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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郭佳
星）清晨，天色微亮，一组组健身爱好者
便开始了健身晨练；晚上，华灯初上，一
支支广场舞队伍活跃在大街小巷。在二
七区，广场、公园、社区内，都能感受到浓
厚的文化氛围。

近年来，二七区区委、区政府加快基
础文化设施建设，加大群众文化队伍培
训，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让群众切身
感受到文化惠民所带来的实惠。

文化活动遍地开花

2016年 12月 29日，二七区文化馆 3
楼的舞蹈教室里，50岁的闵文红正带领
着“田园二七”文化志愿者服务艺术团排
练，为第二天去侯寨乡参加“三下乡”文
艺演出做准备。

闵文红是退休职工，从小就喜欢跳
舞。退休后，闵文红带着一群姐妹每天
在公园学习跳舞，2012年，二七区文化馆
负责人主动找到她，免费为她们在区文

化馆 3 楼提供了一个舞蹈教室，并组建
30多人的“红舞裙”舞蹈队。通过多年练
习，闵文红所在的舞蹈队技艺日渐高超，
开始在各种文艺活动中露脸。几年下
来，她们舞蹈队每年下乡村、走基层、进
社区，参加各种公益演出近百场之多，所
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

舞蹈，只是“田园二七”的冰山一角，
二七区的文艺文化活动可谓五花八门、
遍地开花。目前，全区共有美术、声乐、
民间工艺等各类文化骨干 630名，秧歌、
合唱、模特队等文艺团队 200余支，业余
群众演员 10万余人，“田园二七”文化志
愿者服务艺术团活动俨然成了一个响当
当的品牌。

加大投入阵地提档

为让更多的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享
受文化成果，近年来，二七区共争取专项
资金约 900余万元，新建、改建综合文化
站 10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89个、电子

阅览室 91个、农家书屋 12个，全区三级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现全覆盖。

二七区还成立了村级文化管理员队

伍，以“田园二七”文化志愿者服务艺术团

为骨干，培育和发展编外“文化志愿者”。

建立区级民间文化骨干资源库，初步形成

以全区三级编内队伍为主导、编外队伍为

补充的“四位一体”文化服务网络。

去年，二七区对 3个文化站、38个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进行提档升级，顺利完

成春晖、清秀佳苑等3个社区的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设备配置和 2015 年度农

家书屋出版物更新工作，进一步提升了

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阵地有了，发挥作用势在必行。二

七区坚持“政府购买、院团演出、群众受

惠”的原则，把文化服务的重心放在基

层，放在农村，每年开展“百场公益演出、

百场公益培训”“舞台艺术进基层”，利用

广场、公园、社区等开放性平台，做到月
月有特色、周周有活动。仅 2016 年，二

七区就放映农村公益电影168场次，在社
区、区中心敬老院等开展公益演出32场；
针对未成人、弱势群体等群体开展舞蹈、
声乐、合唱等公益培训 312次；开展各类
读者活动、讲座50余场。

“三级直通”“私教”服务

文化惠民，项目建设不可或缺。二
七区以省级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

“田园二七文化志愿者服务”为带动，与
青年社会组织和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社工系合作，对困难群众、留守儿童、孤
寡老人等，进行每周一对一、点对点的便
民服务，困难群体也能享受“私教”待遇。

二七区还创新文化志愿者管理办
法，建立“田园二七”文化志愿者“三级
直 通 服 务 ”模 式 ，着 力 打 造 十 个 试 点

“一点一品”文化品牌，让每个试点的
群众文化活动有自己的亮点特色，让
每位群众都能“对号入座”找到自己喜
欢的文化活动。

二七区实现三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全覆盖

让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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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象乾
朱少奇）昨日早上 7点整，由新郑市农商
银行联合黄帝故里景区管委会共同举办
的“品味腊八、回溯传统”的“爱心赠粥”活
动在黄帝故里景区举行，现场免费向环卫
工人、建筑工人、老年人和广大市民赠送
爱心“腊八粥”，让大家在寒冷的冬日感受
到温暖。

“在寒冷的冬天，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
‘腊八粥’，心里真高兴。”凌晨3点30分就
起来清扫道路的环卫工人靳师傅手捧着

“腊八粥”细细品尝，并露出开心的笑容。
举办方还前往新郑市敬老院、残疾人学

校，为孤寡老人和残障人士送上节日祝福。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刘少利）
昨天上午，作为少林寺施粥点之一的少林
寺药局门前人山人海。上午 10时许，少林
寺药局前广场两侧整齐摆放着 8个盛满腊
八粥的保温桶，等待喝粥的市民早已排起
长龙。

“祈福结束就赶紧来排队了，虽然不是
第一碗，但能喝到少林寺的腊八粥还是很
幸运的……”来自河南商丘的张先生很是
兴奋。

“为了让游客品尝到美味的腊八粥，除
了一周前，安排专人精挑细选准备配料外，
熬粥的师傅们一晚几乎都没休息。”少林寺
僧人告诉记者，五行腊八粥除了上等材质
外，还要轮番运用文火武火，而且要不停地
搅动 3 个小时，一锅优质的腊八粥才能出
锅。

