成了这里的常客。侯大爷并非郑州本地

人，今年才来郑跟着女儿生活。得知惠济区
免费文化培训班后，没事就来国画教室“泡”
着。现在，张大爷已经能独自作画。“这种培
训方式非常好，这么一来，闺女不用担心我无
聊没处去，能有这种学习机会，我觉得非常幸
运。”侯大爷对培训赞不绝口。

据统计，免费培训班开班之后，报名参加
的人数 700有余，远远超出了计划培训 240人
的名额。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为了使文化服务深入基层，让更多的农
村居民享受多项服务，惠济区通过多种方式，
引领文化进村、入社区，使文化服务均等化。

为解决古荥镇周边群众借书难看书难问
题，今年，惠济区在古荥镇文化站建惠济区图
书馆古荥分馆，配备书架、5000册图书、8台电
脑，这是继丰乐农庄分馆、双桥小学分馆后的
第三个图书馆分馆。

积极联系舞台艺术进乡村、进社区活
动。上半年，联系河南省豫剧院、郑州市豫剧
院为新城办事处毛庄村、大河路办事处前刘
村、迎宾路办事处木马村共演出了 12 场豫
剧。联系郑州市杂技团分别在为古荥镇、花
园口镇等演出了 8 场歌舞杂技。自今年 4 月
份开始公益电影放映，至 6 月底为全区 54 个
行政村免费放映公益电影324场。

惠济区文化馆还为青少年儿童量身打造
了跳蚤市场活动，孩子们可以买卖、交换自己
的闲置物品。同时，还开展惠济区文化遗产
日进校园活动，邀请烙画、糖画、炫耀狮舞等
市级非遗项目到辖区部分小学进行展演。

让居民乐享文化福利
——惠济区发展群众文化事业纪实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张超 文/图

报社记者出身，平时写文章秉承着
“咬文嚼字”死抠细节；自主创业做盒
饭，更是要把每一道工序做到最好。

24岁的许欢，个子不高，但眼睛雪
亮。目前他是位于惠济区的一家快餐
店的负责人。

许欢告诉记者，他曾供职于省会一
家媒体，两年的记者经历让他对很多行
业有了深刻认识，特别是餐饮行业的现
状，令许欢产生了自主创业的想法。

从报社离职后，许欢直奔一家连锁
火锅企业，学起了餐饮标准化和管理标
准化，之后又在一家本土B2C电商做运
营管理，很快就掌握了互联网企业的运
营思路。

在 CBD 上班的白领，每日午餐是
个难题，楼下餐馆一顿饭怎么也得小二
十，对于普通白领来说，更多的是选择
背街小巷里的小摊贩，不足十元就可以
买到一荤一素的盒饭，但是饭菜质量让
人忧心。学习过连锁餐饮、参与过互联
网运营的许欢坐不住了。在各大电商
平台如火如荼拓展午餐外卖业务时，许

欢也创办了自己的午餐外卖品牌。
在市场上买回来各种外卖，进行称

量记录，细心研究后，许欢发现一个问
题：盒饭吃着香，但放置半个月，依然香
气扑鼻！

“这不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应该是
添加剂！”在餐饮行业打拼十多年的李
师傅道出了行业“潜规则”。

想要在这个行业有所为，就得遵循
诚信为本，要让食材本身的香味散发出
来。挑选好食材，做出饭菜本身的香
味！为此，放弃“收摊菜”成了许欢的第
一个选择。

食材好价格肯定上涨，想选用好食
材，还想把价格压下来，怎么办？

每天只做一道菜！集中采购能把
价格从采购环节压下来。再者，每天
一道菜，生产和配送更容易标准化。
许欢明白，标准化程度越高，成本就
越低。

在餐盒的选择上，许欢选用的是可
以微波加热的环保餐盒，完全透明的餐
盒，更加让顾客感受到“干净”。

菜好还不行，还要送得快！在写字
楼里上过班的许欢清楚，中午叫外卖，
最怕的就是送餐不准时。中午时间紧，
除了吃饭，很多白领还要小憩一会儿。
一旦送餐迟到，不仅影响心情和胃口，
更影响下午工作。

“速度是用户最在乎的东西。而满
足速度之外，用户更加注重产品品质。
这两点，正是我们企业所追求的！”

如今许欢的“一天一道菜”已经覆
盖郑州市的 3 个商圈，每天销量上千
份。许欢开始考虑公司的长远发展：

“引入资金，年底全面占领郑州市场，明
年向中部城市复制发展。我要把好盒
饭送到全国去！”

