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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 我若未老就来看你，我若已老在家等
你”。这是流行在城管队员和家人之间的一
句话。近日，记者走近二七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解放路街道执法中队，探访执法队员
工作背后的苦辣酸甜。

“母亲牌”饭菜一送就是五年

韩 栋 是 解 放 路 街 道 执 法 中 队 队 员 ，转
业军人、90 后、独生子是他的标签。韩栋的
母亲侯春萍介绍，由于就这一个孩子，夫妻
二人对韩栋极尽所能地疼爱。成为一名执
法 队 员 后，韩 栋 工 作 忙、压 力 大，没 有 了 节
假日的概念。

由 于 常 年 加 班 ，经 常 顾 不 上 吃 饭 。 侯
春 萍 担 心 儿 子 身 体，就 提 前 做 好 饭 给 韩 栋
送来，这一送，就是 5 年。5 年间，侯春萍算
着 儿 子 的 上 班 时 间，变 着 花 样 给 儿 子 做 营
养餐，从家里到执法中队的路，侯春萍骑着
电动车不知跑过多少趟。

“上班 5 年了，都没有好好谈个恋爱。”母
亲最牵挂的，还是儿子的终身大事。侯春萍
说，由于工作太忙，儿子很少有周末和假期，
待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更别说和姑娘约会
了。听到妈妈的牵挂，这位 90 后阳光男孩顿
时腼腆起来：“妈妈很辛苦，我很感恩也很愧
疚，但我知道明天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不能落
后，也不能给团队抹黑！”言语中透着坚定。

六年里风雨无阻的约会

他叫石静磊，解放路街道执法中队队长，
在城管岗位已工作 14 年。谈起工作，他也是
一个字：“忙！”牵挂他的父母每周末都要到他
工作的附近制造“偶遇”，只为多看看儿子，这
种特殊的“约会”，已持续了 6年。

石静磊说，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心里的牵

挂也越来越重。由于平日见面少，老两口就
经常编造各种理由到他工作附近看他。说
起父母的良苦用心，石静磊满心愧疚。有的
时 候 天 气 不 好，他 就 打 电 话 劝 父 母 不 要 出
门，他们口头答应，却还是会偷偷以“路过这
里需要办事”的理由给儿子打个招呼、送点
吃的。

说起工作中的困难，石静磊轻描淡写，提
起父母，七尺男儿红了眼眶：“心里有感动、有
无奈，更多的是愧疚，但是身为党员干部，工
作有需要必须冲在第一线，但愿以后能有时
间陪伴他们。”

默默等儿回家的痴老汉

今年 42 岁的李海涛是解放路办事处城
管科科长，在家里排行老六，是家中唯一的儿
子，也是 86 岁的老父亲李自然的心头爱。对
于父亲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看到儿子
回家，陪自己说话、下棋，但这样的机会并不
多。

整治突店经营、摆放乱停放的自行车、指
导沿街门店安装液化气……李海涛说，他们
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辖区巡逻，在全市启动精
细化管理和创文工作中，任务量更是成倍增
加，之前都顾不上陪家人，更别说现在了。

怕拖累儿子，李自然思念儿子却从来不
主动给他打电话：“他工作忙，不能打扰他，让
他分心。”虽然年事已高，老汉对儿子的脚步
声却听得真切，每次听到李海涛回来，李自然
就瞬间来了精神。李自然有一次不小心被车
轮压伤，脚肿得像馒头，一家人急得团团转，
老人开心得像个孩子，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小
六就能每天来看他、陪他说话了。

“只要对得起市民的期望，我们苦点、累
点没什么。”李海涛回答得掷地有声。

此情绵绵无尽期
——记城管队员与家人的亲情故事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杨哲 文/图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
员 康昊增）近日，管城区召开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会，对环
境违法违规实行零容忍，整改
一家，验收一家，复产一家，该
清理取缔的坚决清理取缔，确
保检查、关停、整改、取缔等各
个环节紧密衔接，形成集中整
治的高压态势。

