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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源头活水来
二七区：以史为鉴勇毅行 为民实事映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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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如明灯闪耀，照亮前行之路；如清泉汩汩，荡涤心灵尘嚣；又

如号角铮铮，激发前行力量。
今年以来，二七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及省市重要会议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炼形成“二七精神”新时代内涵，
深耕“中优典范、西美示范”，加快打造“品质二七、田园二七、温暖二七”，用一件件解民
忧聚民心的民生实事、一张张硕果累累的发展成绩单，绘就一幅浓墨重彩的为民幸福
画卷，奋力在全省“两个确保”、全市打造“四个高地”中出重彩、成高峰。

“头雁效应”狠抓学习 春风化雨浸润人心

“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
教材”。

二七区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贯穿全年的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发挥“头雁效应”，区领导以上率下，运用“第一议题”“中心
组理论学习”等学习制度载体，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
传教育结合起来，掀起学习热潮，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

在交流研讨板块，举行读书班、专题学习研讨会等，二七区四
个班子负责同志谈体会、谈感受。其中，二七区委书记陈红民，区
委副书记、区长苏建设为全区“关键少数”、青年干部、政法干警、
党校秋季班学员讲授专题党课；区党政领导班子分别到党校或分
包联系单位宣讲，形成了一级带着一级学的浓厚氛围。

为让学习教育进一步入脑入心，二七区在二七门户网、二七
发布公众号视频号、二七先锋公众号等阵地开设专栏，定期摘发
重要讲话精神有关内容，坚定政治信仰，提升精气神。

特别是今年疫情防控期间，二七区委、区政府陆续向市民发
出五封暖心“家书”、公布五部咨询热线，号召全区党员干部群众
用真心和温情、用坚守和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上下
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兴”。

作为“二七精神”的发源地、全国唯一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命
名的城区，二七区自带红色基因，革命先烈和可歌可泣的革命故
事，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

立足红色热土，二七区将弘扬“二七精神”纳入党员培训、中心
组学习、新一届村（社区）“两委”培训、“万名党员进党校”培训内容，

“二七精神”宣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
进公共场所活动，让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受到启发和教育。

打造立心铸魂的“大课堂”。二七区创办党史夜校，采用“主
会场+分会场远程直播”的形式，培训党员干部 8万余人次，成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一枚闪亮名片。创新开展“云直播课堂”，全区 3
万人次通过电脑、手机同步收看学习，实现了“云端学堂、万人共
学”，全区党员“同上一堂党课”。

打造锤炼党性的“大熔炉”。二七区委通过高质量开好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广大党员干部达到了“咬耳扯袖、刮骨
疗伤、洁污去垢、红脸出汗”的目的。同时，创新机关党组织“学讲
评”机制，全区 110个党支部、116个党小组、3200名党员干部参
与，实现了党员素质全面提升、党建与业务真正融合、机关作风持
续优化。

打造党群同心的“大家庭”。二七区依托二七纪念塔、二七纪
念堂、烈士陵园等丰富独特的红色资源，推出重走“红色地标”宣
传活动，进一步让党史教育“活”起来、党史体验“强”起来、党史学
习“热”起来。

丰富多样的活动层出不穷，如春风化雨浸润心田，党员干部
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不断增强。

聚焦重点持续发力匠心打造品质城区

抓住“关键小事”、办好民生大事。二七区委坚
持把群众满意作为评判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
尺，真正把学史明理、学识增信、学史崇德的学习教
育触角延伸到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切实把学习
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

抓项目、增动能，全区综合实力持续跃升。开展
项目“三个一批”“百日攻坚”等行动，37个省市重点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433.7 亿 元 ，占 年 度 投 资 计 划 的
104.7%；截至 12月 24日，全区 270个重大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 373.3 亿元。聚焦“一号产业”、先进制
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开展精准招商，新签约项目 12
个、投资总额109亿元。

