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谢庆）记者从巩
义市获悉，本周六，巩义市第三届登
山节将在该市新中镇启幕。

这已经是该市举办的第三届登
山节了。此次登山节除了广邀各路
登山爱好者外，同时当天伏羲山雪花
洞外景区也对游客免费开放。

另据记者从新中镇了解到，此
次登山节的路线为：巩义市新中镇

体育公园到雪花洞广场，全程 12
公里。

浮戏山风景秀美，历史悠久，游
览面积 34.5平方公里，是一个集山、
水、洞、寨、庙、军事古迹为一体的山
岳型风景区，是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
处。因其峰险泉碧、植被丰富、景色
秀丽，素有“巩境小桂林”之美称，被
誉为天然氧吧。

非遗项目进校园
传统文化展魅力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李姗姗
文/图）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
产，增强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日前
中原区“非遗文化进校园”陆续走进锦艺小
学、建设路小学和汝河二幼，在校园和幼儿
园里开展现场传习、活态展示，让孩子们从
小就与传统文化近距离接触，感受传统文
化魅力。

活动中，中原区非遗传承人展示的香
包、泥猴捏制技艺、草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都是中原大地传统手工艺的瑰宝。参与

活动的很多孩子们都是第一次接触到

这些绚丽多彩的手工艺品，对传统手工艺
立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香包制作传承人卢爱玲近年来不断探
索创新，设计出很多新颖香包花式，也在现
场进行展示。让青少年体验了制作手工艺
品的过程，领略“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奇妙表现力。

来到校园的戏曲艺术家们还为孩子们带
来了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小武戏《借扇》、豫
剧《朝阳沟选段》、儿童戏曲喜剧《小话西游》、
川剧《变脸》等节目，并教唱戏曲名段，让孩子
们充分地了解和喜爱传统戏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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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为深
入推进“路长制”工作机制，确
保辖区城市精细化管理持续
深入，连日来，二七区解放路
街道以“路长+城管”模式入
手，拓宽“路长+城管+N”巡查
治 理 模 式 ，以 综 合 执 法 为 支
撑，在处理城市管理的难点问
题时实现“1+1﹥2”的功能，进
一步提升市容市貌秩序依法
治理水平。

“路长+城管+执法队”根治
反复。以路段为引领，大兵团
作战，开展大治理、大整治集中
行动。各级路长与城管、执法
队员强强联手，合心合力，对占
路经营、店外经营、私搭乱建、
乱贴乱画等易反弹现象联合执
法。各路段先后与执法中队联
合整治占道经营 30余处、取缔
突店经营 10余处，清理橱窗广
告20余处。

“路长+城管+部门”治理顽
疾。各级路长与食药、交警等
部门协调联动，集中治理临街

商店、六小门店、支路背街等重
点场所区域、重点路段“脏乱堵
差”顽疾。通过部门联动，开展
路面综合治理4次，暂扣非机动
车 200 余辆，规范餐饮门店 30
余家，多处城市管理“顽症”得
到有效的治理。

“路长+城管+商户”门前自
治 。 对 临 街 商 户“ 一 条 龙 服
务”，全面落实“包卫生环境、包
园林绿化、包公共秩序、包立面
整洁”门前四包责任制，强化商
户自律自治，形成“家家有田，
户户耕耘”的良好氛围。目前，
辖区100余家商户已签订“门前
四包”责任书并已安装“门前四
包”责任牌，“门前四包”变成商
户的自觉行动。

“路长+城管+智慧中心”破
解难题。充分发挥街道智慧指
挥中心作用，实时发布动态指
令，360°鹰眼对辖区问题及时
发现，及时处理，使城管由“一
只眼”变“千里眼”。延伸城管
工作触角，前置执法阵地。

“路长+城管+N”模式
提升市容市貌治理水平

树木苍翠，路面宽敞，休闲广场一
应俱全，健身设施、停车场、无死角治安
监控在守候……这些画面，对于丰庆路

街道西史赵村已经是常景了。
西史赵村，缺乏的不是名气和光

环。早在 2005 年，西史赵就打响了

全市城中村改造第一枪。2007 年 6
月回迁，1600 余户城中村居民率先

“上楼”，自然也成了郑州市首个城中
村改造安置小区。

岁月轮回，铅华洗尽。15年过去
了，当时的老典型也渐渐衰败。“以前小
区很旧，楼道里墙体剥落，到处是乱摆
乱放乱拉的电线，出门也没地方玩，都
不好意思请朋友来家里。”居民冉大爷
如是描述西史赵村小区的“昨天”。全
小区 24栋楼几乎都患上了“老年病”：
基础设施老化，小区环境差，管理服务
问题日益突出，更严重的是，小区供电、
照明及消防设施老旧，楼梯消防通道堵
塞，安全隐患多，居民舒适感持续降低。

