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

BAIXING GUSHI

百姓故事

电话：4396809 E-mail：xcrbzbs@sina.com 3值班总编 徐民府 编辑 王辉 校对 艾文
2019年 4月 16日 星期二

SHEHUI XINWEN

本 报 讯 （记 者 孔 刚 领 通 讯 员
高涛） 4 月 13 日，魏都区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申健民应邀到中国浦东干
部学院，向参加全国加强和创新城
市基层党组织建设专题研讨班的学
员交流、报告魏都区基层党建工作
的经验做法。

根 据 中 共 中 央 组 织 部 培 训 安

排，参加此次培训班的学员均来自
全国的组织工作者。申健民以 《创
新五个基本 做实党群工作》 为题向
参训学员详细讲解了魏都区基层党
建工作的开展情况。

申健民以曹魏文化和曹魏古城
为切入点，简要介绍了许昌市市情
和魏都区区情，重点解读了魏都区
以党建“1369”工程为统领，筹办全
域社区春晚，创新“基本组织、基
本阵地、基本活动、基本制度、基
本保障”五个方面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的典型做法。

申健民的报告中说，夯实基层

党建，落脚点在服务群众。魏都区
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连
续 3 年实施了民生“365”工程，把
养老、医疗、教育、健身等 17 个方
面的民生工作，细化为上千个具体
事项，融入社区、融入庭院，构建
了“15 分钟便民服务圈”“15 分钟健
康 服 务 圈 ”“15 分 钟 智 慧 阅 读 圈 ”，
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魏都区
基层党建经验受到学员们的一致好
评，引发共鸣。报告结束后，不少
学员纷纷与其进行交流，对魏都区
基层党建工作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
定，表示“魏都党建经验”值得借

鉴推广。党建工作有民生“温度”，
民生有党建“底色”。魏都区以党建
引领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
心 、 促 进 和 谐 ， 全 区 上 下 争 先 进 、
创 一 流 的 意 识 更 加 浓 厚 。 2018 年 ，
魏都区的公众安全感指数在全省 157
个 县 （市 、 区） 评 比 中 排 名 第 一 、
社会保障覆盖率排名全省第一、医
疗保险覆盖率排名全省第一。3 月 31
日，中组部示范市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座谈推进会在许昌召开，与会人
员 实 地 观 摩 魏 都 区 基 层 党 建 工 作
时，对魏都区的党建工作给予了高
度评价。

魏都区基层党建经验叫响全国
受到全国加强和创新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专题研讨班学员好评

“我和老婆都要上班，下班晚，
正愁孩子放学没人带呢，没想到社
区的‘四点半课堂’帮了我大忙。”
4 月 10 日，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锦
绣社区居民杨晓宁高兴地说，“这样
一 来 ， 孩 子 放 学 后 不 仅 有 专 人 看
护 、 辅 导 作 业 ， 还 能 培 养 兴 趣 爱
好，我们干工作的信心更足了。”

当日，记者在锦绣社区看到，在
该办事处副主任、工艺美术大师马旭
东的指导下，刚放学的 10 名孩子正在
学习剪纸。“俺孩子在家可淘气了，没
想到在这里变得听话多了，你瞧，他
学剪纸多用心，社区可为俺们办了一
件大好事！”在一旁的家长高兴地说。

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一直是城
市工薪家庭的困惑。然而，该办事处
用“四点半课堂”解决了这个难题。

“孩子放学没人管，看似是别人
家的私事，实则是检验我们服务群众

是否到位的一件大事，‘四点半课堂’
彻 底 解 决 了 服 务 群 众 的‘ 最 后 一 公
里’。”该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武红珍
介绍道。

“四点半课堂”是该办事处树立
“群众想的就是我们要做的”理念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他们把加强活动
阵地作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一项
重要载体来抓，先后投入党建专项资
金 3200 多 万 元 ， 按 照 “ 一 有 七 中
心”的标准对辖区 14 个社区党群活
动场所进行建设和改造，目前已建
成 9个标准化社区。

根据居民的需求和各个社区特
点 ， 该 办 事 处 打 造 出 “ 四 点 半 课
堂”、“老张说事儿”、书香锦绣等 14
个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城市基层
党建品牌，有力推动了城市基层党
建的整体提升。永和苑社区业主和
物业管理公司曾因垃圾清运问题发