少林寺恢复腊八节施粥已经有 9个年
头了，已形成了常态化，举办这样的活动主
要目的就是为了造福信众，为百姓祈福。

“天气格外的冷，喝上一碗热腾腾
的腊八粥，感觉身上暖和了很多！”昨
天早晨，在管城区城东路办事处商城
花园社区“免费爱心腊八粥派送第二
现场”，爱心志愿者给过往居民盛上香
溢浓浓的腊八粥。

在现场，全国青年志愿者、郑州市
“文明市民标兵”李志平介绍说：“从凌

晨3点，组织40多名志愿者，来到辖区
爱心粥屋，精心熬制腊八粥。6 点开
始，他们分别在城东路与商城路、紫荆
山路与商城路和商城花园社区设置

‘免费爱心腊八粥派送现场’，先后熬
制 11锅腊八粥，为过往行人提供暖心
服务，到上午 11点，将近 2000人次喝
上腊八粥。”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佳）
昨日上午，荥阳慈善总会联合建业慈善超
市在鸿翔广场开展腊八节赠粥活动，志愿
者给过往路人送上一杯杯精心熬制的“暖
心腊八粥”，为他们送祝福、送吉祥。

腊八的早晨下着蒙蒙细雨，为了早点
熬制好腊八粥，早上 6点多，十几名荥善志
愿者和建业超市的员工们就开始忙活起
来，搭帐篷，支锅烧水、下米，每一个环节都
有条不紊。过往的路人有上学的学生、上
班的白领、早起买菜的阿姨，顺手接过一杯
象征吉祥的腊八粥，“味道真不错！”寒风
里，能够得到群众的一个好评，志愿者的心
里也十分开心。

新郑
给一线劳动者送粥

荥阳
开展腊八赠粥活动

少林寺
施粥为百姓祈福

昨日，郑州街头暖意融融，天未亮，郑
州市广电南路上的“爱心粥屋”就熬好了两
大锅腊八粥，前来免费品尝爱心腊八粥的
环卫工人和市民已排起了长队。据了解，
当天共发放腊八粥1550多份，大米240
袋，棉手套480多双,袜子240双。在“爱心

粥屋”的主人蒋爱荣和十多位志愿者的影
响下，郑州共开设了七家“爱心粥屋”，仅广
电南路“爱心粥屋”就已累计免费提供粥
25万多碗，馒头29万多个，有近15万人次
在此就餐。

本报记者 李焱 摄影报道

爱心满满腊八粥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李颖睿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高凯）记者昨日
从新郑市了解到，该市总工会向困
难职工发出第一批春节送温暖救
助金，累计 49.05 万元，惠及困难
职工327名。

新郑市历来重视对困难职工
的关爱与帮助工作，尤其是在一些
节点上，该市更是不遗余力地去帮

助符合救助标准的困难职工。为
确保帮助资金精确达到困难群众
手中，该市按照郑州市总工会“关
于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和“关
于做好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建档立
卡工作”的相关要求，对辖区各单
位在档困难职工进行建档立卡，确
保真正困难的职工得到及时救助。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范春燕）昨日，记者从巩义市民政
局了解到，为改善和创新民政对
象服务管理方式，巩义市利用地
域特色，创新工作载体，通过建立
全市优抚对象三级服务网络和儿
童福利服务网络，努力提升民政
工作水平。

巩义市建立全市优抚对象三
级服务网络。目前，建成镇级优
抚对象服务站 20个，村级优抚对
象服务站217个，选聘村级优抚对
象义务联络员217人，发放优抚对
象 义 务 联 络 员 交 通、通 信 补 助

25.68 万 元 。 优 抚 服 务 网 络 自
2015 年底建立以来，采集优抚对
象信息 5000人次，走访慰问优抚
对象6000名。

为建立健全儿童福利指导和
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巩义市相继
在 15个镇 5个街道建立了儿童福
利服务工作站，292个行政村和30
个社区设立了儿童福利服务工作
督导员，形成了以村、社区为单位
的民政服务网络。工作站于2016
年 12月建立，日前已为各镇、街道
儿童福利服务工作站统一配置了
电脑及活动经费。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娟 许朋）“一路同行，最美
是你”！2016年惠济区文化志愿者颁奖暨迎新春展演活动昨日
在区文化馆隆重举行。

活动对母晓慧、赵菲菲等24名最美文化志愿者，张慧、李改
成等 10名优秀文化志愿工作者，惠济区文化志愿者艺术团、惠
济区黄河合唱团等6个优秀群众文化志愿者团队，李焕珍、赵淑
梅等6名最美文化志愿者进行了隆重表彰。

在群众文艺展演活动中，来自基层的文化志愿者演员都拿
出了热情，在舞台上用精彩的文艺节目，展示了他们的才华。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
员 克东海）上街区精心打造党
员服务“微课堂”“微心愿”“微团
队”的“三微工作法”，切实将服
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开办微课堂，以微信分享的
形式，定期发布党章党规、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讲话、先进典型等学
习内容，用文字、漫画、图片及视

