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啥是“五星”支部？
在中原区桐柏路街道城开社区

党委书记杜轶衡眼里，“五星”支部，
摘的是星、干的是事、聚的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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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风采·之二

群众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2022年 4月 25日夜里，一条信息突然在

城开社区居民微信群中蹦出：各位业主，听说

我们买的房，上不了中原区的户口，孩子不能

就近入学。居民情绪瞬间被引爆。

得知情况后，杜轶衡迅速录了一条视频，

在群里公开向居民承诺：问题不解决，辞职！

及时、正面的回应，稳住了局面。随后，

杜轶衡连夜安排支部书记、网格长、联户党

员，纾解群众情绪，关注事态变化。

在职能部门的配合下，他们成立专班，6

天就解决了此事。协调过程中，居民代表全

程参与，过程公开，结果公开。

“社区无大事，群众无小事。我的体会是，

维护群众利益，就四句话：一不能怕，二不能

躲，三不能拖，四不能怂！党组织的威望不是
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杜轶衡说。

社区有活力 参与有动力
社区有活力，青年要参与。
为了让社区青年参与社区活动，杜轶衡组

织了社区青年主题活动。可是，7天筹备，只来
了7个人，社区工作人员备受打击。

一名志愿者还抱怨：“为啥夜市上净是年
轻人，咱费这么大劲，却没人来？”

一句牢骚话点醒梦中人。杜轶衡意识
到，他们的活动时间不对，兴趣点也不对。“抓
心”先“抓胃”。随后他们实施“悦食光”共享
厨房项目，把美食达人聚在一起，赛厨艺、尝
美食、唠工作，走出“小家”，融入“大家”，首
次举办就吸引 30多名年轻人参与。

趁热打铁，他们相继开发出“西郊夜游”
“夏日夜市”“亲子探险”“家庭收纳”等共享项
目13个，累计吸引1000多个年轻家庭参与。

共享理念的贯彻，彻底扭转了工作格局：
514 名志愿者、17支社团中年轻人占比 60%
以上，他们成了组织居民活动、服务“一老一

少”的主体。
如今社区创意不断、项目不断、活动不

断，群众都说“社区有活力、活动有劳力、参与
有动力”。

与“合伙人”双向奔赴
杜轶衡所管辖的社区分布着187家商户，

受外部环境影响，业务增长乏力，有的经营困
难，赔钱转让后干起了跑腿、滴滴。

怎么办？商户在问；杜轶衡在想：怎么干。

背靠12000多居民的消费“大市场”，不能

“守着金山找饭吃”。社区党委和商户自治联

盟商议后决定开展“红色合伙人”项目，通过

“一增一减一兑换”，畅通社区经济“微循环”，把

消费留在社区。一增就是合伙商户面向城开

居民提供增值服务，免打包费、免跑腿费，志愿

者消费折上折。一减就是动员业主根据市场

行情减收租金，动员物业公司减收物业费。一

兑换就是商户提供志愿者积分兑换，每100分

兑换10元商品，社区定期在居民群里为这些商

户宣传。

微小的举措，拴住了居民的心。活动开展以

来，辖区门店经营额平均上浮20%以上，实现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目前，社区正在与美食博主

合作，为辖区餐饮造势，吸引更多域外顾客。

杜轶衡说：“日夜的坚守，持续的付出，为

了什么？社区 110多项国家、省、市、区荣誉，

群众 3次联名挽留……这些就是答案。”

“城”心为民 静待花“开”
——访中原区桐柏路街道城开社区党委书记杜轶衡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刘江华 文/图

杜轶衡（右一）帮助辖区居民办理业务

本报讯（记者 李娜）全年募集不少于 10
万个就业见习岗位，确保有见习意愿的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都能获得见习机会，帮助他们提
升就业能力。记者昨日从省人社厅了解到，
省人社厅、教育厅、科技厅等十部门共同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实施梦想启航河南省就业
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的通知》。根据《通知》，我
省将聚焦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