生冲突，社区“老张说事儿”发挥
其重要作用，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
决。

在实际工作中，该办事处建立
连结辖区各领域党组织的坚强“轴
心”，推动社区党建与辖区内 57 家单
位 和 行 业 党 建 共 驻 共 建 ， 互 联 互
动，形成“公转”带“自转”、“自
转 ” 促 “ 公 转 ” 的 协 调 运 行 机 制 ，
使社区党组织真正成为团结带领群
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坚强堡垒。

在 寨 子 社 区 夕 阳 红 养 老 中 心 ，
王银山老人一边打扑克一边对记者
说，过去，由于家里的孩子们忙于
工作，生活过得很无聊。自从来到
养老中心后，吃的是营养餐，还有
人陪着下棋、打扑克等，这就是他
想过的晚年生活。

在城市基层党建中，该办事处
坚持“党建引领、整体提升”的工

作思路，把支部建在项目上、楼道
上、商圈中，进一步完善“党建+”
工作模式，让党建之花在社区绚丽
绽放。

御 湖 湾 社 区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在
“一站式”服务大厅的基础上，创出
“13457 和谐家”文化品牌。他们以
“和谐家园，共同缔造”为追求，明
确 党 员 职 责 ， 规 范 组 织 形 式 内 容 ，
让社区建设和城市基层党建同频共
振，实现了双促进、双提升。

“ 下 一 步 ， 我 们 将 进 一 步 深 化
‘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理念，强化
办事处、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
和统筹协调功能，使其成为城市基
层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撑
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
处党工委书记王丽君说。

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

找准基层痛点 推进社区党建
本报记者 朱庆安 通讯员 潘高锋

4月 14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康乐社区，青年志愿者和 88岁的独居老人刘雅芳一起做针线活。近年来，各地拓展
志愿服务内容，扩大志愿者服务队伍，为百姓带去温暖、送去方便。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刘晓敏）“今天的志
愿服务活动项目真多！有理发、按摩、
眼科检查、小儿推拿知识普及、口腔诊
疗等，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很大便利和
实惠。”4 月 12 日上午，在魏都区文峰
街道办事处新许社区南湖游园广场，
来此享受免费理发的一位社区居民开
心不已。

原来，为进一步弘扬志愿服务精
神，扩大志愿服务的影响力，魏都区文
峰街道办事处新许社区组织爱心单位
在南湖游园广场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志
愿服务活动。参加活动的爱心单位有
许昌市中医院、“华厦眼科”、许昌小白
象口腔医院、“蓝天美业”等。

上午 9 时，“蓝天美业”志愿服务队
准时带着工具来到新许社区，摆好凳
子。不多时，十几位需要理发的老人
陆续赶来，志愿者耐心询问老人对发
型 的 要 求 后 ，便 娴 熟 认 真 地 修 剪 起
来。从 9 时到 11 时，6 位理发师不停地
忙碌，他们精湛的手艺和周到的服务，
赢得了老人们的高度赞誉。

眼 科 疾 病 是 中 老 年 人 的 常 见 疾
病，在活动现场，“华厦眼科”志愿服务
队也非常受欢迎，他们的检查项目包
括视力检测及眼底疾病、白内障、青光
眼等疾病的筛查。面对前来检查的社
区居民，“华厦眼科”的医生非常细致
地为他们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提出

注意事项和治疗建议，向社区居民传
播护眼保健知识。

当天，许昌市中医院志愿服务队、
许昌小白象口腔医院志愿服务队的义
诊以及小儿推拿志愿服务队、健康管
理志愿服务队的有关知识普及也深受
社区居民欢迎。

“该活动是新许社区近段时间以
来 所 开 展 的‘ 建 功 新 时 代 志 愿 显 风
采’系列活动中的一项。通过一系列
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传递了
正能量，让更多的社区居民感受到来
自社会的关爱。”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
处新许社区党总支书记曹秋芳表示。

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处新许社区

志愿服务赢得居民点赞

“这是一次震撼心灵的红色
洗礼，让我们感触很深，收获很
大，深切感受到作为一名党员的
使命和担当。今后，我一定要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力
争为鄢陵县的交通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4 月 10 日，谈起前几天
刚刚结束的党性教育培训活动，
鄢陵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闫会
平深有感触地说。

