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午把孩子放在社区午托
班，晚上到社区夜校学习舞蹈，
下楼就能健身，吃饭去社区食
堂，买菜、理发、修补衣物就到
社区的便民服务点……如今在
郑州，社区“合伙人”已遍地开
花，社区治理更高效，居民生活
更便利。

社区“合伙人”是指在党建
引领下，由多元主体（如企业、
社会组织、居民等）通过资源整
合与服务协作，共同参与社区
治理的创新模式。近年来，郑
州积极探索社区“合伙人”模
式，扩大基层治理“朋友圈”，激
活基层治理新动能，共绘一幅
基层治理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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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盘活社区资源
暑期，管城区陇海马路街道新郑路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每天都有很多孩子
来这里写作业、看书，有些还在这里上绘
画课、书法课等。今年 7月初，新郑路社
区利用党群服务中心二楼闲置空间，引入
神墨教育，开设绘画、书法、口才等艺术教
育课程。新郑路社区党委书记李书真说，
社区引入神墨教育这样的“合伙人”，既盘
活了社区闲置资源，又满足了居民需求，
对教育机构来说也有丰富的生源，社区、
居民、企业，可以说是三方共赢。

今年 4月，郑州市委社会工作部、郑

州市纪委监委、郑州市委组织部、郑州慈

善总会联合印发《关于引入“合伙人”参与

运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实施意见（试

行）》，提出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便民利

民服务、志愿服务为主要内容，采取“公

益+低偿+市场”的运营模式，引入“合伙
人”参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运营，建设人
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
共同体。

以场地换资源，以空间换服务。目
前在郑州，很多社区都通过引入“合伙
人”，盘活社区闲置资源。管城区北下街
街道代书胡同社区引入第三方机构，在
党群服务中心闲置空间打造社区夜校，
面向全年龄段居民开设音乐、舞蹈、书法
等课程，为居民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的终

身学习平台；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嵩山社

区将党群服务中心 2000 余平方米的闲

置空间改造为运营场所，引入书店、家政
公司等，极大方便了居民生活。一处处
曾经冷清的“空壳房”，正在成为居民聚
集的“大客厅”。

社区提供场地，“合伙人”注入资金，
也让社区增强了“自我造血”能力。在很

多社区，都建立了社区发展治理基金，“合
伙人”将部分营收注入基金，这些钱被用

于社区公益事业、惠民服务、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等，这也推动了社区可持续发展。

精准服务解决民众需求
“社区引入‘合伙人’，要聚焦居民‘急

难愁盼’。”郑州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

人说，引入什么样的“合伙人”，社区广泛

征集居民意见，整理出居民的需求清单，

根据居民需求挖掘优质资源，对接相关企

业、机构或组织，最后引入贴合居民实际

需要的“合伙人”，整个过程运用“一征三

议两公开”工作法。

管城区陇海马路街道新郑路社区工

作人员在走访居民中了解到，社区很多

大龄青年面临工作压力大、社交圈窄、婚

恋难等问题，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建议

后，社区党组织积极对接各方资源，联合

“爱在郑州”交友俱乐部，在南关 8 号文

创园推出“爱在陇海、汇聚良缘”青年人

才联谊交友项目，以“党建+婚恋服务”

模式精准服务青年群体。目前，该社区已

举办三场相亲交友活动，参加人数达千

人，并成功撮合多对青年。

除此之外，很多社区的“健康合伙

人”“家政合伙人”，为居民提供了所需的

健康服务和家政服务等。同时不少社区

引入的“小摊位”，解决了居民很多生活

“小事”，极大方便了居民生活。针对居

民在修补衣物方面的需求，惠济区大河

路街道天河社区引入便民“缝衣舍”，让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衣物修补等服

务；针对社区老人、行动不便人员理发

难、理发远的问题，管城区北下街街道代

书胡同社区动员辖区理发师成为“合伙

人”，在社区内提供 5 元理发服务，并为

高龄、失能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从养老托育到青年婚恋，从健康服务

到家政服务，再到裁缝、维修、理发、健身、
阅读、买菜等居民生活中的小事，社区“合
伙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把居民的“需求
清单”变为“幸福账单”。