管城区严格落实“ 工作常
态 化 ，责 任 网 格 化 ，手 段 法 制
化，标准精细化”要求，扎实开
展“小散乱差”专项整治，推进
空气质量持续向好，针对当前

工 作 中 的 薄 弱 环 节 ，加 大 力
度 ，狠 抓 落 实 ，确 保 及 时 落 实
整 改 。 对 于 完 不 成 整 治 任 务
的单位，要按照“手段法制化”
的 要 求 ，由 政 法 委 牵 头 ，执 法
执 纪 部 门 成 立 联 合 执 法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综 合 运 用 经 济 、法
律 、行 政 等 各 项 措 施 ，确 保 按
时整治到位。建立问题台账，
明确治理标准，做好相关的业
务指导和督促检查工作，整改
一家、验收一家、复产一家，彻
底解决“小、散、乱、差”的无序
发展模式。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马艳辉 贾雅丽）在我市开展
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惠济
区老鸦陈街道办事处强化排查
和集中整治，全方位助力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

街道办督察组联合城管执
法中队，统一服装、统一车辆，
由办事处主要领导轮流带队，
持续开展夜间集中整治行动，
重点整顿清华园路、天河路、双
桥北环村路、坡阳路夜间违规
占道经营和突出店外经营。截
至目前共清理取缔违规占道夜
市和露天烧烤 36 家，规劝突出
店外经营 130余次。

街 道 还 组 织 督 查 组 、城
管 执 法 中 队 和 环 保 所 等 部

门 ，到 辖 区“ 边 区 ”“ 死 角 ”
“ 盲 角 ”开 展 排 查 和 整 治 ，经
联 合 执 法 ，共 取 缔 无 环 评 手
续 、排 污 不 达 标 生 产 企 业 、
小 作 坊 19 家 ，拆 除 燃 煤 锅 炉
14 处 16 台 ，取 缔 辖 区 脏 、
乱 、差 和 严 重 污 染 环 境 的 废
品 收 购 站 10 处 ，违 规 养 狗 场
1 处，清 理 整 顿 脏、乱、差 养 殖
场 8 处。

在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督 查 期
间，区暗访督查组下发的 57 项
存在的问题，省、市大气办下发
的 60 项存在的问题，区大气办
下达的 1002 项存在的问题，办
事处督查办通报的 465 项存在
的问题，以及各村自查中发现
的各种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
员 王丽艳）“我们乐于参加社区
公共活动、公益活动、志愿者活
动；在社区公共场所就餐，我们
提倡自备打包餐盒……”昨日，
记者发现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康
桥华城社区入口的花坛里，立
着“社区居民文明公约”牌子，
而上面的每句话都是居民们自
己商量确定的。

“创文工作开展以后，社区
的朗诵队还把核心价值观的宣
传编成了诗歌，日常朗诵传播，
效 果 很 好 。”社 区 主 任 裴 臻 介
绍，车库旁、绿树下，处处可见
以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题的景观，居民在看景
的同时，将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和内涵铭记在心。而社区里的
居民文明公约，共 28条，都是居
民一个字一个字斟酌商量确定
的，社区希望借助小区景观和
朗诵队、模特队等群众性文化
活动，使创文工作家喻户晓，入
脑入心。

除了在创文知晓率、群众
满意率和文明行为形成率的提
高上下功夫，为营造良好的创
文氛围，二七区大学路街道还
抓重点补短板，自查+督查相结
合推进工作开展。

大学路街道建立了每周领
导带队巡查制度，从周一到周五
进行不间断巡查，帮助社区梳理
工作思路，查找薄弱点，还主动
邀请区直相关单位来“检查挑
刺”，以发现问题尽早整改。该
街道有 11个社区 200多个楼院，
其 中 无 主 管 楼 院 有 100 个 左
右。这个中秋节，办事处工作人
员过得都很充实——发动楼院
长、党员、居民进行卫生大扫除，
确保有一个干净的社区环境。
以社区为责任单位，对辖区非机
动车进行有序摆放，确保有一个
畅通的交通环境。以城管办为
主力，加大对辖区主、次干道、沿
街门店占道经营、流动摊点和无
证经营的清理，确保有一个洁净
的街道环境。