通过实名信息数据库、求职登记小程序和失
业登记库分类开展走访摸排，主动联系了解
需求，定向推送见习信息，及时组织符合条件
人员参加见习。

《通知》提出，将按照多元募集、量质并
重的原则募集岗位，满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
多元见习需求。重点面向承担科技项目的
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开发一

批科研类见习岗位；面向制造业龙头企业、
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技
工院校，开发一批技术技能类见习岗位；面
向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小微企业，开发一
批管理类见习岗位；面向城乡社区组织、社
区服务机构、基层服务平台和各类社会组
织，开发一批社会服务类见习岗位。在此基
础上，按照不少于百分之一的比例，选取一

批示范性的高质量见习岗位，集中打包推
出，增强见习吸引力。

我省还将搭建统一服务平台，优化升级
10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专区，拓展
网上见习服务内容，提供见习单位申报、见习
岗位查询、见习政策宣传、见习人员报名、见习
数据统计等一站式服务。

《通知》还提出，我省将提供补贴支持。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刘治波）为应对持续
高温天气，7月 1日起，郑州市人防办充分发挥人防工
程的战备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 33处纳凉点
开展免费避暑纳凉活动，其中10处地铁纳凉点为首次
开放。

33 处纳凉点包括市区 23 处，各县市、上街区
10 处，使用面积约 3200 平方米。目前，各县市区
及市属工程纳凉点均按照纳凉工作要求进行了场
地 整 修 ，配 备 了 桌 椅、饮 水 机、棋 牌、报 刊、人 防
宣传资料、防暑药品等纳凉物品，部分条件允许
的纳凉点还配置有电视、无线 WiFi 等设施。

据介绍，在地铁里面开放人防纳凉点，空间大，排
风系统好，空气新鲜，空调温度凉爽，在这里开放纳
凉点，既有效利用了资源，还造福了一方百姓，受到
市民欢迎。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记者昨日从省
教育厅获悉，我省将再创建一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
区和人工智能实验校，以培养智能创新人才为目标，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推动
人工智能与教育相互赋能、深度融合，助力“数字河
南”建设。

据悉，目前我省已创建首批 14个中小学人工智
能教育实验区、200 所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验校。
此次省教育厅发文明确，计划到 2024 年，再创建 50
个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区和 500所人工智能实验校；到
2026年，培育 20个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区和 200所人
工智能教育示范校；到 2030年，培育 100个人工智能
教育示范区和 1000所人工智能教育示范校。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我省将通过整合高校、科研
机构、社会力量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联办等多种方
式，逐步实现每校不少于两人的人工智能教育教师
配置，打造满足全省人工智能教育需要的师资队
伍。另外，通过科技节、夏令营、研学活动等形式，积
极创设良好的人工智能学习环境，积极拓展人工智
能创设多元化的探索主题和实践活动，开展形式多
样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实践，为省级、国家级、国际
性竞赛遴选输送种子选手，全面培养学生探究、沟
通、创新和协作能力。

郑州市首次开放
10处地铁纳凉点

扫二维码看
纳凉点位置

我省十部门共同印发《通知》

全年募集不少于10万个就业见习岗位

河南拟再创建500所
人 工 智 能 实 验 校

书香润城七十载书香润城七十载 阅读逐梦启新程阅读逐梦启新程
——郑州图书馆建馆70周年发展纪实

让历史之光照耀未来

70年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图书馆精神穿
越历史，辉映未来。

历史不会忘记——
1953年6月1日，位于大同路的一栋老式四合院

门前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市民，一座面积约 200平方
米、编制6人、藏书30000余册的郑州市人民图书馆
正式开馆。这一年，郑州人拥有了自己的图书馆。

此时适逢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面对
书少、缺经费的现状，一代图书馆人团结一心，苦心
经营，搜集守护了5万余册珍稀古籍，为郑州人储备
了极具特色的精神家底。

