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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冷天儿，谢谢你们来看我，
感谢党，感谢政府！”为让辖区的残疾
人、困难群众等弱势群体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春节，1月 26 日，中牟县东
风路街道圣景社区“帮帮团”携手成
员单位中牟县民政局，对辖区弱势群
体进行慰问。

90岁高龄残疾人毛爱莲始终牵
挂着“帮帮团”成员的心。

在社区分包领导刘自英的带领
下，王喜凤、闫波等“帮帮团”成员首
先来到毛爱莲家中，送上节日的祝福
及米、面、油、被子等慰问品。

岁寒情深。记者在圣景社区书
画室看到，“帮帮团”成员闫金锁老师
挥毫泼墨，忙个不停写春联。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
满门”“事业兴旺事事顺，财源广进路

路通”……
“还是这手写的春联和福字，更

有年味儿。”辖区独居老人郭玉英拿
着有淡淡墨香的春联，爽朗地和大家
大声说笑。

“因为疫情防控，在外务工人员
多选择就地过年，我们就要对他们的
家人多一点关爱。”圣景社区党支部
书记葛廷霞说，疫情防控期间，孤寡
老人和留守老人的家中缺少劳力，

“帮帮团”爱心服务队每天和他们微
信、电话联系，送防疫物资，帮忙购买
生活用品。“请在外务工人员放心！
家里有我们！”

圣景社区支部书记葛廷霞告诉
记者，以“你帮、我帮、大家帮”为倡议
宣言的“帮帮团”，是圣景社区党支部
党建特色服务品牌，主要以独居老

人、留守老人和重病残老人为服务对
象，通过开展“一对一”结对服务，让
老人享受到足不出户的便利，真正做
到快递来了，有人帮签收；下水道堵
了，有人帮维修；孤寡老人闷了，有人
陪聊天……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我们将深入推进‘帮帮团’特色服务品
牌，构建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连心
桥’。”东风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董二
伟表示，“帮帮团”成立以来，参与人员
越来越多，服务范围不断扩大，为辖区
居民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下一
步，“帮帮团”将继续践行关爱弱势群
体、帮扶困难群众的服务宗旨，持续开
展“暖”心行动，切实做到“群众有所
呼，我们有所应”。

本报记者 卢文军

1月 27日，郑州市发布35号通告
后，郑州只剩下一个中风险区——金
水区未来路街道民航路社区广汇小
区。小区近况如何？能否在春节前

“摘星”？为了节前“摘星”，他们都在
干什么？记者昨日实地走一遭看个
究竟。

早上 4点半，名门世家社区的贾
文华就从家骑着小电电向广汇小区
驶去，今天她要和小伙伴集结为2249
名隔离人员做核酸检测。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核酸检测。”
贾文华在朋友圈直抒胸臆。早上 6
点，天空漆黑一片，10余名工作人员
穿好防护服，和医护人员走进小区。

广汇小区列入管控区管理后，民
航路社区工作人员和小区物业人员
作为次密接者也被要求居家隔离。

社区办公室空了，但服务永远不
空。未来路街道紧急抽调各部门工
作人员组成专班，各科室人员迅速到
位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其余十个社区
和燕庄村紧急抽调人员支援民航路

社区，环卫、巡查迅速到位接替物业
公司开展消杀和后勤保障。广汇小
区一刻暂停，所有工作有序开展。

陈学文是社区治理办公室的一
员，在此之前他曾是民航路社区的主
任，这次临危受命“回炉”了，不免感
慨万千。当记者问起，今天几点来到
社区的，他笑称就没有离开过，吃住
在社区，已经快两周了。“过节回家
吗？”陈学文摆摆手不再说话，双眼开
始泛红。

“今天集中隔离的居民就要回来
了，还有小区物业人员也结束隔离要
回来了，这感觉跟盼着亲人回家过年
一样，挺高兴。”平安建设办公室的贾
佳对记者说。集中隔离人员回到小
区后还要进行居家隔离。

平日里，她一天两次去自己负责
的单元楼上，帮隔离人员送物资，扔
垃圾。“昨天有个居民打电话说家里
产妇马上要生，我们赶紧打电话联
系相关部门还有医院，产妇以为要
在家里生都吓哭了，我一个劲安慰

