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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新事凡人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徐玉
政）惠济区积极开展公共文明素养提升
工作，制订切实方案，推进市容环境、交
通秩序、城乡环境等不断改善，全区公共
文明素养提升迈上新台阶。

提高青少年公共文明素养。日前，东
风路小学六年级申建华、贾盈盈等教师组
成的导师团，以“分享感恩时刻 见证难忘时
光”为主题，带领学生到河南省中小学素质
教育基地进行为期两天的感恩教育活动。
惠济区各学校积极利用各种教育平台和传
统节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培养孩子健
全的性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古荥镇古荥村村民薛让妮在30年拥

军路上坚持不懈，恪守信仰，是远近闻名
的拥军模范，先后荣获“河南省三八红旗
手”“市劳动模范”“市首批文明市民”等
荣誉称号；长兴路街道银河社区居民李
爱莲经常为居民做公益心理咨询和健康
讲座，使近百人受益，被评为“河南省文
明市民”。这些平凡人物的事迹是青少
年的楷模，更是惠济区全体人民道德模
范的标杆。

文明素养提升涉及各行各业、方方
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惠济区把文明
素养提升工作与作风建设年活动相结
合，与城市精细化管理相结合，找准结合
点、切入点，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组织

全体机关干部学习《学习文明知识 提升
公民素养》和《学习养生知识 提升健康素
养》，要求机关干部带头讲文明话、办文
明事、做文明人。各行业积极融入文明
素养提升的活动中，通过深化文明服务、
文明执法、文明旅游、文明经营、文明餐
桌、文明交通等主题实践活动，动员全社
会的力量共同提升公共文明素养。

各社区通过社区科普大学和“心灵
工作导师”的讲授，机关干部和社区群众
一起接受职业素养、家庭教育、心理健康
等方面的文明素养教育；文化旅游部门
印发 3000份文明旅游宣传页，对沿黄旅
游企业进行宣传和文明旅游检查；区文

明办组织辖区餐饮企业普及餐桌文明知
识、推广餐桌文明礼仪、倡导节约用餐行
为等健康文明的餐桌文化；区政法委建
设法治文化公园，使百姓可以在公园里
享受“散步学法”“健身学法”“进村学法”
的“法律套餐”。

为提升城区功能和文明形象，惠济
区对开元路、天河路、博颂路、弘润路、生
产路管线进行改造。出动执法人员 200
余人次，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提升
城市整体形象。开展“最美教师”“好婆
婆好媳妇好子女”评选活动，将文明行为
渗透到区里的每一个角落，努力实现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

惠济区积极开展公共文明素养提升工作

让文明行为渗透到每个角落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近
日，二七区将嵩山社区、五号街
坊社区、万达社区等 10 家单位
选为试点社区，推进建设“互联
网+党建+服务+文化”模式，开
创“综合型便民服务站点、功能
型社会服务网点、高品质文娱
活动场所”的智慧型社区服务
品牌。

目前，试点社区在辖区综
合服务大厅已配备银联便民支
付点，社区居民可利用支付点
交水电费、燃气费等，省去了去

银行缴费的奔波之苦；设置有
电子快递收件柜，方便居民收
存快递；打造了智慧党建服务
平台，通过“智慧党建”手机网，
实现党员信息管理，在线教育
学习，免费看视频，发布服务信
息、招工信息、天气预报等多种
服务。

二七区将利用移动互联技
术，将便捷服务、前沿信息、多
彩生活提供给社区居民，实现
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实时互动，
打造“互联网+”智慧社区家园。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
员 张馨元）近日，上街区 522 名
科级领导干部分批走进党校“充
电”，集中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

此次培训为期 1 个月，培
训内容紧密结合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和“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要求，涉及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的形势和任务、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国 共 产 党 廉 洁 自 律 准 则》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解读等内容，重在提升科级干
部形势政策水平，增强其科学
发展新理念和党规党纪意识。

