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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守信喜看身边新变化

盛夏洧水，微风吹过，果香飘来。7
月 8日一早，乔迎龙刚到岸边果园，满
载油桃的汽车已经启动，正在送往新城
城区。

“眼下正是采摘期，趁着早上凉快，
天不亮就开始摘桃，每天出货几千斤。”
作为和庄镇小连楼村种植合作社成员，
乔迎龙掩饰不住丰收的喜悦。

说话间，老乔正要跟车送货，果园
又来几名客人。原来，几天前，一批桃
子送往龙湖镇炭山村景区，很快被游客
购买一空，商家前来补货，可当天采摘
的已经送走了，只能等下一批。

“不然你们先走，明天我给你们送
去，你放心，质量和上次一样……”乔迎
龙边说边擦汗。这样的事，他不是第一
次遇到。水果成熟季，村里的水果总是
供不应求。

2016年，乔迎龙回乡创业，在洧水
岸边的家乡种植果树。“红肉血桃，每
科树苗就 120 元。”尽管觉得贵，可乔
迎龙觉得贵肯定有贵的道理。果然，
成熟后，红肉血桃汁多味甜，征服了很
多人的味蕾。

洧水又名双洎河，新郑境内全长
35.5 公里，是新郑的母亲河，是诗经郑

风发源地、古老的爱情河。近年来，随
着河畔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水果种植
成为附近村民致富的渠道，加上村里人
居环境改善，村庄美了，游客来了。

“蟠桃成熟得早，我已经卖完了，

现在主要售卖油桃、黄桃。”贾芳是村
里另一个水果种植户，她说，品种多、
口感好是该村种植产业的特点。“光
说桃子，俺村有中桃 9号、白如意等十
几个品种。”

不远处，村支书乔留魁也正忙着在
自己果园招待采摘的游客。“我们村共
种植水果 300 多亩。成立了新郑市丰
连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采摘农
业，村里数十户农家以此增收。”乔留魁
说，村里每年从5月到 9月，都是水果采
摘季。

沿洧水河走过，河面风吹波动，岸
边绿树摇曳，林下有人徜徉……仿佛见
到了诗经郑风中描绘的场景。

前不久，新郑市精心设计打造的洧
水公园精彩亮相，公园将明清时期新郑
古八景融入现代水系景观，营造出碧泽
飞鹭、故城春秋、卧佛塔影、涣水秉兰、
塔寺晚钟、古韵荷风、溱洧秋波、桑梓蕴
秀等新八景。

新郑市还在洧水河增加水面 8 万
平方米，配套建设健康步道、运动球场、
儿童娱乐、休闲商业、游船观光等各类
景观设施，以及一个文化展馆、亭台、长
廊、牌坊等仿古建筑群。

新郑市有关负责人说，希望千年洧
水，成为一条景观河、生态河、文化河、
幸福河、安全河，用其古老深邃的内涵，
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润泽滋养新时
代的人民。

清风绿两岸古河润新人
——洧水人家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张立 文/图

洧水公园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
员 穆文涛 赵东东）老旧小区环
境提升、农贸市场规范有序、

“六小”门店干净整洁……今年
以来，上街区把改善市容和人
居环境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
抓，对社区楼院、市容环境、集
贸市场、“六小”行业等进行综
合整治，美丽的城区正焕发出
新光彩。

菜市场连着大民生。作为
郑州西部最大的农贸市场，也
是上街区唯一的一家农贸批
发、零售市场，郑西农产品物流
贸易中心的环境卫生和经营秩
序事关百姓“菜篮子”安全。上
街区新安路街道办事处积极履
行属地责任，成立了由街道办
事处和市场监管、市场发展等
部门组成的市场整治专班，联
合执法推进郑西农产品物流贸
易中心整治。目前市场内51家
肉品销售商户已全部入冷鲜柜
经营，市场内突店经营问题基
本解决，整个市场井然有序、面
貌一新。

小食品店、小饭店、小理
发店、小旅馆、小浴室、歌舞厅

“六小”行业遍布城市的大街
小 巷 ，与 市 民 的 生 活 息 息 相
关，是公共卫生管理的难点，
体现着城市的管理水平。上
街区深入推动“六小”门店治
理工作。镇（街道）和各职能
部门动员店主参与卫生创建，
与街道形成合力。

据了解，济源路街道办事

处辖区共有“六小”门店 690
家，占上街区的四成。为推进

“ 六小”门店整治，该街道依
托“6+1”网格化管理工作机
制，建立了“ 三级分包”和日
巡 查 制 度 ，完 善 问 题 整 治 台
账 ，实 行 销 号 管 理 。 在“ 六
小”门店整治提升工作中，该
街 道 充 分 发 挥“ 小 板 凳 恳 谈
会”的作用，让店主、社区、市
场监管部门和设计公司参与
进来，针对门店实行差异化门
头招牌设计，使其既凸显各店
特色又符合政府要求。为降
低店家的改造成本，该街道还
对“六小”门店门头招牌改造
费用实行店主和街道办各承
担一半。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市容
环境卫生整治是重要内容，无
主管楼院又是其中的难点。针
对这一薄弱环节，上街区创新
工作方法，通过党建联建分包
楼院模式，全区 60余家党组织
承包了全区 134 个无主管楼
院，科级干部下派驻点，做环境
卫生的监督员、宣传员和战斗
员，重点解决垃圾积存清洁、清
扫保洁不到位、乱贴乱画、乱堆
乱放等问题，与居民一起共建
共治，使无主管楼院在卫生城
建设中成为党员和群众的“共
管楼院”，实现了城市卫生环境
的持续改善。