才好点。”
在社区办公室，电话不断，综合

执法办公室的李耀东似乎有十八般
武艺总能自如应对各种棘手问题。

“将心比心，我们白天黑夜在这里值
守很难，隔离人员也不容易，大家相
互理解吧。”李耀东说。

临近中午，记者看到，身着防护
服的工作 人 员 正 在 小 区 门 口 年 货
临 时 售 卖 点 一 一 对 照 清 单 取 货 ，
稍后将送到隔离人员家中。“比市
场价便宜 25%，价格低社区还配送
到家，隔离人员都很满意。”工作人
员说。

翘首以盼“摘星”，疫情专班主要
负责人庞少军说：“我们也在等，等广
汇小区风险降级，等郑州摘星成功，
等今年过年不再加班，等能回家过个
好年。但是光等没有用啊，就做好现
在的工作，上门核酸、消杀、清运，送
物资等等，只有我们做好手头的工
作，郑州就平安了！”

本报记者 党贺喜

芝麻糖香飘骆驼崖
芝麻糖是我国传统名点，风味独特，吃起来酥

脆香甜。
登封市东华镇骆驼崖村的郑氏芝麻糖传承百

年制作技艺，被列入郑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昨日上午，记者慕名来到骆驼崖村的郑氏芝麻

糖糖坊，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制糖
师傅们正在熟练拔糖、拉糖、切糖，整个糖房弥漫着
麦芽的甜香。

“拔糖得 15分钟左右，需要五六十次，看起来
得起亮发光才行，只有这样口感才会甜香。”有着近
四十年制糖经验的郑泰升介绍，芝麻糖要想做出来
口感香甜酥脆，甜而不粘，拔糖这道工序很关键，必
须靠人工不停地来回拔，看似简单，但工序却非常
繁杂。

郑氏芝麻糖传承人郑迎旭介绍，郑式麦芽糖
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传承到他这已经是第七代
了。从备料、蒸煮、熬制、拔糖、拉糖、分切、粘芝
麻、成型……需要二十多道工序、十三天左右才能
做成芝麻糖。

俗话说：“过年吃根糖，一年更比一年强。”芝麻
糖香甜酥脆，营养丰富，一到春节，很多市民都会买
芝麻糖，尤其是在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这一天，家
家户户都要向灶王爷敬献灶糖，芝麻糖已成为过年
不可或缺的特色“年货”。它的加工方法适合农村
家庭生产，仅在骆驼崖村，就有十几家糖坊。

郑氏芝麻糖 2017 年 7月份开始筹建厂房，当
年底进行批量投产。投入市场后，深受百姓喜爱。
2019年春节，郑氏芝麻糖作为展品在故宫展销，受
到各界人士的好评。2021 年 4月，郑氏芝麻糖又
成功入选为郑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也迅
速带动了该项特色产业的发展。

“原来是小作坊，年产量最多也就是三四万斤，
现在经过扩大生产，加大销售力度，年产量达到了
20万斤，年销售额达到 300万元左右。预计明年
扩产以后，产量将达到80万斤。”郑迎旭介绍说。

靠着这项特色产业，郑氏芝麻糖今年又扩建了
厂房，吸引更多村民前来工作，帮助村里解决部分
富余劳动力，实现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在这儿收入很稳定，越干越有劲”。骆驼崖村
四组村民刘心红在这个糖坊已经干了五年了。

如今，芝麻糖让骆驼崖村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
火，也让传统非遗项目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生产车间现在用的全部是附近的乡亲，扩建
之后将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更多的人参与进
来，共同富裕，推动乡村经济快速发展。”郑迎旭满
怀信心地说。

本报记者 李晓光

商家诚信经营保供给
隔离居民吃上放心菜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杨涵溪）童叟无欺，特殊时期不
涨价，以物美价廉新鲜的菜品供应给封控区、管控区的居民。在本
轮疫情防控期间，中原区绿东村街道的几家定点生鲜供应商户担
当社会责任，被居民赞不绝口。

1月4日以来，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办事处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把
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物资供给作为重点，特别把封控区、管控区居民
的买菜问题列为重要事项。为了让居民吃上安心菜，打消居民的买
菜顾虑，绿东村街道积极联系生鲜供应商，提供固定供货渠道。绿
东村街道电缆社区辖区有封控区，及时联系了前进路日日鲜肉店、
食家粮油蔬菜店、前进路蔬菜店等店铺为电缆社区居民供菜。居民
通过社区群扫码进入买菜微信群，在群里直接对接菜商，下单后，由
社区人员统一采购并发放到每家每户。同时，社区也会以移动菜车
的形式进行菜品的贩卖，确保一家一户都能购买到蔬菜。