该区还在 3 月底组织 54 名
区直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赴四川
大学，举办党政领导干部公共
管理专题研修班。进一步扩大
党员干部培训范围，对机关党
（工）委采取多单位合并举办联
合专场形式进行宣讲，对党员
50 人以上的党组织采取党校
教师“走出去”形式宣讲，要求
镇、办及经济部门将学习范围
扩大至社区和企业，对离退休
老干部则利用老干部活动日送
学上门。今年 3 月份以来，全
区 11 个党（工）委 40 余家单位
开展理论宣讲 13 场，受教育干
部群众 1300余人。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景琦 徐玉政）昨日，在惠济区
迎宾路街道办事处会议室内，即
将参加惠济“两学一做”知识竞
赛的 3 名党员利用中午休息时
间，加紧学习党章知识、模拟竞
赛场景，期待着能在知识竞赛中
取得好成绩。

“两学一做”知识竞赛是惠
济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4 月 28
日，惠济区召开专题工作会议，
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行动
员部署，全面启动“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会议要求在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中，紧密结合实际，坚持问题导
向，夯实“学”这个基础，抓住

“做”这个关键，体现“促”这个
目的，认认真真做好各项规定
动作。要把“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活动与全区开展的“抓作风、
抓机制，确保重点项目和重点
工作圆满完成”即“两抓一保”
活动相结合，特别是重点抓好
大气污染防治、生态廊道建设、
征迁遗留问题“清零”、拆除违
法建筑、清理违法用地等工作，
坚持以学习教育活动促进工
作、促进发展。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冯建红）志愿者为社区老人
提供服务，缺乏专业知识，有了
专业医疗机构培训，服务质量
大大提高。中原区棉纺路街道
办事处社区探索养老“志愿服
务+”模式，成为社区养老服务
的新品牌。

4月29日下午，中原区棉纺
路街道办事处、豫欣医院等单
位联合启动“志愿服务+”模式，
该辖区 6 个社区的负责人和志
愿者们参加活动。据介绍，这
次豫欣医院与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老年医学部联合，
为老人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
将有效实现医养结合。服务点
内还设置有专业的营养配餐，
活动室、ICU病房，解决老人们
就医难题。

为 提 高 服 务 质 量 ，活 动
现场招募爱心志愿者。这些
志愿者将在医疗机构的专业
培训下，掌握基本的护理知
识 ，陪 伴 独 居 、空 巢 老 人 聊
天 、谈 心 ，帮 助 老 人 远 离 孤
独。目前，已经招募 41 名爱
心志愿者。

二七区

开启“互联网+”智慧社区建设

上街区

522名科级干部培训充电

惠济区

举办“两学一做”知识竞赛

棉纺路办事处

社区养老实施“志愿服务+”

“既然竞聘当了社区带头人，那么凡事
就要带头干！”谈起社区工作，惠济区长兴
路街道办事处长兴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
主任李海峰这样表述。

39 岁的李海峰在 2013 年担任长兴社
区党支部书记、社区主任，3年多的时间里，
他带领社区一班人立足服务社区群众，探
索拓展社区服务功能，先后建成了社区养
老服务中心、社区残疾人康复中心、居民健
身中心等，社区办公面积也由以前的400多
平方米拓展到现在的1000多平方米。

李海峰是一位转业军人，2004年，李海
峰进入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他
先后担任街道司法综治办主任、街道安监
办主任，先后被评为惠济区“平安建设先进
个人”“治安巡防先进个人”和“消防工作先
进个人”。

上任长兴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主任
后，李海峰把改善社区办公条件、提升社区
服务水平作为社区工作的突破口。为此，
他不厌其烦地找相关单位谈，争取扩大社
区办公面积，在街道大力支持下，长兴社区
的办公面积由原来的 400多平方米扩大到
了现在的1000多平方米。社区办公面积扩

大了，居民群众开展业余文化活动也有了
场所。李海峰和他的同事们积极组织居民
成立了舞蹈队、秧歌队、合唱队等多支居民
业余文艺队伍，社区合唱队多次参加区、市
级比赛，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在社区服务方面，李海峰带领社区同
仁发挥聪明才智，充分利用社区现有的硬
件设施，在街道、区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率
先建成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残疾居民康
复中心、居民健身中心和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社区与慈善项目“银龄之家”合作，每
个月 15 日为社区当月过生日的 80 岁以上
老人祝寿，这项活动已经坚持了 3年多，共
为百余人次的社区老人举行了集体祝寿
活动。