流动图书车、科技致富信息下乡……图书馆服
务向外拓展，走出馆舍，到学校、农村、街道，把图书
馆服务推广到郑州城乡的角角落落。

上世纪 80年代初，经历多次变迁，大同路馆舍
拆旧扩新，逐渐扩大为2600平方米，但即使如此，仍
旧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阅览需求，市民关于异地新
建图书馆的呼声越来越高。新馆建设提上日程，
1987年正式立项，馆址定在南阳路原露天剧场。

1994年 9月，位于大石桥的郑州图书馆南阳路
馆舍正式对外开放。一栋外方内圆、布局紧凑有致，
建筑面积 9570平方米的褐黄色小楼接替大同路馆
舍，成为郑州人新的精神家园。

地处郑州城区的繁华之地，在那个信息获取和
娱乐相对局限的年代，现代化、多功能的南阳路馆陪
伴和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和成长，成为许多郑州人
抹不去的书香记忆。到图书馆去读书、参加亲子活
动、看展览、听讲座……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
郑州市民假日生活涂抹出斑斓色彩。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因场馆面积、藏书量、服务
能力等因素制约，这座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图书
馆服务功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2013年，郑州图书
馆新馆正式开放。2017年，因市政规划建设，已经
服务读者23年的南阳路馆正式闭馆搬迁。

在郑州市民及广大读者心中，2013年 8月 8日，
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位于郑东新
区客文一街 10号的郑州图书馆正式开馆。该馆建
筑面积 7.2万余平方米，是一所集文献典藏、信息交
流、学术研究、文化创意、教育培训、文化休闲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公共文化设施。温馨舒适的
阅览环境、贴心专业的阅读服务、丰富多彩的读者活
动、智慧先进的智能化设备……全新亮相的新馆成
为郑州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据郑州图书馆馆长
李红岩介绍，截至目前，该馆馆藏各类资源文献总量
已达300余万册（件），年均接待读者400余万人次，
年均举办全民阅读推广活动400余场次。

读书人的生活总是从晨光熹微而始，至夜半
时分为止。夏日的早上 7：00，图书馆门口早已排
起长龙，琅琅书声不时传来。郑州图书馆专门开
放两处阅览区至零点，在舒适的环境和浩瀚的书
海中映月夜读，为读书人的夜生活找到了一种崭
新打开方式。

70年时光荏苒，如今，大同路和南阳路馆舍早
已难寻踪迹，服务读者近十年的客文一街馆已成为
郑州新的文化地标，深深融入郑州人的阅读记忆。

郑州图书馆，蕴含着精彩故事和历史纵
深，永远散发着浓郁的书香，传递着砥砺奋进
的力量。

郑州千万市民和读者不会忘记——
近年来，围绕世界读书日、绿城读书节、图

书馆服务宣传周、全民读书月以及中华传统节
日和纪念日等时间节点，郑州图书馆持续推出
异彩纷呈的读者系列活动，年均 400余场次，线
上线下参加读者近 1000万人次。正是从“天中
讲坛”公益讲座、“启源故事会”、“手中的非遗”、

“元宵节有奖猜谜”、“与图书对话——典籍里的
中国文化”、绘本阅读、创意美术、手工坊等缤纷
多姿的活动中，成千上万家长带着孩子汲取知
识的营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郑州图书馆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将公

共文化资源优势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有机结
合，坚持文化育人，以书香与阅读为主线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化志愿服务。近年来，该馆不
断丰富读者服务内涵、拓展读者服务方式，持
续开展公共文化进基层活动，为广大群众送
去数字资源、书刊推荐和参考咨询等服务；通
过开展进社区、进乡村、进军营、进企业等公
共文化惠民活动，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
公里”，为广大市民和特殊群体提供多样化、
个性化公共文化服务。该馆“送知识、送温
暖”关爱弱势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志愿服务项
目于 2014 年立项，该项目开展 9年来，组织志
愿者深入儿童福利院、留守儿童学校、养老
院、贫困乡村、工地、戒毒所等地，开展活动近
百场次，受益群众逾千人。