二七区坚持把核心板块作为带动全域发展的
战略突破口。其中，二七商圈板块按照市委提出
的“郑州人的精神家园、河南省的消费中心、全国
城市复兴的典范”定位，启动周边建筑外立面改
造，二七广场隧道以及德化东街、大同路、福寿街、
敦睦路 4 条道路施工。德化步行街入选全国步行
街改造提升试点、被评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一
个“筑心立魂”、现代开放包容的商圈芳容初绽。

健康产业板块新引进东方医院健养综合体等 5
个项目，年底前形成郑州南部医疗康养中心雏形；凤
湖智能新区板块谋划运作26个项目建设，打造高质
量产业核心区；华侨城文旅板块加快运作二七华侨

城、金水河生态修复工程等8个项目，着力打造文旅
融合发展示范区；足球小镇板块统筹文旅融合发展，
打造“三生一体”的西美示范区。

高标准完成“一环十横十纵”二期、三期 6条道
路、近 20公里道路改造任务，打通 6条“断头路”，其
余8条年底前全部完成，以“微循环”畅通“大循环”；
全年新建、续建市政道路 100条、长 154公里，芦庄
路、向荣路等22条道路已建成通车。

着力解决“停车难”问题，成立省内首家停车服
务行业协会，新建、施划公共停车泊位 7957 个，建
设垂直循环机械立体车库 2 座，率先建成汉江路
5G 智慧停车示范街。同时，通过广泛开展文明停
车劝导，增设志愿者执勤岗位，现场宣教，规范机动
车、非机动车停放等行动，市民文明有序出行，道路
宽敞整洁，“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市环境逐
渐显现。

为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二七区着力开展“效能
提升年”活动，推进“一网通办、一次办成”政务服务
改革，梳理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一件“事”50个，
累计受理各类行政审批及公共服务事项 122 余万
件，服务群众 130 余万人次，满意率达 99.36%；全
区新增各类市场主体 2.47 万户。二七商圈“慧服
务”专厅、政务畅通日入围全市政务服务改革十大
精品案例。

深化建设温暖城区二七温度直抵人心

为民办实事，既要有速度、力度，更要有温度。
刚投用不久的大学路街道嵩山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堂食就餐、上门送餐和周围配餐等服务及日间照料中心
和活动室一应俱全。85岁的毛旭辉在工作人员陪同下，
散步、聊天、写毛笔字等“节目”，把每天时间排得满满当
当，老人说，现在的生活比年轻时候还要充实。

二七区坚持打造“温暖二七”助力“温暖郑州”建设，
突出抓好“一老一小一青壮”民生工作，积极推进民生普
惠、精准帮扶、社区治理、慈善助力、文化宣传五项温暖工
程，叫响了全民参与“公益+”、社区养老、慈善驿站、红色
物业等品牌。

坚持“大中心+小中心+数字化”，高标准打造了6000
多平方米的区级养老服务中心，建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达115处 8万平方米，覆盖89%的城市
社区。

加强教育均衡化发展，提供优质教育，新建、改扩建
陇西小学景中路校区等 14 所中小学校，新增优质学位
1.86万个，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达118所，打造了16个紧密
型教育集团、19个教育发展共同体，中小学午餐供餐、课
后延时服务实现了全覆盖，“官方带娃”获赞无数。

吾心安处是吾乡。最近，人和路6号院的张女士逢人
便夸：“现在的小区像搬了新家，环境好得儿女都认不
出。”郑州大学东生活区家属院加装首批两部电梯，5年没
有下楼的 86岁乔老太感叹：“这是真正地为老百姓做好
事、办实事！”……

二七区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老旧小区改造有效结
合，改出幸福感，造就获得感，画出“同心圆”，让“高龄”小
区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实现“有温度、有特色、有记
忆、有共鸣”的华丽转变。在此过程中，新改造及续建老
旧小区87个，建立红色物业联盟，100个小区实现专业化
物业管理，“一领四单、五联共治”工作模式入围全国市域
社会治理创新优秀案例。