带动就业促进居民增收
走进管城区北下街街道代书胡同社

区的钱老师工作室，一个个用毛线钩织
的手工艺品精致好看，团扇、小黄人、小
熊、小灯笼、玫瑰花……丰富多彩，琳琅
满目。几个居民正在钱老师的指导下，
进行手工艺品制作。

钱老师就是代书胡同社区居民钱艳
丽，她虽身有残疾，但凭借自己的钩织技
艺，在社区支持下，创立了工作室，并成
为一名社区“合伙人”。钱艳丽定期举办
培训课程，教授一些居民手工艺品的制
作，从而带动了社区很多残障人士、待业
者的就业。“我们工作室现在订单量很
大，很多居民靠编织手工艺品增加了收
入。”钱艳丽说。

像钱老师工作室这样的“合伙人”在
郑州很多社区都有，他们通过技能培训
带动社区居民就业增收。惠济区大河路
街道天河社区的澄泥砚工作室，通过专
业培训和实践指导，帮助残障人士掌握
澄泥砚制作等技能，搭建起技能创业就
业平台；惠济区大河路街道绿源社区的
牛姐创业手工坊，面向全职宝妈及待业
妇女开展手工编织技艺培训，帮他们实
现居家增收；二七区福华街街道铁道家
园社区与面部彩绘社会组织合作，为社
区众多家庭妇女提供灵活就业机会。

此外，一些企业、商户等“合伙人”进
入社区，在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
也带来了工作岗位，促进了社区居民的就

近就业。一些人才机构进入社区，通过举
办招聘会，为居民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和
就业岗位。

而一些社区吸纳居民成为“合伙人”，
也为居民带来了创业就业的机会。中原
区三官庙街道河南纺机社区发起“助残创
业合伙人计划”，社区提供场地，支持推动
社区视障人员开办盲人推拿馆，同时通过
技能培训，也吸纳了社区其他视障人员在
推拿馆就业。

多元合伙激活治理“细胞”
社区“合伙人”打破了传统的资源壁

垒，整合各方资源，构建了多元协同的社
区治理共同体，让社区治理从“单打独斗”
走向“合伙共治”。

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嵩山社区推出
了“网格合伙人”“青春合伙人”“物业
合伙人”“近邻合伙人”四大项目，整合
网 格 长、社 会 组 织、大 学 生、企 业、商
户、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社会
治理。

“我们把辖区26家商户吸纳为‘网格
合伙人’，吸纳郑州大学、河南财政金融学
院等学校学生成为‘青春合伙人’，推动物
业公司、网格长、志愿者组成‘物业合伙
人’，吸纳 26家社会组织组建‘近邻合伙
人’团队，各方协力，解决了社区不少难
题，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嵩山
社区党委书记张蔓说。

而在二七区五里堡街道防空兵社
区，社区联合辖区公共单位，推出“民生
直通车”掌上意见箱，居民只需在网格群

“一键操作”，即可进行在线咨询办事流
程、提交诉求建议等，社区、公共单位和
物业即时接收信息，实现“秒级响应”。
社区、物业以及公共单位，多方协同，让
居民的诉求和问题得到更高效的回应和
落实。

“社区发展好了，商户才有更好的
经营环境，居民生活也才会更加幸福，
因 此 我 们 有 责 任 和 义 务 参 与 社 区 治
理，为社区更加美好尽自己的一分力
量。”中牟新区广惠街街道绿城社区商
户高宝梅经营服装店近 30 年，她主动
响应社区“合伙人”计划，积极参与社
区治理，将自己的店铺升级为社区服
务驿站，免费为居民提供衣物修补、熨
烫等服务，并组织店内员工成立志愿
服务队，为社区困难家庭免费定制衣
物 ，冬 季 为 户 外 工 作 者 捐 赠 御 寒 衣
物。同时她把店铺作为社区宣传点，
协助社区宣传党和政府政策、推广公
益活动等。

