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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郭佳
星）11 月 7 日，《2016 年中国中小城市科
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在《人民日报》刊
发，郑州二七区成为全省唯一连续三年
入选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和最具投资
潜力百强区的市辖区，分别位列第 89 名
和 71 名，同时以第 50 名的成绩晋级“中
国中小城市创新创业百强区”，被中国城
市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确
定 为“ 中 国 中 小 城 市 科 学 发 展 调 研 基
地”。

今年以来，二七区以“抢抓机遇、奠
定基础、确立地位、走在前列”为指引，加
快老城区、新城区、田园区“三区融合”发
展，打造“品质二七、田园二七、温暖二

七”，努力实现“率先在全市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率先实现全域城镇化、率先基本
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今年前三
季度，二七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359 亿
元，增长 9.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2.1 亿元，同比增长 8.9%；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完成 314.5亿元，增长 8.1%。

二七区坚持把选商引资作为推动发
展 的 重 要“ 引 擎 ”，80 个 区 管 重 大 项 目
中 ，郑 州 绿 地 城 等 12 个 项 目 新 开 工 建
设。全区 35 个项目纳入省、市重点项目
大盘子，投资总量、年度投资额、实际完
成投资均位于全市前列。

以 服 务 改 善 民 生 为 目 标 ，优 质 便

民 服 务 体 系 初 现 雏 形 。 近 年 来 ，二 七
区 新 建 、改 扩 建 中 小 学 幼 儿 园 16 所 ，
新增学位近 1.5 万个；新建区域医疗联
合 体 2 家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14 家 、
标 准 化 村 卫 生 所 21 家 ；新 建 社 区 托 老
站 14 个 、农 村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2 个 ；新
建 南 溪 路 等 18 条 城 区 道 路、郭 樱 线 等
4 条 农 村 道 路 、停 车 场 129 处 、停 车 泊
位 41378 个 。 区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等 3 个
区 级、黄 岗 寺 等 18 个 居 住 区 级 配 建 项
目 建 成 使 用 ，布 局 合 理 、功 能 完 善 、服
务 高 效 、方 便 快 捷 的“15 分 钟 便 民 生
活圈”雏形初现。

以建设先行区为目标，创新创业步
伐加快推进。二七区围绕优势聚集，探

索确立了“U 创港”合作模式，建立创新
创业的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为入驻企
业和大学生创业提供科技信贷、融资、担
保等服务，区财政还拿出专项资金支持

“U 创港”孵化场地的改造和建设。建立
了公共服务平台及首席服务官的服务机
制 ，为 创 业 者 提 供 一 站 式 创 新 创 业 服
务。实施“5335 引智计划”，计划引进 50
名领军型创业人才、30 名领军型创新人
才，培养 30名科技创业企业家，汇聚 5名
以上海内外顶尖人才。截至目前，“U 创
港”已入驻企业和创业团队 177 个，已建
成黄河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创客
咖啡、创客工厂、创客公寓等共计 10 万
平方米。

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和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公布

二七区连续三年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克东海 陈春子）这两天，刚从中国
人民大学培训回来的上街区观沟
村党支部书记赵金安，正忙着招呼
党员们商量如何把村里的花卉企
业做得更大。他说，月初镇里组织
各村支部书记、主任 60 多人到中
国人民大学进行了 7 天培训，知名
专家教授的授课让大家脑洞大开，
大伙儿都寻思着如何创新思路，把
集体经济搞上去，让群众的腰包更
鼓点儿。

为村组干部安排的培训，是上
街区落实“三级抓村”工作的一项
重要举措。今年以来，上街区细化

“三级抓村”目标任务，严格抓实各
级党建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形成
了“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用、劲往
基层使”的工作格局。

上街区每月听取镇党委抓村
工作责任履行情况，确定每月 20
日为农村主题党日，集中开展议政
议事、组织生活和为民服务等。该
区投入农村党建工作保障资金近
500 万元，出台规定严格落实农村
干部待遇、村级办公经费和服务群

众专项经费。今年投资 1300 余万
元推进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提档升
级和规范化建设，畅通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全区县处级
党员领导干部分别联系一个村，不
定期到基层党建联系点听民情、解
民忧。针对三个软弱涣散村支部
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顿台账、
实行常态监督和动态管理，成功实
现转化。该区还开展机关单位与
村结对帮扶，建立了新型农村党组
织书记后备干部库。

上街区还建立农村在线管理
平台，区、镇两级均可随时监控村
服务大厅工作情况。通过“上街党
员之家”等微信公众平台、各村“红
色网络教育家园”等新媒体，发布
政策解读、党建动态、便民服务信
息。区、镇两级建立党组织书记档
案、工作台账，对农村党员实行积
分管理，年底总评，激励农村支部
争先进、党员做表率。今年已组织
村组 5 次外出考察，特色文化村、
名吃街区、南部山区特色农家乐等
项目进展顺利，村组“造血”功能不
断提高。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昨日上午，紫荆
山公园内，金水区辖区 50 余家社会组织开
启“共享共荣，服务社会”之旅。