首个“吃螃蟹”的城中村迫需“蝶
变”！

“好运”和转机在 2019年 5月份降
临：丰庆路街道办事处以改善人居环
境，提升群众生活质量为目标，通过“三
问五化双提升”方式，拉开全面推进西
史赵南院综合改造提升序幕。

小区改什么？如何改？改到什么
程度?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街道坚持不
唱“独角戏”，问计居民，把“规划图”交
给百姓。

按照“先基础后完善、先功能后提
升”的原则，街道分类推进西史赵村小
区内部和周边区域完善和提升。在改
造过程中，西史赵村投入近 30万元安
装更新电动车停车桩，新建机动车停车
位 11个，投入 39万元改造、绿化 9731
平方米，粉刷楼栋内外墙近 20万平方
米，统一更换 24栋楼墙体保温层近 20
万平方米，投入4万元修葺更换上下水
设施，改造提升 1300平方米党群服务
中心，建设 800平方米卫生服务中心，
推进了公共服务建设，方便了居民生活
需求，赢得群众一致称赞。

历时一年半，如今，“考卷”又回
到居民手里，接受评判打分。居民
说，咱家园都变成公园，说不定咱这
个老典型还能成为小区改造的新典
型呢！

“老典型”的新变化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冉海松 归翔宇 文/图

改造后的小区郁郁葱葱，胜似花园

“俺家里有 5 口人，10 亩
耕地，其中 6亩是鱼塘，一年能
挣三四万，剩下 4 亩种的是小
麦和玉米，我现在郑州开车跑
物流，一月一万多，一年也会
有 10 多万元的收入。现在的
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昨日，谈到今昔的生活转变，
曾经的中牟县大孟镇枣林朱
脱贫户王进才的脸上满是自
信的笑容。

近年来，大孟镇始终坚持
把开发式扶贫作为当地脱贫攻
坚的根本路径，与保障性扶贫、
产业扶贫、政策扶贫、教育扶贫
等有机结合，针对各村各户致
贫原因和贫困人口结构，制定
出一套适合本村本户的脱贫致
富模式。

枣林朱村曾是省级贫困
村，有 54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如今，大孟镇通过实施土地流
转，优化土地、资金、技术资源，
高标准建设 80 余座日光温室
大棚，贫困户不仅可以土地入
股，年底分红，也可以自己经营

大棚。不仅提高贫困家庭收
入，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也是
致富的好项目，而且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

通过扶贫干部和群众的共
同努力，枣林朱村在 2016年退
出贫困村序列。今年是脱贫攻
坚战的收官之年，按照摘帽不
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
摘责任的要求，枣林朱的扶贫
干部紧盯脱贫户今年的收入状
况，看各项扶贫政策是否到位，

“两不愁三保障”有没有问题，
家庭收入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
响……按照脱贫攻坚“百日总
攻”要求，大孟镇对全镇所有脱
贫户进行再次摸排调查，针对
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边缘户、
低保户、五保户、重残重病户等
重点户，走访全覆盖，深入了解
实情，认真开展脱贫攻坚“回头
看”，补短板，查不足，强化措
施，实施总攻。

脱贫户彭国政原来家境
贫寒生活拮据，上有 80多岁的
老母亲，下有三个还不懂事的

孩子，因为缺技术缺劳力，生
活一度陷入困境。2013 年被
识别为贫困户，帮扶干部开始
对他进行详细的深入了解，帮
扶他建一个蔬菜大棚，头一年
种植的礼品西瓜就卖了个好
价钱，一个大棚 6500 多斤收
入 15000 余元。西瓜结束之
后他又栽植了一棚西红柿，又
是两三万元的收入。

像王进才、彭国政这样通
过镇政府提供的技术培训、
转岗就业、外出务工、高效水
产养殖、大棚蔬菜种植等方
式实现了稳定脱贫的贫困户
还有很多。2019 年以来，大
孟镇先后开展各类农民工技
术培训 31 期，培训农民 2000
余人，惠及 1600 个家庭。同
时，利用周边的电影小镇、杉
杉奥特莱斯、普罗旺世、只有
河南等用工需求，为全镇脱
贫户、边缘户以及低收入群
体提供保安、保洁、导购等就
业岗位 1900 余个，每月增加
工资性收入 665 万元。

开对“药方子”拔掉“穷根子”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刘明豪 朱林栓 文/图

脱贫户彭国政在蔬菜大棚里工作

今 年 以 来 ，荥 阳 市 高 村 乡
韩 常 村 积 极 申 报 示 范 村 项 目 ，
想 方 设 法 筹 措 资 金 ，督 导 环 境
整治。在村委和该村书记韩流
群的带领下，韩常村通过“三清
四 改 五 建 ”，村 容 村 貌 焕 然 一
新，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文明乡
风蔚然形成。

