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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渡蝶变“幸福村”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马文静 文/图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穆
文涛 赵东东 文/图）老旧小区改变，
变出城市之美；道路品质提升，变出城
市之韵。今年以来，上街区深入推进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工作，以补齐基
础功能短板为突破口，优服务、创特
色，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城
市颜值，增加居民幸福感和宜居感。

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今年以来，
上街区把 22个老旧小区改造作为解
决民生实事、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工
作，着力解决小区基础设施缺失、功能
配套不全、环境脏乱差等问题。改造
中，上街区坚持“因地制宜、一院一策”
原则，聚焦群众需求，广泛征集群众改
造意见，党员和热心群众全程参与、全
程监督，把融合民情民意贯穿改造工
作始终。经过改造后的老旧小区面貌
焕然一新，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大幅
提升。

通过道路升级改造，打造城市风
景线。今年以来，上街区整体规划部
署“两纵三横”道路升级改造，全面提
升功能、品质、形象，营造整洁、规范、
有序的市容环境，打造精品示范路。
道路升级改造全面提升了道路功能、
品质和形象，带动道路沿线周边经济
发展。

在美丽生态建设过程中，上街区
通过见缝插绿新建游园、对已建成公

园实施拆墙透绿等举措，全面提升城
市绿化景观品质，不仅为市民提供了
宜居环境，同时也增强了老百姓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上街区以“300 米见
绿、500米见园”为目标，全面实施增绿
工程，大幅度增加城市绿量，建设口袋
公园、微景观、街头游园，对所有公园
实施拆墙透绿，全面提升城市绿化景
观品质，打造“一街一景，一路一色，三
季有花，四季常青”的美丽宜居环境。

上街区还瞄准基础设施短板，从
细处着手、从实处下手，在细微处体现
城市管理精细化。针对人行道板破

损，路面坑洼等道路基础设施进行排
查，对发现的 802处问题全部交办相
关职能部门和各镇办，目前已完成
474 处。该区城管部门重点对登封
路、新建街、中心路、丹江路等道路铣
刨铺油 8000 平方米，维修路灯 1207
盏次，更换井盖141处，安装窨井防坠
网700余套。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管理让城市
更美丽。上街区高品质推进城市建
设，通过补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各项功
能，不仅提升了城市的“面子”，也打实
了“里子”，让居民得实惠、享幸福。

集中分类+定时定点
开启垃圾分类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刘武军）小区内楼栋口的

垃圾桶不见了，居民入户也不再担心垃圾产生的异味，取而
代之的是标准化垃圾分类回收库房，居民也从一开始的不适
应，到现在的举双手赞同，这些可喜的变化正悄然地改变着
康桥华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是近日二七区垃圾分类
收到的成果。

据了解，今年4月份，二七区垃圾分类办就开始宣传倡
导“集中分类+定时定点”的垃圾分类新模式。康桥华城社
区作为二七区的试点小区之一，垃圾分类工作一直走在

“时尚”前沿。小区内除智能分类垃圾箱以外，还增设了定
时定点投放箱房，可满足居民日常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和
有害垃圾的投放需求。在规定投放时间内，居民拿着垃圾
来到箱房前，箱门会自动感应打开，其他时间则处于关闭
状态。定时定点投放箱房还具备自动称重、满溢检测、智
能监控、语音分类等功能，居民使用智能卡、微信、手机号
开通后，可通过“绿分账户”实现线下投递线上返利。

“社区里推进垃圾箱房建设可以减少垃圾投放点设
置，便于居民集中投放，集中管理，而且垃圾箱房具有更好
的密闭性能，有效把控垃圾气味和安全危害，让分类后的
垃圾收集、搬运更便捷，改变小区零散投放的脏、乱、差局
面。”康桥华城社区的垃圾分类督导员张海英告诉记者。

目前，二七区垃圾分类办按照每 500户居民设置一个
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箱房、每3000户居民设置一个可回
收物不定时投放箱房的原则，根据各社区的空间条件、垃
圾分类督导员人数等因素合理确定投放点数量。