管城区对环境违规零容忍

19家不达标生产企业被取缔

齐心协力搞好文明创建

昨日,三官庙办事处中原中路一社区工作人员在天天馨苑小区
清理居民丢弃的旧家具等垃圾杂物，打扫卫生死角。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
员 牛犇）昨天上午，随着商城
路 2 号郑州电专院内科普宣传
电子屏正式启动，管城区科协
分 别 在 辖 区 43 个 社 区 楼 院 安
装的科普宣传电子屏全部投入
使用。

近年来，管城区科普工作
成效显著，公民科学文化素质
不断提升，先后荣膺河南省科
普教育示范区和全国科普教育
先进单位。为激发广大公众的
创新创造热情，营造科普宣传
的浓厚氛围，管城区科协举行
2016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暨科普

宣传电子屏启动仪式，围绕气
象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生态环
保、食品安全、低碳生活、医疗
卫生、反对伪科学、青少年科技
教育等方面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科普宣传、展示、咨询
活动共 35 项。并为全区 43 个
社区楼院、社区科普大学和住
宅小区装置科普宣传电子屏，
把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天气
预报、时事政治等资讯和科普
知识、科学技术及时地向广大
群众发布，成为居民群众生态
环保、低碳生活和科普教育的
一道靓丽风景。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赵爱军）为更好地推进依法
行政、创优服务，惠济区卫计委
利用“四个平台”，深入开展法
治学习教育。

一是以“两学一做”活动开
展为平台，在学习党章、领导人
讲话的同时，结合部门实际，融
入法治教育学习。二是以“公共
素养提升活动”为平台，围绕“七
五普法”教育开展法治宣传，结
合医疗单位文明服务整治、健康
单位评比、“邻里情、身边事”评
比等活动，提升卫计系统队伍整
体素养。三是以“文明执法主题
教育活动”为平台，借势平安建
设、食品安全宣传等，以行政监
管、以调解纠纷、行政执法与服

务于民相结合，不断深入开展
文明行政执法教育，切实实现
卫生计生服务于民。四是以

“机关单位和医疗机构”自身教
育为平台，做到有方案、有计
划、有制度，不仅加大机关单位
的学习教育，同时，对委属单位
的疾控医疗中心、区人民医院、
古荥镇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也
大力开展法治学习教育工作，
定期学习、报送计划和日常学
习情况等。

目前，惠济区卫计委共开
展集中学习教育活动 8 次，开
展宣传活动 7 场次，发放宣传
内容 2400 多份，并对区卫计生
系统 46 名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学习培训。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
讯员 宋璐君）“七彩大讲堂真
是咱社区居民的‘精神粮仓’，
课堂内容平民化，居民要啥就
讲啥！”近日，上街区新安路街
道 朝 阳 街 社 区 退 休 老 党 员 张
师 傅 听 完 一 场 养 生 保 健 讲 座
后深有感触地说。今年以来，
上 街 区 新 安 路 街 道 朝 阳 街 社
区 党 支 部 将 街 道 中 心 工 作 和
居民关心、渴望了解的知识相
结合，开展了“七彩大讲堂”活
动。

朝 阳 街 社 区 将 培 训 内 容
按 照 红 色 党 课 、橙 色 道 德 课
堂、黄色法制宣传、绿色环保

知识、青色文体娱乐、蓝色科
普知识、紫色健康知识的形式
进一步精细分类，通过整合辖
区的技能人才和教师资源，有
的放矢地开展健康、理财、法
律、科普、教育、礼仪、惠民政
策、技能培训等知识讲座。在
课后，社区党支部及时听取居
民的意见反馈，不断总结和改
进，使课堂内容更贴近百姓。