为进一步加强党性教育，传
承红色基因，鄢陵县交通运输局
组织 （局机关） 40 名党员于 3 月
31 日赴大别山干部学院，参加了
为期 5 天的党性教育培训班。在
5 天的紧张学习中，40 名学员先
后聆听了大别山干部学院老师所
作的专题讲座 《大别山革命历史
特点及红色精神》《大别山地区
三年游击战的故事》 以及开国中
将 范 朝 利 的 女 儿 范 西 红 所 作 的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家风——讲
述爸爸的故事 》 报告会，并先
后 参 观 了 鄂 豫 皖 苏 区 革 命 博 物
馆、箭厂河革命旧址群、大别山
商城革命历史纪念馆、湖北省红
安七里坪镇革命旧址、金刚台上
妇女排旧址，瞻仰了鄂豫皖苏区
革命博物馆将帅馆、李先念纪念
馆等。

在专题讲座中，大别山干部
学院老师言简意赅，有理有据地
剖析了大别山革命红旗不倒的原
因及意义，生动讲述了大别山地
区 3 年游击战中各位革命先辈的
英 勇 事 迹 。 学 员 们 无 不 为 之 动
容，心灵与思想又一次受到强烈
震撼，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终生的信心和决心。

在一系列的参观活动中，学
员们一路走一路看，寻找革命先
辈的足迹，重温过去峥嵘岁月。
沿途醒目的红色标语、革命古迹
等，再现着老一辈共产党人在峥
嵘岁月里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
使学员们再一次受到革命传统的
教育与洗礼。

“ 通过一系列的参观学习，
党员干部进一步感受了革命先辈
在苦难岁月中的坚定信念，接受
了一次鲜活的理想信念教育，更
加坚定了‘四个意识’，夯实了
思想根基。相信他们会在未来的
工作中继续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
作用，走出一条以高质量党建带
动 规 范 管 理 、 加 快 发 展 的 新 路
子。”鄢陵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
记、局长刘晓杰表示。

接受红色洗礼
牢记使命担当

本报记者 刘晓敏 通讯员 晋亚金

本报讯（记者 朱庆安）“远看时，我
以为这些红色的藤球是鸟笼，走近才发
现是灯。这些彩灯白天都这么好看，晚
上会更加炫丽闪耀。”4 月 12 日，家住市
区建安大道的市民王保军指着树上藤
球灯对记者说。

原来，市区建安大道两侧树上安装
的是红色藤球造型灯，颜色十分醒目，
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据了解，东

城区此次安装了 1.5 万余盏藤球灯和近
1 万条挂在树上的串灯，在我市第十三
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前已安装完毕，具体
街道为魏文路莲城大道至天宝路段、建
安大道潩河路至学院路段、东湖游园周
边的道路。

华灯初上，走在东城区主干道，一串
串、一排排红灯笼、藤球灯高高地挂在路
灯柱上、树上，各种颜色的景观树远远望

去如点点繁星，流光溢彩，构成了美
丽的城市画卷。

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徐万
忠表示，目前，东城区已逐步对景观
道路、游园广场、河道桥涵、草毯地
坪、广告牌匾、环线楼体及新建楼体
实施亮化，对低档次亮化设施进行
提升改造，让街道的夜景越来越迷
人，让城市显得更有活力。

藤球灯扮靓城市夜景

“心灵庄园 1.16 元、王小娟 2 元、苏
京侠 1 元、乐姐 2 元……截至 21 时，共
计 79.33 元。大家的善款将全部用于资
助贫困学生、关爱孤寡老人等爱心活
动。请大家随时监督，欢迎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4 月 14 日，在许昌爱传万家
公益联盟微信群里，记者看到群管理员

