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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为底色 绘许昌新画卷
文明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底色。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引领下，我市各相关部门、各志愿者服务团体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

力，积极参与，形成了人人参与文明创建的浓厚氛围。今日本报选取部分文明窗口、志愿服务团体等进行报道，旨在加强经验交流，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持续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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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孔刚领

“今天是星期天，我和几名同学来
这里读书。这里的课外书多，我们在
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图书馆’，真是太
幸福了。”11 月 17 日，在市区春秋广场
的一座钢构玻璃房内，几名女孩儿正
聚精会神地看书，手边放着购物袋。
她们是市二中的学生，几乎每个星期
天都要来这里。她们说，这里不但环
境好，而且借阅方便，离家也近。

对于市民群众来说，智慧阅读空
间已成为“家门口的图书馆”，还被网
友们誉为“许昌最美玻璃房”……为积
极倡导全民阅读，打造书香许昌，2017
年至 2018 年，许昌分两批投入 3000 多
万元，在市区广场、游园、学校、社区等
人流密集、交通便利处建成了 32 座智
慧阅读空间。

11 月 24 日，虽然天气寒冷，但是
书屋里暖意融融，50 多平方米的智慧
阅读空间里空调、雨伞、手机充电器等
便民设备一应俱全。这里有各种图书
4000 多册，配备有电子图书借阅机、自
助借还书机、自助办证机、远程自动控
制系统、无线 Wi-Fi、阅览座椅等，是
集智慧图书馆、学雷锋志愿服务站为
一体的一站式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可
24 小时为读者提供图书借阅、阅读学
习 等 免 费 文 化 服 务 。 读 者 可 凭 身 份
证、读者证、市民卡，或手机扫描二维
码等方式进入。

智慧阅读空间自 2017 年 10 月份
建成以来，深受市民的欢迎，已累计接
待读者 300 万人次，累计办理读者证
3200 多张，累计借还图书 20 万册次。
如今，茶余饭后到智慧阅读空间读书
的市民越来越多。

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如今正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阅读，把
藏于图书馆的书变成了市民的手边书
和案头书。“90 后”女孩儿宋敏在市区
某公司上班，由于工作时间机动，很多
零碎的时间不知如何打发。“以前就是
闲逛和玩手机，现在只要路过智慧阅
读空间，我就会进来翻一翻书。”宋敏
说，也不见得能看多少，但摸着书，心
就会变得很平静。

“我经常到这里查资料、借书，这
里的理论读物真不错。”家住魏都区七
一路的退休干部李大伟告诉记者，智
慧 阅 读 空 间 设 有 党 政 理 论 类 读 物 专
柜，已经成为市民群众学习宣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阵
地。

为了倡导和推进全民阅读，让阅
读成为社会时尚和群体习惯，近年来，
我市启动全民阅读季活动，共举办活
动 296 场，参与活动 37341 人次。我市
还组织开展了许昌市第三届中小学生
课文朗读大赛，全市 3000 多名中小学
生参加了大赛。一系列的活动，让汉
魏故都充满浓浓的书香。

文化于人，是润物无声的动人品
格；文化于城市，是更富有自信和底气
的综合实力。绘就美好生活新蓝图，
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目标，就要激发文
化凝心聚力、成风化人的重要作用。
通过提升软实力，让文化自信成为我
们最深厚的底蕴和最牢固的基石，为
许昌的城市建设提供更多精神力量。

市 文 广 旅 局 副 调 研 员 段 建 伟 表
示，下一步，我市将着重围绕“推进全
民阅读、打造‘书香许昌’，建设文化厚
重之城”的核心目标，策划好、定位好

“书香许昌”建设，全面推进全民阅读
活动十大工程建设，充分挖掘好阅读
的功能，通过书籍向人民传播知识、传
播技能、传递正能量，引导社会群众通
过阅读提高自身修养和能力水平，提
升全民综合素质。

智慧阅读空间——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许廷合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
与百姓连接的重要纽带，是政府为民
服务的重要平台，更是社会和谐稳定
的根基所在。

11 月 22 日上午，在魏都区南关街
道办事处七一社区行署花园，15 位老
人围坐在一起，分享心得，朗诵选段，
伴随着树缝中洒下的阳光，热闹的读
书场面恰如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

“开办读书会是社区服务居民的
一项创举，大家非常欢迎。”87 岁的社
区居民宋世昌说，2017 年 9 月，为响应
我市建设“书香许昌”的号召，七一社
区倡导发起了读书会，每周二、周五上
午举行，参加人员大多为该社区的退
休居民。“读书会每期一个主题，主要