现在的长兴社区，文化活动丰富多
彩，社区居民安居乐业。社区先后组建了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民调及心理咨询服务
志愿者服务队、家电维修服务队等多支居
民义务志愿服务队伍，社区图书室、电子
阅览室、儿童活动中心、老年服务中心等
设施齐全。李海峰说：“让社区居民安居
乐业，充分享受应该享有的各项服务是我
们的目标。”

既是带头人 就要带头干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郑永青 朱亚平 文/图

郑州北站是亚洲作业量最大的列车编
组站，在这里，有一种专门开火车头的工
作。昨日，记者登上一辆火车头，采访了机
车乘务员高育虎。

记忆中记者没少坐火车，从小时候的
“绿皮”普通列车到如今的动车、高铁，但走
进火车头里一睹究竟，还是头一回！身材魁
梧的机车乘务员高育虎身着藏蓝色铁道工
装，正端坐在机车操作台前检查装备运行情
况，这情景不免让人联想到儿童读物《托马
斯的故事》。高育虎看到记者来访有些兴
奋，他说：“我们这个行业几乎无人知晓，平
时工作在较为封闭的环境。”

高育虎坐在司机位置，他面前的操作台
上，是大大小小的按键和仪表。他身后右侧，
还有一个操作台，上面也是许多按键和仪表，

是副司机工作位置。高育虎正在检修这辆机
车。他说平时他们的主要工作不仅负责机车
牵引编组，还负责机车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他介绍说，牵引编组过程是将南来北往的机
车按发车地点进行一一编组分类，而在开车
牵引过程还有一个要点，就是瞭望，瞭望信
号、道岔和行人。维护保养过程，要上润滑
油、砂管上砂、检查闸瓦有无磨损到限等等。

随行的车队党支部书记丁超向记者介
绍说：“高育虎是我们单位的‘十佳道德楷
模’之一，一歇班就赶去照顾他叔叔，很有
担当。”原来，高育虎是“感动中国”陇海大
院残疾人高新海的亲侄。高育虎说：“我一
直在感恩中生活，所以不管在家里做晚辈，
还是在工作岗位作为普通劳动者，我都要
做得更好！”

专开火车头的乘务员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文/图

今年 80 岁高龄的崔德龙，是
二七区解放路街道办事处的一
名编外人员，同事们称他为“大
管家”。

昨日上午，记者见到了满头
白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军装
的崔德龙。他正在单位给装修工
人打下手，拿工具、递材料，忙得
不亦乐乎。同事们都说，这就是
老崔的日常，什么事都要管，根本
闲不住。1985 年，崔德龙从郑州
军分区退休，不想赋闲在家的崔
德龙被聘为解放路街道办事处编
外人员，从此，他就成了大家眼中
名副其实的“小蜜蜂”。单位门窗
油漆脱落，他就当油漆工，将门窗
全部整修；电线老化短路，他就当
电工；垃圾车坏了，他就当电焊
工；下水道不通，他就当水工。平
日里，看到有人把用坏的废旧物
品、零件随手废弃，他就上前捡起

来，钉子、铁丝、螺丝、木棍、废铁
皮等他都视如家珍，日积月累整
整堆满了10余平方米的小屋。每
当街道的水电、办公设备需要维
修的时候，他的那些“宝贝”总是
能派上用场。心灵手巧的崔德龙
为节省单位开支，曾在 1995年至
1997年间，自己制图设计，改装制
作了 18 辆垃圾清运车、8 个售货
亭，用废料焊做了 15个防盗门和
40 多个防盗窗。据不完全统计，
30 年里，崔德龙自己动手维修就
为单位节省费用近20万元。