走进韩常村，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整齐划一的灰蓝色砖墙，墙
头粘贴着黑色小瓦，蓝砖黛瓦，
古香古色，给现代村庄笼罩了一
层古代气息。各家各户门前都
悬挂着朱红色的木质楹联，活灵
活现地展现出来。韩常村旨在
通过楹联文化将韩愈文化进行
发扬、传承。今年 7 月份，韩常
村成功获得“河南省楹联文化第
一村”和“河南省楹联文化创作
基地”的美誉。

“我们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形
式上，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楹联文
化将韩愈文化更好地传播开来，
通过楹联文化创作基地吸引更多
的文化爱好者到韩常村，了解、学
习、交流韩愈文化，让老祖宗的文
化源远流长。”谈起韩愈文化的发
展，该村支部书记韩流群满脸的
自豪，也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韩常村人居环境示范村建设
工程正在稳步推进，生活污水和
农户厕所经过改造后，村内不见
了脏乱差，有的是绿树红花，芳草
萋萋。示范村建设更让小乡村锦
上添花，四季皆有美景，满眼皆是
绿色。村内的每条道路都进行了
扩宽硬化，更加平坦整洁；一盏盏

明亮的路灯让韩常村的夜晚更加
美丽；原来的废弃空宅基和垃圾
堆，摇身成了一个个停车场和美
丽的小游园，整齐停放的小汽车
见证了韩常村民富裕的生活。

乡间的空气是甜的，村民们
的生活也是甜的。韩常村每年都
为60岁以上老人发放米、面、油等
生活物资，让村里的老年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生活在这里，我
很满意，这都是共产党领导得好
啊 ，才 有 了 我 们 现 在 的 幸 福 生
活。”党员丁志忠大爷今年90岁高
龄了，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身体
还算硬朗，不时到村里大街小巷
转悠，当看到村里环境一天比一
天好，他见人就竖大拇指，笑容绽
放在他的脸上。

韩常村正在创建郑州市级
健康村，经过宣传引导，健康生
活理念已深入人心。每天傍晚，
在灯火通明的文化活动广场，妇
女们排着整齐的队列，跟随着美
妙的旋律扭动着腰身，踏出欢快
的舞步；孩子们在周边嬉戏；大
老爷们儿也都不再去喝酒猜枚，
有的会跟着音乐跳几步，有的在
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一片温馨
祥 和 的 景 象 。 韩 淑 芬 今 年 58
岁，她坚持每天都来广场跳上一
个多小时，她说：“以前身体毛病
比较多，通过锻炼，身体比以前
强多了，省了不少医药费。村里
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乡里的广
场舞比赛，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跳舞跳出了邻里和谐，跳舞跳出
了幸福生活。”

乡村吹来文明风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张玉净 文/图

巩义市登山节本周六启幕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周影）日前，为褒扬广大青年志愿
者和志愿者组织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战斗中的突出表现，共青
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表
彰了 295 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和 149
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愿
服务先进集体”。中原区“萤火
虫”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受到表彰，被授予“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中原区“萤火虫”疫情防控青

年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于 2 月 10
日，是郑州市中原区团委指导成立
的一支青年志愿者组织，团队共有
青年志愿者 62人。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服务的主要内容是为
夜间卡点值守的防疫一线人员送
餐。这些志愿者们不畏危险，冲锋
在前，穿行在街道、社区、大街小
巷，夜色中，为在抗疫防控战线上
的“夜行者”送去温暖。

中原区疫情防控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获表彰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李倩）近年来，随着居民的入住率
提高，惠济区迎宾路街道迎宾社
区辖区颐河原筑小区内的电动
车、自行车不断增加，充电停车位
资源紧张，许多“僵尸车”挤占了
有限的非机动车停车位和消防通
道，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也
降低了小区的整洁程度。迎宾社
区党支部运用“一征三议两公开”
工作法开展清理工作，并将“僵尸
车”拍卖款项为社区孩子添置儿
童游乐设施。

迎宾社区党支部组织社区
工作人员、党员、居民代表通过
日常联系、入户走访、发放征求
意见表、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广
泛征求社区居民对本次清理工

作的意见建议。征求居民同意
后 ，联 系 物 业 在 小 区 显 著 位 置
张 贴 清 理 通 知 ，告 知 小 区 居 民
限期处理僵尸车。社区多次同
绿 海 物 业、社 区 党 员 和 居 民 代
表 召 开 会 议 ，制 定 了 详 细 的 方
案 。 针 对 无 人 清 理 的“ 僵 尸
车”，工作人员核实确定为废弃
车 辆 后 ，办 事 处 物 业 办 公 室 联
合绿海物业依法进行了清理，清
理僵尸车的拍卖款项购买安装
了儿童游乐设施。

社区党支部通过党务政务
公开栏、社区微信群等载体，对
清 理 僵 尸 车 的 决 议 内 容、实 施
情况和完成结果进行了公开公
示 ，接 受 社 区 党 员 和 广 大 居 民
的监督。

一征三议两公开
解决小区僵尸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