“ 七彩大讲堂”成为居民获取
知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七彩大讲堂”开讲以来，
共举办各类知识讲座 68 场，53
名党员志愿者上台授课，参与
居民 3400余人。

管城区

新装43个科普宣传电子屏

惠济区卫计委

利用四个平台开展法治教育

新安路街道朝阳街社区

“七彩大讲堂”惠民受追捧

坚守人生信条，做个有益社会的
人。今年 84 岁高龄的张英敏满腔热情
为居民服务，从小事做起，持之以恒为
人称道。

张英敏是中原区桐柏路街道办事
处居民，他给自己总结的人生信条就是
自己的“人生八字”。即：一心，终生不
忘事业心；二勤，学习时间在于勤；三
热，待人办事工作热；四冷，冷静清醒不
放任；五勇，勇于拼搏才创新；六细，去
粗取细要认真；七德，道德良好受人尊；

八健，身心健康是根本。
张英敏 1992 年退休回到社区，满

腔热情为居民服务，为小区居民义务修
车打气，帮助社区调解家庭矛盾和邻里
纠纷。牵红线，当“红娘”，甚至帮助郑
漂族找住房，样样都干。

别看张英敏已经 84 岁高龄，但他
还是桐柏路办事处社区文艺活动的活
跃者。在他的张罗下，社区文艺志愿服
务队成立后，张英敏便成为社区文艺志
愿服队队长，成立了秧歌队、乐器队等

各类文艺队伍和棋牌、书法等兴趣小
组，为居民带去笑声和欢乐。

张英敏是位热心人。邻里纠纷，
他知道后都会积极调解。有一次，他
所在社区七十多岁居民和儿子媳妇住
在一起，媳妇却不愿和老人吃一锅饭，
天天让老人独居在外间。张英敏了解
此事后，先安慰双方的情绪，首先尊重
老人的意见，得知老人希望和儿子在
一起的愿望时，多次找老人的儿子和
儿媳妇谈心，最终说服了老人的儿子

和儿媳妇，一家三代又回归了往日的
和睦。

张英敏的儿子半身不遂，为了鼓励
儿子多活动，与人交流，张英敏买一个
打气筒，一个工具包，带着儿子免费为
居民修理自行车。通过为群众服务，也
增进了儿子和邻居的语言沟通和交流，
方便了居民，也锻炼了儿子。

张英敏还把自己提炼的“ 人生八
字”送给居民，希望社区居民能感受到
服务他人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未来路街道开辟的“七彩课堂”成了孩子的第二教室，每到下午5点左右，就会有
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走进服务中心开始写作业，旁边还会有人专门进行辅导。像这样
的“第二教室”，未来路街道辖区共开设了4处。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八旬老人的人生信条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李彩玲 李树君

“黄香温席”“孟母三迁”……一个
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诠释了家风的朴
实 无 华，弘 扬 了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美 德。
日前，管城区东大街办事处党员志愿
者在百年古街唐子巷举行“家风家教
故事会”主题活动，分享家教家风的传
统美德。

唐 子 巷 ，是 一 条 历 史 悠 久 的 古
街 。 东 至 主 事 胡 同 ，西 到 南 大 街 东
口。居民邻里和睦，互尊互敬，尊师重
教，成为街道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身边人讲身边事，传承好家风好
家训，弘扬家庭传统美德。”东大街街

道工作人员介绍说。每次家风故事分
享会，把他们身边的小故事分享给大
家，让好的家风能够得以延续下去，让
身边人感染更多的人，共同传承良好
家风。从今年 5 月份开始，经过推荐上
报、归类整理，共征集评选出好家风好
家训 34 条，并通过展板、书画等形式进

行巡展。举办家风故事会 15 场次，先
后有近 5000 人次积极参与，还评选出
10 位最美婆婆、最美媳妇和最美女儿，
邀请他们讲家风家训，使良好的家风
家训成为党员干部廉洁齐家、化解群
众家庭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润
滑剂。

“家风故事会”传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郭艳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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