频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提高学习
的趣味性，切实增强党员干部为
民服务意识。认领微心愿，定期
征集辖区困难群众、空巢老人、
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心中
的小愿望，动员广大在职党员帮
助实现微心愿。创办微团队，各
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结合自身
特长和群众需求，组建了绿化

美化、政策宣传、帮扶助困、治
安巡防等 9支特色服务微分队，
定期组织各服务分队走进大街
小巷，免费为辖区群众提供政
策宣传、家电维修、帮扶助困等
便民服务。2016年该区特色服
务微分队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428 次，为辖区居民办好事、实
事 2261件。

上街区拓宽党员服务渠道 惠济区表彰文化志愿者

中牟县姚家镇西春岗村，名不
见经传。2004 年，村民李峰像捧
着宝贝一样从浙江带回 100棵草
莓苗，从此引发了当地农民草莓种
植热潮，如今远近闻名。

新年伊始，李峰又有了新梦
想：让中牟草莓走向世界。

2005 年 4 月，李峰组织村民
成立了一果蔬专业合作社，被推举
为理事长。当时参与的农户有 49
户，草莓种植面积为80亩。而今，
该合作社的参与农户已经达到
397户，草莓大棚 1787座，草莓种
植面积达到了 2400亩，合作社农
户人均收入 1.5 万元。作为专业
合作社的理事长，李峰也成了远近
闻名的“草莓大王”。

“今年，黄店镇也加入种草莓
的行列了！”李峰自豪地介绍说，中
牟县姚家、韩寺、大孟、郑庵等乡镇
种植草莓面积一万多亩。

果蔬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初，草
莓主要在中牟县销售，后来逐步拓
展到郑州。利用互联网，李峰又发
展了许多外省的客户。现在，东北
地区以及甘肃等地的销量占了合
作社草莓产量的 40％，郑州及周
边地市的销量占 40％，在中牟本
地的销量只占了20％。

这样的销售成绩，李峰并不满
足。谈起即将“上马”的电商平台，
李峰信心满满：“现在网络发达了，
很多人都在网上做生意，电商成了

一种时髦并且有效的销售途径，咱
们合作社也赶把时髦，也让俺们村
的草莓网上卖到世界各地去。”

为 了 实 现 他 的“ 让 中 牟 草
莓走向世界”梦想，李峰准备建
一 个 大 型 草 莓 预 冷 藏 基 地 ，这
样 就 可 以 有 效 延 长 草 莓 保 鲜
期 ，让 新 鲜 的 草 莓 能 够 送 到 更
远的地方。

“光卖草莓，收入毕竟单一，每
逢节假日，城里一家老小近郊游采
摘草莓的游客除了摘草莓，村里基
本没有好的接待场所，很多游客总
是匆匆摘完草莓返回城里吃饭。”
李峰介绍说，他与合作社成员筹划
着做了一些农家乐项目，这样服务
水平上去了，还能与草莓采摘形成
合力，互利互惠。

草莓深加工，一直是李峰关注
的焦点。谈起草莓深加工产业，李
峰还卖了个关子：“现在说为时尚
早，但产品一出绝对是精品！这些
所有的谋划都是在合作社的大背
景下进行的，合作社的农户除了种
草莓的收入外，每年还可以从合作
社的收益中得到分红，这所有的打
算都是为了让咱合作社的农户收
入更多、更稳定。”

和草莓打了多年交道的李峰，
总是乐此不疲地挖掘着小小草莓
中的大财富，带动身边的乡亲们共
同致富，共同去实现“让中牟草莓
走向世界”的梦想。

“草莓大王”的“卖全球”梦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乔书俊 李帅 文/图

李峰（中）组织村民商讨草莓种植技术。

新郑为困难职工发放救助金

巩义建立民政服务两大网络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震 王彦斐）4日下午，细雨蒙蒙，
金水区多部门联合，在丰庆路街道
辖区打响新年执法第一枪。

当天下午 3：15，全体执法队
员集结在丰庆路街道办事处门
前。执法第一枪首先在新村路打
响。一家号称便民店的水果商面
包运货车一车两用，除了拉货还载
货销售，长期霸占在机动车道上，
削掉的甘蔗皮儿扔得满地都是。
执法人员当场下达整改文书，交警
部门暂扣其占道经营车辆，勒令商
户清除门前垃圾。

渠东路是一处自发形成的果
品市场，当地政府专门把路东侧开
辟为便民点。一家炒板栗的老板
所使用的炒板栗机，迟迟不安装油
烟净化器，天天“放毒”，机器被执
法人员“请”上执法车，等候处理。
在渠东路与水科路交叉口，一家专
营水果的商贩占据近20平方米的

“卡脖子地段”，橘子、苹果、香蕉摆
了一地，执法人员当场进行清理。

一个多小时的执法过程中，共
下达执法文书 12份，登记保存占
道经营机动车两辆、小推车 5辆、
冰柜3个、废弃三轮车12辆。

金水区联合执法改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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