“婉秋”发布的这样一段话。
记者快速翻阅了一下群里的聊天

记录，不时看到写有“善”字的红包，而
收红包者则是当天的群管理员。

许昌爱传万家公益联盟是一个民
间志愿服务组织，于 2014 年 1 月 5 日由
爱心人士杨爱平发起成立。该组织以

“助学、帮老、扶困”为宗旨，坚持“无私
奉献、爱传万家”这一理念，广泛开展公
益活动。

为确保爱心资金充足，让爱传递得
更远，许昌爱传万家公益联盟的志愿者
早已养成了“每日捐”的习惯，他们的这
个习惯，一坚持就坚持了 5年多。

“说是‘每日捐’，其实并不是要求
每位志愿者都必须捐，也不要求每位捐
款者每天都要捐。我们的捐款时间不
限、数额不限，1 元不少、100 元不多。
今天捐了，明天可以不捐，啥时候想捐，
随时在群里发红包即可。”许昌爱传万
家公益联盟的管理者之一“凯哥”告诉
记者。

“凯哥”解释道，这种捐款模式，让
大家对于捐款没有任何压力和顾虑，积
极性很高，每天都会有三四十人捐款，
捐款数额几十元至上百元不等。

记者翻看群里的聊天记录发现，许
昌爱传万家公益联盟的“每日捐”行动
每天都在进行，从间未断过，而且还形
成了非常成熟的管理模式。几位群管
理员轮流值班，一人一星期，轮流在群
里负责收红包，并公布当天捐款数额。
此外，该组织专业财务管理人员还会每
周公布一次收支情况，这样，大家对善
款的去向一清二楚，非常信服。

“4 月 1 日 至 10 日 ，共 收 入 759.35

元，支出 700 元，用于许昌儿童阳光之
家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截至目前，善款
余额为 40285.41 元。感恩大家！”在许
昌爱传万家公益联盟微信群里，记者
看，每隔几天，就会有这样一个财务公
开信息。

“作为一个爱心组织，财务公开非
常重要，不然，就会有人对善款的去向
提出质疑，就会有亵渎大家爱心的嫌
疑，会严重影响大家献爱心的积极性。
也唯如此，才能让爱心传递得更远。”该
组织专业财务管理人员“兰子”告诉记
者。

许昌爱传万家公益联盟还成立有
爱传万家公益联盟理事会，设有长期办
公核心机构——联盟管理委员会，下设
有办公室、外宣执行部、财务部和 QQ
群等。其所开展的爱心活动主要包括
两项内容，结对帮助贫困学生和关爱孤
寡老人。

在助学方面，该组织对贫困学生采
取跟踪式的结对帮助模式，以确保贫困
学生不辍学。助学标准为：大学生全学
年 2000 元，高中生全学年 1000 元，中学
生全学年 600 元，小学生 3 至 6 年级全
学年 400 元、1 至 2 年级全学年 300 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该组织共结对帮助
贫困学生 247 人，其中小学生 108 人、初
中生 100人、高中生 32人、大学生 7人。

在关爱老人方面，自成立以来，该
组 织 先 后 30 多 次 深 入 灵 井 大 地 敬 老
院、河街乡敬老院、榆林乡敬老院慰问。

据统计，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3
月，该组织通过“每日捐”共收到善款
367982.97 元 ，用 于 爱 心 活 动 支 出
327797.03 元 ，累 计 余 额 为 40185.95
元。“前几天，我们去禹州市鸠山镇张家
庄村，为那里的孩子送了 7000 元的爱
心午餐费。下一周，我们准备去艾庄乡
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希望我们的行
动，能让更多的孩子和孤老人感受到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凯哥”表示。

“每日捐”让爱传得更远
本报记者 刘晓敏

在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
区市政府家属院内，有一处“俱乐部”，
附近的居民每天会这里聊天儿、下棋，
玩得不亦乐乎。然而，这个“俱乐部”
一点儿也不豪华：棋盘是画出来的，桌
子 是 用 破 损 的 大 理 石 或 木 板 拼 接 成
的，凳子是用废旧的木料修补过的，房
间是用一块块广告布拼接起来的……
一手打造起这处“俱乐部”的是该院 78
岁热心居民张玉亭。

4 月 12 日，在市政府家属院的这个
“俱乐部”里，七八名居民正坐在张玉
亭修补过的椅子上聊天儿。看到记者
来 访 ，众 人 纷 纷 指 着 张 玉 亭 称 赞 道 ：