各类社会组织在金水区的发展和拓展
非 常 活 跃 ，迄 今 已 有 400 多 家 ，居 全 市 之
冠。如何做到精准服务，让社会组织提供的
服务于居民需求零距离对接？金水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发起这次活动，搭建同行交流平
台，听取群众声音。

昨日的亮相就是展示会，50 家区属社会
组织涵盖社会工作服务、学前教育服务、义
务教育服务、培训教育服务部和行业发展服
务五大部门。各家社会组织通过展板、宣传
物品、现场演示等多种方式，为在场领导及
现场群众立体化地展示其特色服务和组织
优势。尤其是插花工艺、应急救援、心理咨
询等公益社会组织的涌现受到群众的极大
关注。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黎）为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昨
日中原区就前 10 个月新型城镇化
工作进行点评。今年以来该区已
有 9 个安置房项目全部或部分回
迁，有 11 个安置房项目已经封顶，
有望明年能够回迁。

近年来，中原区新型城镇化力
度空前，大棚户区改造规模大、涉
及面广，安置房建设任务繁重。按
计划今年有 61 个安置房项目要实
施。除今年新启动拆迁的小李庄、
付庄、丁庄、天王寺、三十里铺等 5
个村庄外，剩余 56 个安置房项目
面临年底前开工建设的压力。

目前，56 个安置房项目中，9
个项目已全部或部分回迁，分别
是：小岗刘、冉屯、罗庄、三官庙、岗
坡、南陈伍寨、北陈伍寨、白庄、六

厂前街；11 个项目安置房已封顶，
分别是：东陈伍寨、孙庄、北卧龙
岗、朱屯一期、林山寨、煤田地质
局、后牛庄、南陈伍寨二期、李江
沟、桐树王、周新庄。同时，还有 7
个项目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分别
是：北陈伍寨二期、闫垌、中原文化
广场、中原新区起步区、大李—西
岗一二组、南仗、小京水，5 个项目
桩基施工，分别是：密垌、董寨牛
砦、洛达庙、三王庄、柳沟。

据了解，在今年计划开工安置
房项目中，中原区尚有 24 个项目
未开工。昨日，中原区专门召开推
进会，就剩余未开工安置房项目建
设情况进行安排部署，列出时间
表，解决遗留问题，加快推进进度，
力争让过渡群众早回迁，早日住新
居。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段江卫）近日，惠济区对在第三季
度“机关干部作风建设”督查中发
现问题的 14 个单位的领导干部进
行了一场集体约谈。

今年以来，惠济区启动了“抓
作风、抓机制，保重点项目和重点
工作”的“两抓一保”活动，目的在
于通过抓机关干部工作作风建设
和抓工作推进机制建设，打造一支
过硬的干部队伍，建立一套推进工
作的良好机制。为此，区纪委多次
组织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对发现
的问题进行通报处理。在最近一
次督导检查中，依然发现个别单位
存在考勤管理不规范、借调人员管
理有漏洞、上班时间不遵守工作纪

律等问题，对此，区纪委高度重视，
不仅对相关当事人和出现问题的
单位进行了通报批评，还直指问题

“关键”，对出现问题的单位的领导
干部进行了集体约谈。

这 场 不 同 寻 常 的 谈 话 会 ，既
充 满 辣 味 ，让 人 红 脸 和 出 汗 ，又
饱含勉励，令人鼓舞和奋发。会
后 ，参 加 集 体 谈 话 单 位 的 一 把
手、分管领导、纪委书记（纪检组
长）分别与区纪委签订了作风建
设 主 体 责 任 、分 管 责 任 、监 督 责
任承诺书，表示要进一步严格履
职 ，抓 好 作 风 建 设 ，带 好 干 部 队
伍，以优良的工作作风和昂扬向
上 的 精 神 面 貌 ，为 惠 济 区 经 济 、
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动真碰硬抓作风 集体约谈促履职

惠济区约谈14个单位领导

9个项目回迁 11个项目封顶

中原区加快安置房建设

细化目标机制 严格责任落实 夯实基层基础

上街区不断深化新型农村党建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
员 高培军）为深入推进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管城区航海东路
办事处在工地新增防尘网 1 万余
平方米，取缔燃煤大灶 31 处、露
天烧烤 27 处，312 家餐饮店的油
烟净化设施全部正常使用，确保
实现年度目标任务。

航海东路办事处严格落实领
导班子分包负责制度，对分包工
地、社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
行巡查督导，跟踪问题处理，督促