二七区垃圾分类办正在推进制定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点建设的工作方案，方案中规定了每处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点都将配备 1~2名督导员（含党员、文明志愿者、居民代
表、物业管理等人员），在定时定点投放开放时间进行旁站
值守，做好开袋检查、督促劝导、宣传指导等工作，深化居
民对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重要性的认识。

热衷公益的一家人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魏晓柯）为了宣传文明出

行，他风雨无阻，在公交站点开展排队乘车倡导；为弘扬
敬老爱老传统，他到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去福利院陪
伴孩子们……他叫王如星，是郑州公交四公司徐亚平志愿
服务队一名志愿者。

据了解，仅去年到现在，王如星参加志愿服务公益活动
上百次，累计参与志愿服务时间500多小时，因其热心公益，
被评为郑东新区“优秀志愿者”。如今，在他带动下，全家人
都积极参与志愿活动，志愿之风劲吹出好家风。

王如星有一副热心公益、乐于助人的好心肠，他不仅自己
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活动，还总是动员家人和朋友参与其中。
一有机会，王如星就会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他做示范，女儿
跟着学，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女儿展示一位公交志愿者的
风采，一位公益人的爱心，一位爸爸的责任与担当。在他的影
响下，小小年纪的女儿乐于分享，善于帮助别人。

生活中的王如星尽职尽责，努力扮演好儿子、丈夫和父亲
的角色，为家庭辛勤付出，得到了亲人们的认可和支持。王如
星平时工作忙，劳动强度大，妻子知书达理、勤俭持家、默默陪
伴，在王如星失意时给予鼓励，在劳累时给予安抚，操持家务，到
公交场站送饭，为王如星解除后顾之忧，两人互相理解，相互支
持，共同撑起这个家；父母身体健康，晚年幸福，夫妻二人对老人
面面俱到，关怀备至，家庭和谐美满。

王如星是郑州文明城市的缩影，一个和和美美、热心公
益的家庭，弘扬了中华民族夫妻和睦、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的
传统美德，传承了积极向上、文明有礼的好家风，谱写了一曲
文明向上的动人乐章。

民族团结一家亲
志愿服务暖人心

本报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娄璞

“我们小分队成员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岗位，宣传党
的民族政策，慰问困难群众，解决邻里矛盾，促进家庭和睦民
族和谐。”在文化活动室，队员献上精彩的民族舞和大合唱。
昨天，在管城区西大街党群服务中心，谢瑞清老人正带领着
志愿者进行剪纸。走廊展板上，张贴着民族团结的剪纸、书
法和绘画，惟妙惟肖，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观看。

西大街街道地处郑州中心区域，紧邻火车站和银基商贸
城，辖区内长期生活的少数民族群众 2500余人。为了更好
服务辖区各族群众，2015年，街道把年收益 200万元的临街
楼房，打造成近 3000平方米的便民服务中心，引进社会工作
服务组织，成立“谢阿姨工作室”，采用街道+社会组织+社工
的模式，将民族工作融入到日常文化活动中来，发挥各族群
众力量，共建和谐家园。

“我志愿做一株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守护民族团结的‘石
榴花’！”谢瑞清，今年81岁高龄，是一位热情友善、热心公益的
回族老人，1994年从郑州市蔬菜公司退休后，积极参加社区工
作，成为平等街社区党支部委员，担任党员家门口服务队队
长。为给辖区群众提供更方便的服务，谢瑞清成立了“谢阿姨
工作室”，组建谢阿姨民族团结志愿小分队，参与邻里调解、民
族事务调解、民族政策宣传和民族融合，为群众服务提供更好
的平台和更强大的力量，为促进辖区内家庭、邻里和民族和谐
做出了积极贡献。

用绣花功夫建设美丽上街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
员 田建杰 皇甫秋艳 文/图）“过
去我养鱼三年，饲料贵，病害多，
卖不上价儿，算是白搭功夫。去
年镇里让养澳洲淡水蓝龙虾，我
这一试，感觉还中哩，一斤 45元
……”昨日，看着乱跳的大龙虾，
1993年出生的中牟县雁鸣湖镇
杏街村村民姬宝纪满脸汗水，兴
奋不已。