不少居民反映，如今的上
街，城市更漂亮了，环境更舒适
了，生活在这里更幸福了。

瞄准问题补短板
城区焕发新光彩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彭威威
朱林栓 文/图）“喂，你好，在郑开大道与广
惠街交叉口的绿化带内，有一些散落的生
活垃圾，并且绿化带内杂草丛生。”7 月 6
日，中牟县大孟镇正在开会的二级路长李
锋接到道路巡查人员的电话之后，就带领
城管办人员驱车赶到现场，途中他电话安
排绿化、环卫人员立即赶赴地点。

绿化人员用割草机、镰刀清除杂草，环
卫人员在后面捡拾烟头、烟盒、纸片、果皮
等垃圾，绿化人员又对缺株现象进行补栽、
浇水，他们密切配合、工作细致。

对发现问题的快速解决，这都得益于
大孟镇“路长制”工作的“绣花功夫”、精细
管理和机制完善。

大孟镇通过建立“镇、村、组”三级责任
体系，安排各相关站所职能，逐项梳理整改
与自身有关的问题。通过“日巡查、日报

告、周通报”工作机制，18条路段均有班子
成员担任，并坚持每天巡查一次，对群众反
映、巡查员反馈的问题要第一时间到场，第
一时间解决。

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微信群、宣传展板
的形式及时反映“路长制”工作动态、工作
亮点。设立“路长制”工作意见箱，把群众
一些好的建议和做法吸纳到实际工作中
去，提高群众的参与度、满意度。

加大督查、监管力度，进一步落实奖
惩措施。大孟镇在机制完善、措施得力的
基础上，镇纪委、督查办对工作中每个环
节实施监管，制定奖惩办法。即每周从
18 条管控路段上评选出最好的一条和最
差的一条，连续获得两次以上的优秀路
段，在年底绩效考核中实行加分，对连续
两次获得最差的路段，在全镇大会上通报
批评。

路长工作求精细绣花匠心抓管理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张梦洁）
如何提升无主管楼院的治理水平？群众参
与很关键。为切实提升辖区无主管楼院管
理水平，惠济区江山路街道荣苑社区根据
辖区内无主管楼院实际情况，创新实践工
作方法，扎实推进“一核多元、融合共治”无
主管楼院提升工作。

“我们院后面杂草里面垃圾太多，建议
每周要多搞几次大清扫！”

“能不能把监控问题解决一下，这样我
们住起来也安心。”

社区在走访无主管楼院居民时，鼓励
大家讲真话，建言献策，荣苑社区党支部书
记在认真聆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后，引导
大家积极主动参与到无主管楼院治理提升
工作中。

为了解决好辖区内无主管楼院“居民
参与率低”“组织不健全”“管理混乱”等难

题，荣苑社区创新工作思路，一方面开展入
户调查工作，随时征集民意；另一方面鼓励
群众以微信群、电话、参与社区讨论会等多
种形式提出意见和建议。社区针对居民不
同的需求进行分类汇总，并结合无主管楼
院实际情况筛选出可行性高，最贴合居民
需求的好点子纳入社区治理提升方案中，
分阶段进行运作，力求达到问需于民、设计
为民、治理惠民的目的。

江山路街道荣苑社区下辖一个无主管
楼院，共67户居民，140余人。社区工作人
员登门入户，认真征询每一位居民的意见，了
解居民的实际需求。“面向辖区内的热心居
民，广泛征集‘创新点子’，也是为了后期更好
地推进无主管楼院的整治提升工作，我们以
心换心，与群众贴心交流，把工作做到大家的
心坎里，能让广大群众都积极参与到无主管
楼院的治理工作中。”荣苑社区书记说。

一核多元融合共治
提升无主管楼院整治水平

昨日，蓉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开展“大手
拉小手，文明跟着走”社会实践志愿活动，为社区居民营造整洁
优美的环境。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他离世前反复给家属叮嘱
的是：做人要言而有信，咱不能
赖账。昨天，在他离世两个月
后，他的家属从中牟县专程来
郑，替他“还愿”：把他生前欠公
司的3万元钱还上了。这位老人
叫田老青。

昨日上午，郑州旭日进出口
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华一大早就接
到一个特别电话：曾经在公司做
装卸工的田老青师傅的家属说，
他们要从中牟来公司还钱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田老青是中牟县官渡镇人，

2005年，田师傅带领几位村民组
成了一个装卸小组，负责旭日公
司的一些装卸工作。2013 年因
为儿子结婚，手头不是很宽裕，
老田向公司借款 4万元，其间陆
续归还了 1 万元，还有 3 万元未
还。2018年，田老青因身体原因
不再从事装卸工作，跟公司不再
有业务合作，公司考虑到田师傅