90后小伙放下笔杆做盒饭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谢志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火车站地区将迎来一
个全新的发展契机——郑州中央商务区。
在商务区项目征迁过程中，二七区以人为
本，动迁同时搞好居民的各项服务工作，在
一个月时间内，征迁区域内应征收的 1007
户，已签约搬家834户。

据介绍，郑州中央商务区一期（D 地块
含马砦），是位于火车站西广场以南、陇海路
以北、京广路以东、铁路以西的区域。项目
占地面积 396.8 亩，规划净占地面积 230.9

亩，征收户数2152户。项目规划建筑面积约
84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 90亿元。目前，该
项目已列入河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及市重
点区域征迁改造项目。

除此之外，郑州中央商务区项目还兼具
其他重点工作的交叉推进，涉及铁路沿线
（西广场至陇海路段）破旧房屋的征迁整治、
马砦城中村零星区域改造、整街坊棚户区连
片改造、区域内道路工程建设及重点供电公
配110千伏京广送变电站的配套建设。

郑州中央商务区一期区域内的太和路、

中铁路、新甫西街道路工程及新甫西街至操
场街下穿铁路隧道工程是中央商务区项目
一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缓解火车站地区
的交通压力，7 月 22 日，二七区政府对太和
路等四条道路的征收工作正式启动。区征
收办，蜜蜂张、福华街两个办事处抽调 200
余人开展征收工作。截止到8月22日，征迁
区域内应征收的 1007 户，已签约搬家 834
户。82岁的原郑州火车站纪委书记、2012年
感动中原十大新闻人物、荣获“全国优秀离
休老干部”殊荣的左春秀老人，在四条道路

征收签约时正在因病住院。但得知消息后，
安排儿子、媳妇第一时间签约，并表示：“不
给政府添麻烦，要大力支持征收动迁工作。”

胡震平是福华街办事处陇海中路社区
党支部书记。在涉及的被征收户中，老人占
很大比例。胡震平根据老人早睡早起的特
点，要求工作人员把上门的工作时间安排在
清晨，说话要像子女对待父母一般关心体
贴。目前，胡震平负责征收的陇海中路社区
7号院5号楼，36户被征收居民已签约30户，
搬空13户。

二七区以人为本推动项目征迁工作

征迁区域内1个月签约搬家834户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刘博闻）日前，管城区检察
干警兼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聘任仪式在东关小学举行，22名
法制副校长领取聘任书。

为了给学校提供法律援助，构建平安校园，管城区检察
院、区人大教科文卫工委和区教育局联合开展向全区中小学
选派法制副校长活动。聘任的 22名法制副校长协助学校开
设法制教育课程，建立安全防范制度，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积
极参与法律大讲堂、举办法制讲座、提供法律咨询等活动，抓
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努力营造法治、平安、和谐的校
园环境。每月一次到学校了解学校的治安情况和学生的思
想状况，每学期组织开展一次法制教育辅导课，召开一次与
学生的座谈会或与学生家长的座谈会，增强青少年学生的遵
纪守法意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在校学生的
合法权益及学校周边地区的治安秩序，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
的法制环境。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王晓燕）近日，管城区
南关办事处开展“优化创业环境，推进全民创业”活动，
通过项目展示、现场演讲、公开答辩等方式，免费提供办
理、创业培训、创业指导等优质服务和政策扶持，辖区每
年新增个体工商户均在 400 家以上，促进创业工作的深
入持续发展。

南关办事处积极落实创业政策，优化创业环境，以创业
带动就业，大力推进“全民创业”活动，形成了鼓励创业、支持
创业、促进创业的良好局面。对那些有创业意愿，符合贷款
条件而又缺乏资金的创业人员，落实小额担保贷款、税费减
免、创业补贴等创业优惠政策，在资金方面扶持更多的人实
现自主创业。通过组织开展免费的GYB、SYB培训，有效地
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成功率。近年来，共帮助 57 名辖区创业
者，累计申请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550 余万元，辖区每年新增
个体工商户均在 400家以上，并先后培育评选创业典型 40余
个，推荐市级创业典型 6人，全国微型创业奖 2人，营造了全
民创业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魏少杰）为了进一步加强城
市精细化管理，维护整洁安全的环境，日前，中原区西流湖街
道办事处对辖区内主次干道窨井盖开展安全排查工作,