“他是活雷锋啊，经常为居民们办好事
儿。”“没啥，大家在一块儿高兴就行。”
张玉亭笑了笑说。

市政府家属院虽然面积大、楼栋
多 、居 民 多 ，但 是 娱 乐 场 地 和 设 施 较
少。为了能让大家聚在一起玩一玩、
乐一乐，2008 年，张玉亭在自家一楼门

前摆了一张小桌子，几条长凳子，又从
自家拿出象棋、军棋、跳棋等，供大家
玩乐。

慢慢地，前来下象棋的居民越来
越多，现有的桌子、凳子已经无法满足
居民的需要。去哪再找来些桌子、凳
子呢？张玉亭偶然间想起，自己好像
在院里看到过居民丢弃的一些废旧凳
子，这些破凳子修修还能用。张玉亭
便开始在各个居民楼下找废旧凳子和
废弃木料。

于是，一些缺腿的凳子和一些或
长或短的木料被张玉亭拎回了家中。
量尺寸，锯木料，钉钉子，一番忙活下
来，少了腿的凳子被安上了“假肢”，大
小不一、长短不齐的木片、木条摇身一
变，成了一张小桌子。做一条长凳子，
一般要用上四五十个钉子，要花费一
天的工夫，一些破损严重的凳子修补
起来更费时，可看着自己修好的凳子
派上了用场，张玉亭心里很高兴。

“老邻居坐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儿、拉拉家常，这样温馨的场景每天都
在我们家属院呈现。希望这个小小的

‘俱乐部’能够成为大家增进邻里情的
‘据点’。”张玉亭笑着对记者说。

张玉亭和他的土“俱乐部”
本报记者 付家宝 通讯员 马静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
农村的一些印记也在慢慢消失。建安
区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通过创办民
俗博物馆，将逐渐远离人们视线的农
村记忆和民俗文化，收集整理，进行留
存和再现。4 月 14 日，记者来到位于建
安区灵井镇韩庄村靳氏博物馆，这里
是一处四合院建筑，前后左右的房间
内都陈列着该村农民靳志军四处收集
的各类藏品。

“现在城市化发展太快了，大量农
民进城，过去农村的一些生产生活用
具，还有一些民俗活动等，都慢慢被遗
忘。而现在的年轻人又很少有机会了
解和体验过去农村的生活场景。还有
一些进了城的农民，也想寻找曾经的
记忆……所以，我就开办了一家具有
乡土味的民俗博物馆。”靳志军说。今
年 39 岁的靳志军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的爷爷就有收藏的爱好，受家庭影
响，靳志军也喜欢收藏一些“老古董”，
多年来他利用打工、创业挣来的积蓄
收藏了不少藏品。

2017 年，当靳志军有了创办民俗
博物馆的想法后，村“两委”非常支持，
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靳志军就开始
对自己家的四合院进行改造，并建造
了古色古香的“地宫”。他按照民俗、
家具、农耕、纺织等类型，规划了 6 个陈
列展室。靳志军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

绍 着 他 的 各 类 收 藏 ：古 代 青 铜 器 、玉
器、瓷器等，还有 20 世纪当地农民使用
过 的 桌 椅 、香 炉 及 纺 线 车 等 各 类 农
具。目前，靳志军收集展出的各类民
俗藏品有 1000 多件（套）。为了给游客
提供更加专业的讲解，馆里聘请了专
门培训的讲解员。他还整理了一份详
尽、有趣的讲解词，通过讲解员生动地
讲述，让游客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过去
农村生活的场景。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
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我们要大力弘扬优秀的
传统文化，以文化人，以史育人。”该村
党支部书记何建伟告诉记者，下一步，
该村将以此为依托，开展一系列的传
统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乡村，培育文明
乡 风 ，让 村 民 生 活 富 起 来 ，环 境 美 起
来，精神乐起来，促进乡村振兴。

去 年 7 月 ，这 家 民 俗 博 物 馆 建 好
后，来此参观的游客不仅来自省内，外
省的也络绎不绝。来自郑州的一位游
客参观了这个博物馆后深有感触：这
是了解三国文化以及许昌农村风土人
情的一个很好的窗口。馆里的“古董”

“摆设”“家当”以前都没有见过，乡土
味很浓，而且是由当地农民收集整理，
说明新一代的农民有了文化追求，并
能意识到农村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农民靳志军自费创办博物馆
本报记者 孔刚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