绿东村街道与菜商签订个人承诺书，确保食品安全。在社区和
商家合作之前，社区会同商家签订一份个人承诺书。这些商家也信
守承诺：保障每天的蔬菜或肉类新鲜。保证管控区内的居民买到的
都是平价蔬菜或肉；保证根据社区的统一安排部署，分时段进各个
楼院进行售卖；保证门店人员每天参加核酸检测，并每天向社区提
供核酸检测结果证明。同时，菜商在售卖蔬菜期间，还安排人员搞
好现场秩序，避免聚集，保持安全距离。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疫情
防控期间的供菜质量，为居民放心买菜提供了有力保障。

疫情防控期间，商家恪守职业道德，诚信经营被居民竖起大拇
指点赞。“大家将心比心，我们绝对不能做亏心事。”商户代表表示。

文化走基层春联进万家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蒋红星 杨丽）虎年新春的脚步越

来越近，从 1月初开始，荥阳市豫龙镇文化站组织辖区书法爱好者
陆续深入到豫龙镇的 33个村（社区），开展写春联、送祝福系列活
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鼓劲加油。

正在居家隔离的张先生，原本以为只能一个人冷冷清清过节
了，没想到在春节来临之际收到了荥阳市豫龙镇宁山社区送来的春
联，他说：“开始社区通知我居家隔离，心里多少还有点不舒服，社区
的工作人员一直给我做思想工作，需要什么都送上门，真的打动了
我。虽然不能出门，但在家里也很温暖。我一定配合工作，不辜负
他们的努力！”

1月 25日，豫龙镇五一街社区邀请书法老师提前写好春联，写
好祝“福”，联合辖区内双报到党员以及社区志愿者开展“迎虎年，送

‘福’气”主题党日活动，一副副春联，一幅幅“福”字，一份份关怀，不
仅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着吉祥和美好的祝福，同时把浓浓的
年味儿和新春的祝福送到辖区居民群众手中，把基层党组织和社区
的关怀与温暖送到每个人的心中。

活动深受群众欢迎，大家表示，今年的春联内容相比往年更加丰
富，除了以往的“发财”“吉祥”等主题，还将“迎冬奥”“双拥”“法治”及

“科学素养”等主题融入其中，使活动更加具有时代感。截至目前，本
次写送春联系列活动已送出春联1500余副、福字2000余幅。

“温暖大篷车”年味添情味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李超）“群众冷暖记心头，一枝一

叶总关情。”连日来，二七区樱桃沟管委会针对当前疫情防控采取化
整为零的慰问模式，利用“温暖大篷车”持续深入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为辖区的困难党员、低保户、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等送去关怀温
暖、表达诚挚问候。

上李河社区困难老党员李武臣今年已经 78岁了，老人在社区
工作二三十年，工作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成
绩。前几年由于心脏放支架，身体行动不便，需常年服药就医，老伴
身体也有三高，家里没有经济收入。走进李武臣家中，慰问人员同
李武臣夫妇拉起了家常，详细了解其家庭近况，叮嘱其保重身体，并
叮嘱社区做好关心关爱，为其一家宽心解忧。收到管委会送来的慰
问金和慰问品，李武臣夫妇感动地说：“快过年了，能被党和政府这
样牵挂与帮助，感觉很幸福。”

“身体怎么样?”“生活各方面都还好吧?”在三李社区退役军人
张留法的家里，慰问组关切地询问其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为他送
来了米、面、油、对联等慰问物资，对他服役期间为国防建设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并勉励其不忘初心使命，永葆军人本色，继续支持景
区和社区发展。

据悉，今年的春节慰问活动，樱桃沟管委会共慰问困难党员、
低保户、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等 446户，发放慰问金 33500元，米、
面、食用油、牛奶等价值 199450 元的物资，不仅让他们切实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更让他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和暖
暖的“情味”。

开展禁放烟花爆竹宣传
倡导文明绿色低碳过节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孟雷东）为减少环境污染，引导居民
度过一个文明、绿色、低碳春节，连日来，郑州公交第二运营公司五
车队苏师傅志愿者开展形式多样的禁燃烟花爆竹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进社区、在公交站牌、街头商户发放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告知书，同时联合社区工作人员深入社区经营商铺，通过入
户发放禁燃、禁放烟花爆竹宣传册，辖区LED屏播放“禁燃”标语等
形式广泛开展教育宣传，向群众普及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呼吁群
众进一步提高认识，做文明市民，全力支持做好禁销、燃放烟花爆竹
工作，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让更多居民意识到燃放烟花爆竹的
危害，增强居民环保意识及安全防患意识。