发放低保金和孤儿、残疾人、优抚对象等各类补贴补
助 3644万元，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1万人；作为全国首批
试点之一，启动“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设立村社互助
基金众筹项目，助力社区治理；成立全省第一家区级社会
组织双服务发展中心，培育发展社会组织 330余家……
越来越多的群众越来越深刻感受到了切身的实惠和温
暖，越来越多的荣誉也随之纷至沓来——

“温暖二七”先后荣获中国慈善年度推动者、改革开
放 40周年中国慈善事业政策推动者等多项“国字号”荣
誉。今年的9月 5日，“温暖二七”精准扶贫项目荣获第十
一届“中华慈善奖”。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饮水思源，不忘初心。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二七区委书记

陈红民表示，接下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河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把
省委“两个确保”“十大战略”、市委“两化五强”“四个高
地”等决策部署，细化落实为加快二七发展的目标、路径、
举措，转化为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强大精神动力，带着铁
杵磨成针的决心和毅力，躬身入局、奋勇争先、务实重干、
担当奉献，在前行中践行初心，在奋斗中砥砺前行，奋力
谱写二七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孙璋哲 胡伟 文/图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织密民生保障之网

学史重在立行，为群众办实事是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
“试金石”。

二七区坚持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为
契机，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梳理、列入台账 511个项目，区级
党政领导干部领办民生实事 10项，着力写好党史学习教育的“后
半篇文章”。

今年夏天，极值降雨降临。汛情面前，二七区广大干部群众
众志成城，筑起一道道牢不可摧的红色堤坝，守护美丽家园。

创新建立“一核多元”组织体系，发动区直下沉干部、志愿者、
社会组织、党员群众等多元力量，累计组织 13.1万人次奔赴抢险
救灾和恢复重建一线，迅速把组织力转化为凝聚力、战斗力。

成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及“1办、11个组”工作专
班，针对受灾严重的企业、群众，制定灾后恢复重建“十大政策”、
助民助企“双八条”措施等，投放困难群众暖心救助“礼包”，用心
用情帮助受灾群众和市场主体解决问题、渡过难关。

农村公路和农村住房两个方面是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经
过“4+2”确定，二七区符合补助条件的因灾受损住房共 675户。
紧锣密鼓的施工后，57岁的袁国强住上了原址重建的明亮新房；
扩宽过水涵洞、增加泄水槽和挡水墙等多方面的提升改造，被冲
断的西坡线再遇大水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目前，全区修缮加固的 639户农房均已完工，原址重建 36户
开工率100%，17条断行道路也已全部恢复通行。

为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拓市场、破瓶颈、解难题，二七区深入开
展“万人助万企”“三送一强”“一联三帮”等活动，统筹推进惠企政
策、帮扶纾困、要素保障、防范风险等措施落实见效。

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刘剑直言：“切身
感受到党政部门给企业解决难题的诚意——作为马寨产业集聚
区管委会第一批接受援助的受灾企业，第一时间拿到了央补资
金。在汛情和疫情防控期间，管委会免费提供救援物资，并为 70
个管理单位提供免费核酸检测，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最大支持。”

以新大方为例，针对受灾的企业，二七区制定出台灾后恢复
重建“十大政策措施”和助民助企“双八条”政策，从资金补助、家
庭救助、修缮修复、就业帮扶、企业减负、复工复产等多方面提供
优惠政策，全方位保障民生，推进企业灾后恢复。在此过程中，为
受灾的 2953户家庭、258家商贸企业和个体户、44 家工业企业，
进行政策补助1855.19万元。 “二七精神”新时代内涵

争分夺秒，加快推进灾后重建

依托二七纪念塔等红色资源，让党史教育“活”起来

托起最美“夕阳红”，让老年人生活有品质有尊严

党史学习教育与老旧小区改造有效结合，
改出居民幸福感

加强教育均衡化发展，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