当企业、商户、社会组织、居民等成
为社区共治的力量，治理的“细胞”就被
真正激活，从而使公共服务更多元、社
情民意更通畅、邻里关系更融洽、社区
治理更高效。而今在郑州，社区“合伙
人”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共建共享中
谱写着基层治理新篇章。

7月的郑州，骄阳似火。傍晚时分，北龙湖水面泛起细碎
金光。

7 月 19 日 18 时许，龙湖内环南路与众意路交叉口的
桥下西湖岸边，市民郑一跃与妻子正享受难得的清凉，
他目光掠过水面，瞥见桥墩北侧 3 米处一名孤身野泳的
男子。

“头一沉一沉的，男子声音混着呛水声，手在水面乱
扑腾……”郑一跃向记者描述那揪心的瞬间。仅仅两分
钟 前 ，岸 上 众 人 还 误 以 为 水 中 男 子 在 嬉 戏 。 当 断 断 续
续的“ 救命”声混着呛水声刺破湖面宁静，险情已清晰
可见。

桥墩边两三米的深水吞噬着溺水者最后的力气，那个本
该救命的黄色泳圈，此刻孤零零地漂浮在四五米外，显得遥不
可及。岸边五六个人惊觉险情却手足无措。千钧一发之际，
郑一跃冲向湖边——那里悬挂着水面管理部门设置的红色救
生设备。

郑一跃回忆，当时自己没有半分迟疑，抓过鲜红的救生
圈，连鞋袜都来不及脱下，纵身跃入北龙湖中。

当游至距溺水者近 3米处，郑一跃奋力抛出救生圈。见
对方手指颤抖难以抓牢，郑一跃猛划几下贴近溺水者，一手紧
拽救生圈一端，在衣物被浸透的沉重阻力中，拼力将其拖向浅
水区。桥墩南边另一位野泳者带了救生瓶也游了过来，从后
边托住抓着救生圈的男子，与郑一跃合力救人。

“脚一踏住湖底，他就蹲在那里呼呼喘气吐水……”惊魂
未定的男子蹲在浅水处，连岸上儿子的声声呼唤都无力回
应。确认其脱离危险后，浑身滴水的郑一跃默默取下救生圈
准备归位。一声虚弱的“大哥”从身后传来，他也只是摆摆手，
上岸拧着湿透的衣衫。

被救男子的儿子——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举着手机追到
郑一跃身旁：“叔叔，你救了我爸一命，留个电话吧！”郑一跃淡然一笑：“小
事，不用。”随即携妻子悄然离去。

经记者多方求证得知，郑一跃系河南移动职员。当被问及纵身一跃
的瞬间，他的回答朴素如常：“真没啥，就是碰巧会水，看见了不能不管。
人救上来就好，别的都不重要。”

随后赶到的湖面管理者与民警，得知溺水者被救出后对其进行
了安慰和警告，同时提醒市民：生命可贵，水深危险，远离深水河湖和
水库！

本报记者 徐富盈

本报讯（记者 张倩 实习
生 于记兆 文/图）“ 新 婚 快
乐！”20 日，一声声祝福从一
辆公交车厢内传出。原来，
一辆“公交婚车”正在驶向婚
礼的路上，此时车厢内热闹
非凡，洋溢着幸福欢乐的气
氛，公交车“变身”承载幸福
浪漫的婚车，见证着一对新
人的别样婚礼。

大红的喜字、喜庆的拉花
和装饰、车身两侧可爱的卡通
婚纱照及“我们结婚啦”贴纸、
寓意美好的车头花将公交车
装饰得温馨喜庆，弥漫着新婚
的甜蜜与浪漫。一路上，新人