同时，志愿者呼吁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建议大家选择更安全、文
明、环保的方式迎新春。同时倡议自觉做到不销售，不购买、不燃放
烟花爆竹。

本次宣传活动，让更多市民群众意识到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
做到自觉遵守相关规定，营造自觉禁放烟花爆竹的社会氛围。

“帮帮团”送温暖

披星戴月为“摘星”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郑
东新区管委会了解到，去年以来，郑东新
区充分开展便民服务探索，持续推进系列
政务服务改革，加强“智能秒办”“云端服
务”“有诉即办”等举措深度，以创新推动
便民服务优化，取得良好成效。

数据显示，去年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办理群众业务超 147万件，现场业务量

达 1370412件，同比上涨 32.8%，群众办理
业务量基本与疫情防控前水平持平。元旦
以来，郑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解决了一批

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办件量 45000
余件，其中医保中心推出职工医保和
居民医保数据并库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路，市场监管推出“证照联办”让群众同时
拿到营业执照和小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动产
践行“租售并举”利用村集体建设用地兴建公
共租赁住房，公积金线上增加购买二手住房、
偿还公积金贷款、偿还商业贷款等配偶提取
业务，车驾管线上推出异地期满换证……一系
列数据和举措进一步提升政务效能，也使得郑
东新区营商环境持续提升。

“这个好看，还有小老虎，我想要两副！”“我就要这个了……”1
月27日，金水区经八路街道文联社区开展“迎新年，送春联”活动。
现场热闹非凡，社区居民挑选中意的春联满意而归。

本报记者 刘玉娟 摄

郑东新区优化便民服务
年办理业务超147万件

诚信建设

在行动郑

走失5个月今朝得团圆
“谢谢你们对我哥哥的照顾，如果不是你们，真不知道我们一家

什么时候才能团圆……”1月 22日下午 3点左右，刚下过雪的郑州
气温骤降，但在高新区救助管理站却上演了温情一幕：时隔5个月，
张某辉终于找到了走失的哥哥张某涛，一家人踏上了回家路。在离
开之前，张某辉特意手写了一封感谢信送给工作人员。

送走团聚的一家人，高新区救助管理站站长于红涛告诉记者，
张某涛是1月 21日夜里找到的。

据了解，面对当前雨雪天气和大降温，为保障极端天气下生活
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等及时得到救助服务，连日来，在社会事业
局的安排部署下，高新区救助管理站联合各办事处民政部门及志愿
者，持续在高新区街头巷尾巡查救助。

“23点 50分左右，巡查到高新数码港的地下车库时，我们发现
有个人衣衫不整，漫无目的地在走着，便上前巡问情况。”梧桐办事
处巡查人员告诉记者，还没交流几句，张某涛情绪变得激动，整个人
看起来精神恍惚，巡查人员便拨打通了 110，并通知了高新区救助
管理站。求助站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对其进行安抚并告诉他：“天
寒地冻的，可以先到救助站住一晚上，明天再自行离开。”在工作人
员的耐心劝导下，张某涛最终同意接受救助。与此同时，公安机关
通过人脸识别查询后，也获知了张某涛的户籍信息。

到达站内，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泡面、火腿肠、热水，又给他铺
好床铺，帮助他洗漱，等一切安置妥当，已经是凌晨两点多。

22日早上8点，救助站工作人员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户籍信息
和与张某涛交流中提供的线索，最终在中午 12点通过新密市救助
站联系到了其家属，于是出现了开头那一幕。据张某涛弟弟介绍，
哥哥精神状况不太好，去年从家里走失后，便失去了联系。

说起这次经历，于红涛也颇有感触：“通过我们的救助，能帮助
一位又一位流浪漂泊的人寻找温暖，帮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归团
圆，感觉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无论寒冬酷暑，都奔波在救助一线，且24小时“在线”……这是
每一位救助人员工作的真实写照。自2012年 12月成立以来，他们
用善意、真情和坚守，为需要的人留一扇门，为流浪者指引一条回家
的路。 本报记者 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