以文润城汲取奋进力量

70 年来，一本本书籍以激情与理性记录
着恢宏壮阔的时代场景；一场场活动以丰富多
彩的文化内涵滋润着百姓心田；一代代郑图人
用责任与担当书写着鼓舞人心的历史壮歌，成
为推动郑州城市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参与者与
见证者。

郑州图书馆积极开展业内交流与馆际协
作工作，利用参加中国图书馆年会、海峡两岸
图书馆交流论坛等业界大型会议的时机，积极
宣传推介，加强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郑州图
书馆在国内外业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

来，该馆不断强化对外文化交流，先后接待希
腊吉他演奏家迪米瑞斯·康伦纳克斯、新加坡
文化学者蔡曙鹏、法国作家伊丽莎白·德·朗比
伊等多批次国际友人到馆参观交流，进一步提
升了国际影响力。此外，该馆还圆满完成斐济
图书馆中国图书阅览区的援建任务，2018年 9
月 28日，斐济图书馆中国图书阅览区在斐济
首都苏瓦正式揭幕。

多年来，郑州图书馆着力构建涵盖 24小
时自助图书馆、夜读吧、分馆、阅读站、基层
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以及跨地区公共图书

馆的服务联盟，实现了文献资源的通借通还
和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形成了“全市一张
网、服务全覆盖”。如今，全市拥有功能齐
全、便民利民、温馨舒适的智能化阅读空间
郑品书舍 79 处，流转图书 80 余万册，实现

“一卡通”管理，系统互联互通，图书通借通
还，资源共建共享。不少市民漫步公园、社
区、商场、景区时发现，由城市书房构筑的

“15 分钟阅读生态圈”已成为绿城文化新地
标，以一种崭新的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构筑都
市亮丽的风景线。

薪火相传一路风雨同行

初心如磐昂首再出发

以“书”为犁千秋业，只在承前
启后中。70年郑图史，凝结着一代
代郑图人的奋斗史。70 年风雨兼
程，一代又一代郑图人为郑州图书
馆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年华、智慧
心血，收获累累硕果。

郑州图书馆自 1998 年以来在
历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中均
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国家一级图
书馆”称号。近年来，该馆还被授予

“河南省文明单位”“郑州市文明单
位”“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工作先
进集体”“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全民
阅读示范基地”“绿城读书节先进集
体”“河南省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
锋志愿服务首批示范单位”等数十
项荣誉称号。

70年，25000多个日日夜夜，郑
州图书馆与这座 3600 年古都一路
同行，一同走过建设、改革发展的峥
嵘岁月，一起迈进更加昂扬奋发的
新时代。

70年风雨同行，从铅与火、光与
电到数与网，从纸质借阅卡到实体借
阅证，再到虚拟电子证，郑州人的阅
读方式日益便捷高效；从馆舍阅读到
服务触角延伸，阅读的光芒如同漫天
星辰，普照绿城；从垂髫少年到白发
花甲，郑州图书馆始终陪伴一代代郑
州人书海泛舟，筑梦前行。

无论时光流逝，岁月更迭，郑州
图书馆人始终初心如磐，信念不
变。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牢记市
委、市政府的重托和全市千万市民
的期望，郑州图书馆正昂首再出发，
谱写新华章，再创新辉煌。

本报记者 成燕

70年栉风沐雨，70年砥砺奋

进，70年春华秋实，70年书香满城。

近日，《墨影传情 书香永济——

郑州图书馆七十周年馆庆书画摄影

展》精彩开展，吸引众多市民读者前

来驻足欣赏。“三易其地，初心不改，

七十光阴，书香守护。”“一座图书馆

蕴藏着城市的梦想，耕耘着文明的

沃土，承载着历史的文脉。”“读书可

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

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欣赏着一幅幅散发着浓郁墨香的书

法精品力作，不少老市民思绪飞扬，

脑海中浮现郑州图书馆与古都郑州

七十载相依相伴、风雨同行的点点

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