实施乡村振兴，重在产业兴
旺。2020 年是决战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雁
鸣湖镇抢抓乡村振兴战略机遇，
始终坚持“党建统领一切、党建
覆盖一切、党建推动一切”理念，
牢牢抓住“产业兴旺”牛鼻子，让
乡村发展基础更牢，以实现“惠
民强村兴镇”奋斗目标。

姬 宝 纪 就 是 其 中 的 受 益
者。面对投入多、收益少的传统
养殖，作为养殖大户的姬宝纪在
杏街村村级专题组织生活上提
出了一条意见建议：希望镇村两
级想想办法让村里的养殖户致
富增收。

雁鸣湖镇党委副书记冉琦
告诉记者：“随后，我们将此作为
一项民生事实提上日程。经过
多次考察、商议，最终将澳洲蓝
龙虾养殖作为优化产业产品结
构、增加群众收入的一项转型尝
试。”

在村党支部的带动下，姬
宝纪第一个报了名，开了几十
亩的试验塘。这个敢于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 这个品种的龙虾不仅肉质
鲜美，而且经济效益高。虽然
小龙虾销量一路走高，但属于
季节性食材，五六月份之后就
不行了，而澳洲淡水蓝龙虾一
年可以养二三季，弥补了秋冬
市场的空缺。而且公司和我们
签订回购协议，按照亩产 500斤
保底来算，扣除养殖成本，今
年，我这亩均利润至少可以达
到 1.5 万元左右。明年，我还要

扩大养殖亩数！”
“只要苗种好、存活率高、

管理得当，澳洲淡水龙虾是有
很大收益增长空间的。”刘兴亚
说，“这个澳洲淡水蓝龙虾，市
场很广，养殖的人却没那么多，
中牟雁鸣湖镇的温度适宜、水
质良好，十分适合蓝龙虾的成
长。我们对养殖户免费进行技
术培训，提供饲料，签订回购协
议，保收成、保收益，养殖户稳赚
不赔。”

养殖蓝龙虾拓宽致富路

昨天，管城区紫荆山南路街道蓉湾社区开展“小鬼当家乐淘
淘”跳蚤市场活动。20余个“小摊位”摆满儿童读物、文体用品、
玩具玩偶等，琳琅满目，帮助社区内青少年增强沟通能力和社交
能力。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须水街道充分调动辖区群众，打响创卫复审工作“百日攻
坚战”，营造全民动手，全社会参与，有效让文明“动”起来，卫生
“好”起来，掀起创卫复审工作新热潮。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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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新密市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代表们履职
热情空前高涨，因为大会首次增加了一道“大
菜”——由 275名人大代表带着新密市 80万人民
群众的热切期盼，票决出了实施农村公路“百县通
村入组”工程、实行高龄老人津贴制度、落实残疾
人通信信息消费补贴政策等 10 件群众最急、最
忧、最盼的民生实事项目。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的
诞生，实现了从“政府拍板”到“代表票决”，从“一
厢情愿”到“你情我愿”，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
决制使新密市人代会的内容更加丰富、代表议政
更加积极主动、人大监督更具实效

群众“点单”代表“下单”
2019 年 11 月，新密市被郑州市确定为民生

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试点县（市）后，新密市
按照“市委领导、人大推动、政府主体”的原则稳
步推进。

在民生实事项目征集阶段，广泛听取基层人民
群众意见建议，充分让群众“点单”。1300余名各
级人大代表深入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等，发挥全
市 155个代表联络站平台作用，广泛听取民意，经
过20多天深入调研、访谈等，共征集到13类120件
民生实事项目，转交新密市人民政府。该市人民政
府发布征集民生实事公告，“两代表一委员”和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共征集到 872件民生实事候选项
目，筛选出 13件，报新密市委常委会研究审定后，
经新密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全体组成人员审议表决
确定。

现场票决代表“定单”
人代会召开前，该市将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形成

情况提前印发给全体代表，让新密市人大代表充分
了解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形成的过程。报告中详细
介绍了候选项目的实施主体、协办单位、财政资金
投资额度、完成时限和相关要求等情况，将 13件民生实事候选项目
的确定过程充分晒在阳光下，让其变得阳光、透明、可见。同时民生
实事候选项目形成情况报告还要在人大常委会上，经全体组成人员
表决通过后，提交人代会全体代表审议，为代表票决提供参考。