是相互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本期读
书会的主题是‘我对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的感受’。”宋世昌高兴地说。

小小读书会，虽只涉及部分居民，
但对七一社区的干部来说，则是需要
解决的大问题。社区的努力方向，就是
要为居民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

“社区对我们的照顾可以说是全方
位的，我们打心眼儿里感激社区。”81岁
的社区居民黄素玉指着身边的广场说，

“你看看，这里原来是废弃的小花园，如
今建成了一个篮球场，另外设置了健身
设施、儿童乐园，还有读书屋、小茶屋，老
人、小孩儿都照顾到了。”

家园越来越宜居，生活越来越方
便，同黄素玉一样，在七一社区，越来
越多的居民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中收获着满满的幸福感。提起社区的

精心服务，居民李亮打开了话匣子：
“‘上班族’都是中午 12 点下班，可这个
点儿门口超市就买不到鲜面条了。自
从社区引进鲜面条机后，只需要几十
秒就能做好一份鲜面条，我们回家做
饭就不慌了。”

“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该做的。”
七一社区党委书记马静介绍，为了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近年来该社
区将党建工作与服务群众紧密结合起
来，坚持以共建、共享、共治为基础，大
力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
社联动”，先后培育书香莲城读书会、
辖区企业爱心联盟等 13 支志愿服务队
伍，连接畅通了“干部串门走访了解民
情”“居民通过便民服务平台反映民
情”“信息化手段采集民情”三条渠道，
做到及时发现问题，真心搞好服务。

“可以说，通过对接居民需求推进
精准化服务，我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实事。”七一社
区 党 委 副 书 记 万 微 微 深 有 感 触 地 表
示，“社区虽小，舞台却大。现在，辖区
的居民群众打心眼儿里称赞党的政策
好、措施实。”

“量身定制”的社区服务，不仅让
社区工作更有温度，也有效激发了居
民活力。目前，七一社区共有注册志愿
者 1120 人，几乎家家都有志愿者。在社
区便民服务大厅的墙壁上，志愿者们
向社区居民公开“亮身份”，每一个服
务项目对应的都是某位志愿者的一技
之长或爱好，让“有困难找志愿者，有
时间做志愿者”在这里蔚然成风。七一
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河南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
等称号。

“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的社区变得
这么美。”宋世昌说，“由于社区服务越
来越到位，有很多前些年搬走的群众
又搬回社区生活。我们住在这样的社
区，很舒心、很自豪。”

七一社区为居民“量身定制”服务——

“这样的社区，我们住得很舒心”

□本报记者 朱庆安
通讯员 杜鹏

11 月 25 日 7 时 30 分，寒风阵阵，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信息采集员赵
春玲已来到市区北关大街，开始对自
己的“网格责任田”进行巡查。

今年 52 岁的赵春玲在数字化城管
信息采集员这一岗位上工作了 9 年，巡
查的范围东到市区翠林路、西至市区
北关大街、南到市区八一路、北至市区
天宝路，主要负责辖区内井盖缺失、占
道经营、乱倒垃圾等问题的信息采集
工作。

在当日的巡查中，她在市区北关
大街发现一个小区门口张贴有违规广
告，就通过手机把照片上传到我市数

字化城管平台。“再由市数字化城市管
理中心指挥大厅将任务派遣到相关责
任单位。”赵春玲说，相关责任单位将
按要求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置、整改。随
后，数字化城管信息采集员还会对该
问题进行回访。

说话间，赵春玲走到市区天宝路，
停下了脚步，又开始“揪错”了。当看到
路的一侧一个隔离桩受损时，她快速
向前跑去，拿出手机，拍照、定位、添加
描述、上传……像这样的操作，她每天
要进行几十次，每一个问题都逃不过
她的眼睛。

作为一名老员工，赵春玲日复一
日，顶酷暑冒严寒，奔波在大街小巷。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应该把它做
好，毕竟我是生在许昌、长在许昌的，
对这座城市有深厚感情，希望自己的

家乡越来越好！”赵春玲道出了心里
话。

在工作中，她做到“三勤”：一是眼
勤，每天及时发现城市管理中的问题，
不是双目一扫而过，而是仔细观察；二
是手勤，发现问题后，先判断，如果自
己能解决的就动手处理，不能解决的
就及时上报；三是腿勤，每天至少上街
巡查 8 个小时，时间一长，自然容易发
现问题。