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唱歌、
聊天、合影，整个车厢充满欢
乐与浪漫。“公交婚车”行驶
在奔向幸福的道路上，成为
街头的焦点，吸引了众多路
人的目光，不少人拿起手机
拍照留念，“公交车当婚车真
漂亮，新人的想法很特别，百
年好合！”“公交婚车，既拉风
又充满创意！”

“我很喜欢公交车，‘公
交婚车’的提议与爱人一拍
即合，既经济实惠又绿色环
保 ，而 且 亲 朋 好 友 同 乘 一
车，一路看着熟悉的街景，
一起拍照畅聊，这种集体见

证的温暖，是一种特别的浪
漫体验，公交车长的优质服
务 和 护 航 更 让 这 场 婚 礼 锦
上添花。”新郎卢先生满意
地表示。

据介绍，“公交婚车”舒心
而不失浪漫，简约而不失仪式
感，不仅符合了当下年轻人的
个性需求，更引领了低碳环保
出行的新时尚。一直以来，郑
州公交第五运营公司不断创
新运营模式，持续打造多样
化、个性化出行服务，满足广
大市民日益丰富的出行需求，
以实践推动低碳环保出行理
念的发展。

近日，郑州
气象部门的高温
预警接二连三，
空 气 灼 烫 如 蒸
笼。然而，踏入
二砂文创园，目
光触及园区中央
大道南侧那栋五
层老厂房，瞬间
被一股浩荡的绿
意抚平——层层
叠叠的爬山虎，
如一片凝固的绿
海，在灼热的阳
光下翻涌着生命
的波涛，将整面
墙体严严实实地
包裹（如图）。

阳 光 穿 透
浓密的枝叶，洒
下斑驳的光影，
仿 佛 为 这 栋 工
业 遗 迹 披 上 了
一 件 清 凉 的 铠
甲。用手触摸，
被 爬 山 虎 遮 蔽
的墙体温度竟比裸露在阳光下的墙面低了 5℃至 10℃。在这座被市民
亲切称为“绿房子”的巨型生态空调前，酷暑仿佛被暂时阻隔在外。

科学实验表明，浓密的植被覆盖能有效降低建筑表面温度 3℃~
5℃，这正是“绿房子”室内清凉如春的根本。

不仅如此，爬山虎的叶片如同无数微小的空气滤芯，吸附灰尘、净
化空气。其密集的藤蔓结构更能吸收消解城市噪声，为楼内的人们隔
绝了喧嚣。

对于曾在此工作、如今常来散步的魏老先生等退休职工而言，这
片绿意更是情感所系。他们见证了爬山虎从孱弱幼苗到“绿色巨人”
的蜕变。

然而，城市中的绿色生长，甜蜜与矛盾如藤蔓般交织缠绕。过于茂
盛的枝叶也偶有遮挡部分窗户之忧，文创园工作人员魏师傅说每年春
夏，他们会把生长到窗口挡了阳光的枝叶剪去。园方还在 19号办公楼
前种下新的爬山虎幼苗，绿色的希望正在延续。

本报记者 徐富盈 文/图

二砂文创园有栋“绿房子”

社区来了“合伙人”
本报记者 李宇航 文/图

代书胡同社区夜校居民正在学习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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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同行 心向未来”

心理健康讲座助力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陶然）为进一步关注辖区四类儿童心理健康，助力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在郑州市民政局、荥阳市民政局支持下，
驻高村乡民政服务站开展了“阳光同行 心向未来”心理健康讲座，
为四类儿童及家庭提供科学指导与支持。

“咱们的孩子通常充满活力，喜欢尝试新事物，有强烈的探索欲
望……”活动现场，社工通过PPT针对儿童生理、心理变化以及常见
情绪问题、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讲解。

讲解过程中通过互动让监护人知道，孩子的心理健康与家庭环
境密不可分，监护人的理解和陪伴是关键，应该时刻关注孩子的内
心世界，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情绪和良好的心态。通过沟通了解孩
子的需求和困扰，及时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