刚入办事处工作的崔德龙
每月的工资只有 60 元，多年之
后也只有几百元，但他没有提过
任何要求。同事们提起老崔，都
是由衷地竖起大拇指：“崔师傅
不光是前辈，也是我们的标杆、
榜样，他是党员的典范，大家都
很敬仰他！”

年过八旬的“大管家”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杨哲 文/图

“要不是有她这样的好媳妇，
他早就不在人世了！”在管城区南
顺城街西南的一个院落，一位平
凡普通的妻子演绎着一个不平凡
的故事。

她叫张丽，今年 39 岁，1995
年从河南项城市农村来到郑州，
先后在纺织厂和商场超市上班，
经亲戚朋友牵线搭桥，与马宝贤
相爱相识。2002年，张丽与马宝
贤喜结连理，组成幸福恩爱的小
家庭。那时，马宝贤开出租车，
张丽在纺织厂上班，小日子过得
甜蜜幸福。2003年，女儿的出生
让这个家庭又多了一份幸福的
喜悦。

2011 年岁尾，劳累一天的马
宝贤回到家里，简单吃下几口饭，
草草洗漱之后，匆匆上床歇息。
没等到天亮，他口吐白沫，四肢抽
搐，只能喃喃细语。 急急忙忙送
到医院，经过长达 8 个小时的医
治，马宝贤捡回了一条命，脑干梗
塞，四肢瘫痪，确诊为闭锁综合
征，虽然意识清楚，但因身体不能
动，不能言语，四肢全瘫。为了全

力救治丈夫，花光了积蓄，卖了出
租车，张丽挺起腰杆挑起了照顾
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再苦再累，只要每天能看
到他，就觉得心里踏实！”每天都
要为马宝贤至少擦洗两次身体，
保证身体的舒适度。为给丈夫
补充点营养，她轮换买来鱼、肉、
蛋和营养品，进行粉碎，输入丈
夫胃里；丈夫在床不能动弹，她
让丈夫睡大床，自己在旁睡狭窄
的小板床……

“只要丈夫在，就是一个完整
的家！”天天守在家里围着病床
转，每当看到马宝贤期盼的眼神，
悲悯之情难以割舍。整整 5年过
去了，张丽不离不弃，悉心照料；
婆婆每天走近病床前，细语轻声
给儿子诉说；女儿放学回到家里，
轻轻亲吻病床上的爸爸，他们用
真情真爱点燃了马宝贤生命的火
花，奇迹般稳定了病情。“刚到医
院就被判了死刑，只等着死了。
有这样好的儿媳妇细心照顾，是
我儿子的福分！”婆婆看着躺在床
上的儿子，眼里噙满泪花。

她用坚持诠释了爱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张瑞红

“在咱们这托老站活动室，动
动手指也能锻炼，这些年轻人可
好了！”在国基路街道，一位刚学
会手指操的阿姨颇有成就感。

社区大妈“涨姿势”，全靠
社工进社区。教练们教得有板
有 眼 ：“ 手 指 操 是 通 过 各 种 方
法，锻炼手指的伸屈，进行敲击
按压等练习，反复刺激手部穴
位和经络，对内脏器官和大脑
功能进行强化，促进血液流通，
活跃新陈代谢，从而达到健身
防病的目的，拍打操也是同样
的原理。”在国基路街道金印阳

光社区服务中心，玖久社工的
服务人员一边操作一边讲解，
开始了“手舞动，指健康”保健
操小组的第一节。

此次保健操小组学习的内容
有手指操和拍打操，主要是以“社
工教授+现场视频教学”的方式
开展，保健操的魅力也在短短的
时间里显现出来了。

据了解，社工将与组员一起
挑选一名组长，由组长带领组员
进行保健操的练习与进一步学
习，依托居民自治平台，把这一常
规活动持续开展下去。

托老站的幸福事儿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沙腾飞 郝仨婷

李海
峰（中）解
答居民的
问题

这项工
作高育虎做
得很开心

连日来，文化路街道办事处开展了“闲置物品兑换”活动，大家把
家里闲置不用的生活用品摆放在小区广场，形成独特的“以货易货”
小市场。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社区领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