此次排查由该街道城管办牵头，联合安监办、各村（社区）
及物业，在全街道范围内开展一次全面、无缝隙的井盖设施隐
患“地毯式”排查。主要是排查供水、排水、电力、路灯、燃气、
通信、有线广播电视等井盖是否存在缺失、破损等影响安全的
情况。一旦发现有缺失、破损现象，先行架设警示标识，立即
登记，并通知井盖设施权属单位立即整改。同时，督促落实加
强井盖设施的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置问题。排查中共发
现问题49处，上报相关责任单位25处。该街道还聘请专业人
员，抽调办事处工作人员对无主窨井病害进行整治，共修复、
更换窨井盖24处，及时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管城区

22名检察干警
兼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

西流湖办事处

排查窨井盖安全

南关办事处

推进全民创业活动

惠济区文化馆内群众免费学舞蹈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暨反法西斯胜利 70周
年大阅兵，让市民心潮澎湃。9月 3日上午，看完阅兵
式，家住伏牛路的老军人梁光军老人按捺不住内心的
激动，挥毫泼墨，用 7个多小时，以隶书形式把习主席
阅兵式上的讲话写成16米长卷。

昨日，记者来到梁光军老人家中，他激动地向记
者展示还未装裱的 16 米长卷。卷首采用红纸黑墨，
上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暨反法西斯胜利 70
周年大会习主席讲话”字样，长卷以宣纸着墨，从头到
尾 1500多字，用隶书体抄写于纸上，洋洋洒洒的 16米
长卷铺开蔚为壮观。

据梁光军老人介绍，9月3日上午，看阅兵式时，听
到习主席的讲话心情激动，激动之时他便萌发了要根
据习主席讲话创作书法长卷的想法，于是边看阅兵式
边构思长卷布局，等到网上有讲话全文时，便将讲话在
纸上抄写一遍，随后又用铅笔在宣纸上布局抄写一遍，
正式用毛笔书写是从中午 12点开始，一直写到下午 7
点半。

“我是个老军人，大阅兵扬我国威，只有用写书法
这种形式才能表达我的心情。”梁光军发自肺腑地说。
梁光军老人今年65岁，1969年参军，当了30年兵，1998
年师职转业回郑。自幼酷爱书法的梁光军，退休后以
书法传孝善，传播正能量。这次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暨反法西斯胜利 70 周年，他还专门创作了

《抗战诗词》22米长卷及《中华颂》15米长卷，通过创作
抗战诗词的形式，缅怀先烈，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祝
福。

“作为一名老兵，我要用我的笔来赞美祖国的强
大，用传统书法艺术弘扬国粹。”梁光军说。采访时，梁
光军还即兴创作书法一幅：“听讲话眼界顿开，看阅兵
心潮澎湃，问世界谁主发展，惟人民继往开来。”

观阅兵心潮澎湃 扬国粹祝福祖国

老兵7小时写16米长卷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文/图

杜岭街道办事处位于市区中心，而杜岭中街 158
号院更是中心之中。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院是闹市
区中的“没娘孩儿”。“脏乱差”集于一身，且是无主管
楼院，积累的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消防隐患。

158号院进门一条宽7米、长20米的过街楼路，走
到院里是一个宽 10至 15米、长 70米的狭长小院。为
了安放自己的杂物和自行车，你追我赶，不仅把院内
仅 100余平方米的自行车棚隔成八间个人杂物间，又
在两个加起来不到八九百平方米的空地上搭出了 15
个大大小小的铁房子，还在楼道里又搭出了4个小杂
物间，把院门口和院里占了个满满当当、拥挤不堪。

今年 7月份，158号院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街
道办针对事故频发的情况，先是宣传开道，以宣传版
面、致居民的一封信等形式，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宣
传攻势，居民终于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拆除了 27个违
章建筑点。

而针对一些观望者，昨日上午，杜岭街道办事处
又集中办事处城管科、执法中队、安监办工作人员和
杜岭派出所民警发起“总攻”，集中到 158号院进行清
理和检查督促活动。废品收购师傅张师傅拆除了院
内 10个铁皮房；齐师傅拆除了 5个铁皮房；自行车棚
已经清理了出来……

这还不算完，自行车安放在哪？电动车如何充
电？以后的事儿谁来管？办事处一一承诺：城管科将
安排垃圾清运人员清理院内遗留的垃圾，并与杜岭中
街社区一同在下星期安排门卫管理工作；安监办与杜
岭中街社区共同负责联系安装充电桩工作，并清理院
内私拉乱扯电线。

158号院的问题一一得到解决，居民对美好的前
景充满向往。

158号院的春天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沈荣

管城回族区环境卫生管
理队组织道路清扫一线环卫
工人到该区党史馆参观学
习，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
传统。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摄

创客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