家里情况给予了还款宽限。
之后，公司没有和田师傅联

系过，昨天，田师傅家属突然到
访，这让徐华很惊诧。很快便得
知田师傅因病抢救无效，已离世
两月有余。在徐华的办公室，田
老青的家属哭诉着说，田师傅在
弥留之际仍然念叨着要归还借
款，一再强调要言而有信，不能
赖账。在筹齐款项后，他们马上
就联系徐总归还借款，一再地感
谢公司在他们困难的时候给予
了帮助和信任。

田老青，一个普通的农民，
在他和家属身上体现出来的单
纯的善良和朴实的诚信，在这个
浮躁的社会显得尤为珍贵，徐华
被他们深深地感动了。当徐华
提出减免部分借款时，田家人依
然坚持全额还款。

公司出于对员工的关怀，
当场给了田师傅家属 5000 元
抚恤金。

离世老人临终嘱托
言而有信不能赖账

昨天田师傅家属归还3万元欠款替他“还愿”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黄冠兵）记者昨日从二七区侯寨乡
获悉，自四环整治工作启动以来，
按照“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总
体要求，通过“拆、清、建、管”，将四
环辖区段打造成带动沿线区域快
速发展的经济带生态带景观带。

侯寨乡相关负责人介绍，四环
沿线“脏乱差”一直是困扰城乡治
理的“老大难”，侯寨乡四环沿线 3
个村（社区）正处于建设的过渡期、
转型期，大大小小 40余个建设工
地遍布两侧。污水、垃圾等问题较
突出。

“拆”出视野阔。集中拆除四环
沿线残垣断壁、小场院、小仓库、废
品收购站，工地设置的不规范活动
板房，群众私搭乱建铁皮棚、大田地
活动房等违法建设；拆除陈旧破损
的防尘网、不按要求设置的公示牌，
用于“遮丑”的围挡，道路绿线范围
内土山、临时构筑物、建筑物等。

“清”出视角净。集中清理四
环两侧废弃线杆线缆，对不具备入
地条件的线缆线杆进行规范捆扎；
集中清理建筑物楼顶、建筑立面、
户外广告等污染物；集中清理道路
两侧杂草杂物、白色垃圾，各类建
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不规范堆放的
施工工地建筑物料、破旧围挡和防
尘网、防尘网下的建筑垃圾、生活

垃圾、杂物、卫生死角；集中清除黑
臭水体，雨污水排放口，乱倒乱扔
的生活垃圾、偷倒的建筑垃圾；采
取堆山造景模式，不遗余力清理清
运建筑垃圾。

“建”出视线美。围绕四环沿
线，高标准建设郑西高铁绿化廊道
公园、贾鲁河生态公园、长江西路
生态廊道公园；对四环沿线路网进
行全面梳理，有序推进与四环连接
的启福、长江西路等近 20余条市
政道路建设；不断完善该区域垃圾
处理设施、公厕、污水 2处理站和
供水、供热、供气等配套公用基础
设施建设；全力推进侯寨新镇区安
置区、滨河花园安置区、八卦庙上
闫垌安置区建设。

“管”出视觉靓。加大四环沿
线清扫保洁力度和频次，提升环卫
精细化水平，做到道牙无尘、路无
杂物；与城管执法部门配合加大执
法监管力度，规范渣土车运输管
理，坚决杜绝道路遗撒、围挡破损
等现象；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 8
个 100%，杜绝黄土裸露等扬尘污
染问题出现。

侯寨乡负责人介绍，随着四环
快速路的开通和沿线的综合整治，
将最大限度地发挥道路交通建设的
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不断推进山
水融合、林水相间的生态带建设。

拆清建管齐发力
打造生态景观带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茂）记者获悉，7 月 11 日上午,
由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联合经八
路街道办事处举办的大型人才就
业专场招聘会将在紫荆山人民广
场举办。

据悉，届时将有本地百余家知
名企业参会，包括思念食品、富士
康、格力、新大方桥梁工程、郑州地
铁、大润发、德邦物流、正天置业、
中粮集团、百事可乐等知名企业，
涉及互联网 IT、金融房产、物流快
递、医疗美容、旅游、制造业、酒店
餐饮、教育培训、建筑、商超百货、

人力资源、装饰建材等多个行业，
提供就业岗位达5600余个。

本次招聘会主要提供文职
类、金融类、设计类、教育类、管理
类、营销类等就业岗位，现场还为
广大求职者提供代理招聘展示区
域、工作推荐区域、免费抽奖区域
等，方便现场人员招聘求职。

记者从相关负责人处得知，
此次大会是2020年紫荆山人民广
场首场大型就业专场招聘会，以
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上午
将在紫荆山人民广场举行专场招
聘会，方便求职者。

百家名企招才引智
提供就业岗位5600余个

昨日，未来路街道金色港湾社区开展“手拉手创洁净家园，心连
心建和谐社区”活动，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宣讲环保理念。

本报记者 郑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