许多监护人表示，通过活动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倾听孩子的心
声，掌握了一些实用的情绪管理技巧，以前总觉得孩子闹情绪是不
听话，现在明白了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

此次活动，不仅提高了监护人对四类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视，也
为构建和谐亲子关系提供了有效指引。下一步，荥阳市民政局将继
续开展相关活动，为辖区更多家长提供更多科学育儿指导，助力辖
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

“小红星”讲解员
暑期齐聚党史馆

本报讯（记者 陶然）在假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7月
21日，郑州党史馆成功举办了暑期“小红星”讲解员培训活动。来自
郑州市各中小学的数十名学生齐聚党史馆，在系统培训与专业指导
中收获成长，为红色文化的小小传播者积蓄力量。

本次培训聚焦讲解员核心素养提升，重点围绕“发声技巧”与“讲
解礼仪”等两大模块展开。在发声技巧训练中，专业老师韩芯桐结合
党史讲解的语言特点，从气息控制、语调起伏、情感表达等方面进行
细致指导，通过“模拟讲解红色故事”“分组朗读党史片段”等互动形
式，帮助学生掌握清晰、生动的表达方法，让红色故事更具感染力。

讲解礼仪培训则注重实践演练，老师从站姿、手势、眼神交流等
细节入手，示范如何在讲解中展现庄重得体的仪态。同时强调与观
众的互动技巧——“面对不同年龄的听众，讲解的语速和内容侧重也
要灵活调整，让红色故事走进每个人心里”。

培训中，学生们认真模仿、反复练习，在老师的耐心纠正下，逐渐
形成规范自然的讲解姿态。

经过系统培训，全体学员不仅熟练掌握了发声与礼仪技巧，更在
沉浸式学习中深化了对红色历史的理解。

幸福启程！

“公交婚车”开启别样浪漫

“公交婚车”里一对新人与好友们合影留念

一岁半幼童大面积烧伤
铁骑五分钟紧急护送

本报讯（记者 任思领）7 月 20 日 16 时 30 分，正在巡逻的郑州交
警四支队铁骑队员黄世金、刘金磊接到指挥室派警，一名出租车司机
报警称车上拉了一个严重烫伤的一岁半幼童，着急去东大街第一人
民医院，但通过导航查看去往医院路线车流量较大，需要交警开道。

随后黄世金便与出租车司机联系，经了解车辆正在二七广场下穿
隧道由西向东缓慢行驶中。得到信息，黄世金与刘金磊立即驾驶警用
摩托车前往。

到达二七广场下穿隧道，刘金磊在拥堵源头进行疏导，黄世金驾驶警
用摩托车向西寻找这辆出租车，走到一半时，发现这辆出租车打着双闪正
在车流里缓慢行驶，黄世金果断赶到车辆前面指引该车辆通过拥堵路
段。刘金磊马上打开警灯并鸣笛示警，两名铁骑一前一后一路疾驰，并通
过喊话提醒沿途车辆让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快速度开辟出一条

“生命通道”。最终，在交警的全力护送下，全程只用五分钟就到达了郑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

到达医院后，黄世金小心翼翼地抱起孩子就往急诊室冲，将孩子交给
医生后，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下。

从车流中开辟一条生命通道，有需要时，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现
场，面对需要帮助的群众，他们及时伸出援手，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随后黄世金来到急诊室门口对着出租车司机说：“师傅，刚才护
送途中有几个闯红灯路口，你记我一个电话，如果电子警察抓拍的
话，请给我打电话。”因当时情况紧急，黄世金考虑到家属还没有给
出租车司机付钱，便问出租车司机乘客是否付钱？出租车司机也
是急忙说：“不用付钱了，没有关系。”但随后黄世金还是坚持将钱
给司机扫了过去。

紧急时刻，争分夺秒，关键时间，竭尽所能，为需要帮助的市民，提
供最温暖的守护，他们在车流中奔忙的身影，让为人民的初心，在每一
次紧急奔赴中绽放光芒，用速度守护希望，以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