在今年的人代会上，票决的10项民生实事项目，不定目标，不定
方向，不划重点，将权力充分交给代表，让代表自主决定，真正选出群
众最关心、最迫切的民生实事项目。票决结果现场公布，报大会备
案，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渠道向新密市人民公告，向全社会公
开，接受群众监督。通过群众“点单”方式，由代表票决出民生实事项
目，让代表的角色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进一步激发了代表的履职热
情，使代表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政府“买单”人大“验单”
票决出的10件民生实事项目全部交由政府实施。一周内，制定

出计划书报新密市人大常委会，计划书不仅明确了项目实施单位、财
政投资额度、项目完成时限和相关要求，还要建立督查机制，确保民
生实事项目办好办实。

民生实事项目确定后，新密市人大常委会将监督体现在项目实
施的全过程、各环节，确保每个项目落到实处、发挥作用。“经过短时
间探索实践表明，人大代表票决制作为基层人大探索行使重大事项
决定权的有益尝试，不仅激发了人大代表的履职热情，增强了基层人
大的工作活力，提升了基层政府的工作质效，而且密切了党群、政群、
人大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新密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幸福家庭

“以前都是平房瓦屋，除了主干道是
柏油路以外，村上都是土路。一遇到雨
天，出行非常不方便。”现在呢？马渡村
民李旺山就像一位乡村“导游”一样，对
村里的情况如数家珍，“原来破烂的村内
道路已经变成了柏油马路，村里长期积
存的垃圾也无影无踪了，俺村现在树木
花草更多了，生活环境更绿了！”

生态大改变，村民看得见。李旺山就
是整个马渡村的“新闻发言人”。着眼于村
民“看得见”工程，兴达路街道按照“三项工
程、一项管理”工作要求，大力实施“祛痘净

面、疏通经络”行动，开启
了马渡的“美颜模式”：强
力推进拆违治乱和积存垃
圾清理专项行动，祛除了
村庄“痘印”；以整治庭院

卫生、清理房前屋后杂物、墙体立面改造、
门头牌匾规整等为主要内容的“净面”行
动，共完成全村500余户建筑立面整治、20
余家门头牌匾统一进行了设计安装；完成
了中心广场“降阶”改造、村委会大院拆墙
透绿、南北主干道改造、雨污水管道清淤改
造提升、村内3处游园建设和17条村内支
路绿化提升、2座公厕改造升级，促进了村
内经络的有机更新，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原来吃完饭就窝在家里，现在都争
着出门搞娱乐，日子越过越带劲啊。”从
村民吴素娟的口中，记者感受到马渡人

的文化味儿。
生活有了文化味儿，正是得益于他

们的“内外兼修”行动。刚刚掀开“红盖
头”的以“黄河·马渡”为主题的文化墙，
集中体现了马渡人文历史、党建、建设历
程和未来发展等，展示了乡村文化；开展
了“月评卫生示范户”系列主题活动，已
举办两期，激发了群众参与积极性；与河
南广播电视台签署了“2020年度中原戏
迷擂台赛”战略合作协议，年底前将在马
渡中心广场举办 8场大型赛事演出。马
渡托老站、卫生服务站已建设完成。村
史馆和党群服务中心规划设计也在加快
推进，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
平台支撑，提升了马渡的“内在气质”，为
深层次、常态化推进城乡结合部综合改
造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合力。

生产大发展，“产业规划”最给力。街
道积极对接高屋物业、鸿宝物业、绿化公
司等单位，为马渡适龄劳动力寻求提供就
业岗位，目前就业人数 864人，占全村劳
动力人数的61.62%。立足壮大集体经济
实力、增加群众收入，在搭建平台，促进村
内富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正与河
南中旅等公司对接，依托群众闲置住房和
丰富的土地资源，洽谈打造民宿、农家乐、
网红直播等产业，发展高效农业、观光农
业和采摘体验农业，一体谋划实现群众资
产和土地附加值最大化。

兴达路街道办事处作为金水区唯一
的沿黄办事处，马渡村又处于黄河之滨，
瞄准生态、生产、生活这篇“三生”大文
章，马渡村，这个昔日的小乡村，变成了
黄河之滨的幸福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