落实工地 24 小时值守制度。围
绕工地扬尘治理、燃煤整治、餐
饮油烟净化、露天烧烤等 9 个方
面，城管科、执法中队和社区网
格长分工协作，采取定时巡查与
突击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领
域污染源继续深入排查整治，逐
项 落 实 治 理 标 准 ，巩 固 整 治 成
效，杜绝问题反弹。并通过看成
效、观举措、比力度，不断总结防
治经验，凝聚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合力。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
员 王亚楠）社区是我家，秩序维
护靠大家。日前，中原区林山寨
街道办事处人社局社区组织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对辖区一些楼院积
存杂物进行清理，使这些楼院面
貌焕然一新。

日前，在人社局社区对辖区
环境卫生排查时，在工人路 12 号
院、陇海路 375号院中发现有居民
乱扔废弃物品，影响了社区环境

卫生。于是，人社局社区总支部
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对这两个
楼院的物品做了集中清理。

据居民反映，这些杂物堆积
大 都 是 一 些 居 民 利 用 夜 间 时
间 ，将 废 旧 家 具 抬 出 扔 到 院 子
里。由于都是大件废旧家具，清
运十分不便，社区工作人员雇用
垃圾清运车辆将 13 件废弃物装
运到车上，将这些积存杂物彻底
清除。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张学彬）根据市民对近郊乡村环
境脏乱差现象有所抬头的投诉，
近日，二七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侯寨中队采取突出重点、先点
后面，全域管理，对辖区市容环境
进行集中治理，着力打造整洁优
美、文明有序的环境。

侯张线贯穿盆刘村、侯寨村、
张李垌村、曹洼村，是治理难点区
域，突店经营、违章搭建等现象较
突出。侯寨执法中队先清理流动
商贩和农贩，再联合侯寨社区治
理本村违章商户，对拒不接受整
改的联合马寨执法中队、樱桃沟
执法中队集中暂扣。每日安排执
法人员 4 名，通过联合执法与蹲点
值守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全力确

保整治全时段、满覆盖，避免占道
经营影响交通及行人通行。

根据人员力量安排对区域管
理重点分类划分。对占道经营问
题，中心区域和主干道严禁，次干
道严管，背街小巷严控。对南四
环、郑登快速路、航海西路实行严
禁，联合二七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机动中队、马寨执法中队和
交界的中原区执法局航海西路执
法 中 队 联 合 清 理 航 海 西 路 小 商
贩，保证无占道经营和严禁占压
城市道路违章经营。

据统计，侯寨执法中队共清
理和规范突店经营 160 余家，劝离
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200 处，清理张
贴小广告 100 余起，拆除违章搭建
构筑物 12起，市容环境大有改观。

扎实推进冬季污染防治

志愿者清理老旧小区

精细化管理改变近郊乡村环境

为进一步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昨日，陇西社区组织社区
人员分为两组来到辖区，巡查沿街商户广告，清理楼院卫生。经一
上午清理，辖区环境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这 是 昨 日 傍 晚 发 生 在 街 头 的 一 件
小 事 儿 ：一 位 八 旬 大 伯 街 头 寻 找 老 伴 ，
巡防得知后，骑上“电驴”带着大伯一路
苦 找 。 最 终“ 剧 情 ”有 变 ，原 是 一 场 虚
惊 ：大 伯 的 老 伴 ，压 根 儿 一 直 待 在 家 没
出门儿。

昨日下午约 5 点半，在郑州互助路
上，一年约八旬、满头白发的老人，焦急
地拦住正在街头巡逻的林山寨街道办巡
防队员李子华、丁树顺求助，称家中 82 岁
的老伴可能独自下楼不见了。老人说，
他外出返回，按门铃没人应，敲半天门也
不见开，他身上没拿钥匙，猜测老伴也许
是悄悄跟随他下楼买馒头走迷路了。老
人告诉巡防队员，他的老伴名叫张秀琴，
今年 82 岁，患有老年病，平时记性不好，
从不独自下楼出远门。

接到求助后，因老人腿脚走路困难，

为尽快帮老人寻找老伴，巡防队员李子
华等人骑上电摩带上老人找老伴，沿互
助路一路向西到文化宫路中医院附近没
有找到。冷风中，队员丁树顺突然思路
逆转：大伯的老伴会不会找不到家人又
回家了？

下午 6 点多，巡防队员骑电动车带着
老人回到互助路 26 号院，来到小区 1 号
楼下，搀扶老人来到 4 楼家门口敲门摁门
铃，因巡防队员声如洪钟，很快家中的张
老 太 打 开 了 门 。 老 人 一 见 到 老 伴 在 家
里，激动地抱着老伴说：“你在家咋不开
门呢，快吓死我了……”随后老人急忙打
电话告诉儿子事情原委，让他不要着急
来回跑了。

两位老人对巡防队员们的及时相助
非常感谢，老两口通过此事，要和两位巡
防队员成朋友，拉着手说话半天不让走。

八旬老翁寻找老伴
巡防队员热心相助

本报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吴俊成 文/图

金水区社会组织精准服务居民需求

为全面整治化妆品市场存在的经营管理不规范等突出问题，日前，中原区食药局
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化妆品经营企业专项检查。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