实际上，考验信息采集员的不仅是
天气，还有一些市民对其工作的不理解、
不配合，有些人甚至认为信息采集员多
管闲事。有一次，赵春玲发现有一家店铺
门前堆放不少垃圾，甚至堆到了人行道
上。她将问题上报之后，顺便提醒了店主
一句，而店主认为赵春玲没事找事，说

“又不是我一家倒的垃圾，况且你又不是
城管执法人员，多管闲事”。

虽然这种情况赵春玲也遇到过，
但她说：“这种情况很少，绝大多数市
民 和 商 家 还 是 非 常 支 持 我 们 的 工 作
的，称赞我们是这座城市美好形象的
守护者。”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赵
春玲一方面向群众解释好创文的相关
要求，另一方面帮助群众排查存在的
问题并加以解决，为深化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许昌人，赵春玲为自己成为
城市管理的一员感到骄傲和自豪。每
次看到自己上报的问题得以解决，许
昌的环境越来越好时，她就特别有成
就感。

“如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越来越
美丽，每个人都应该理解、支持信息采
集工作，自觉抵制不文明现象，让生活
变得更加美好。”谈及今后的打算，赵
春玲毫不犹豫地说，“我将继续当好城
市管理的‘眼睛’，为我市的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增光添彩。”

信息采集员赵春玲——

用脚步“丈量”城市文明

□本报记者 刘晓敏

“11 月 1 日至 25 日，共收到爱心款
1954.56 元，请大家监督核对。日行一
善，爱心传递，感谢各位志愿者对公益
事业的大力支持！”11 月 25 日，在许昌
莲城爱心协会“日行一善”微信群里，
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原来，为确保
志愿服务活动有足够的资金，许昌莲
城爱心协会的志愿者养成了日行一善
的习惯。他们坚持每天捐出 1 元钱，为
各项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贡献力量。

“我们每天安排一个人在微信群
值班，负责收红包、统计数额。收到的
爱心款将全部用于帮助困难群众和购
买爱心物品。”许昌莲城爱心协会会长
王广科告诉记者。

许昌莲城爱心协会的前身是“许
昌爱心协会”，服务范围包括助学敬

老、帮扶困难家庭等。2015 年，在王广
科的倡议下，一群爱心人士自发成立
了“许昌爱心协会”。该协会自成立以
来，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与慈善活
动，为困难群众捐款捐物累计 20 多万
元，先后帮助我市几十个家庭在一定
程度上摆脱了困境。该协会的善举先
后被各级媒体广泛报道，收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也引起了魏都区委、区政
府相关部门的关注。

今年 7 月，在魏都区民政局、魏都
区文明办的大力支持下，“许昌爱心协
会 ”更 名 注 册 为“ 许 昌 莲 城 爱 心 协
会 ”。“ 自 此 ，我 们 协 会 算 是 有 了‘ 娘
家’，标志着协会的志愿服务工作又登
上了一个新台阶。”王广科表示。

许昌莲城爱心协会在魏都区民政
局注册后，志愿者的工作积极性更高
了，除积极参加全市统一开展的志愿

服务活动外，他们还自发地开展了很
多爱心捐赠、帮贫扶困等公益活动。
许 昌 莲 城 爱 心 协 会 的 知 名 度 越 来 越
高，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树立了良
好的志愿者形象。

10 月 5 日，市区 36 路公交车司机
彭建军在行车途中突发脑干出血。昏
迷前，他把公交车稳稳停好，确保了乘
客的安全。随后，他被送到医院抢救，
巨 额 的 医 疗 费 用 让 他 的 家 人 不 堪 重
负。了解这一情况后，许昌莲城爱心
协会的几位负责人商议，决定组织志
愿者为彭建军募捐。他们先在许昌莲
城 爱 心 协 会 微 信 群 中 发 布 了 募 捐 公
告，随后在曹魏古城南城门面向社会
开展募捐活动。在许昌莲城爱心协会
志愿者的影响和带动下，过往群众纷
纷献爱心，当天共收到捐款 5000 元，为
彭建军住院解了燃眉之急。

今年 8 月，建安区陈曹乡岗黄社区
黄水旺家的鸡蛋滞销，为此，黄水旺寝
食难安，愁苦不已。听说这一情况后，
许昌莲城爱心协会的志愿者在协会相
关负责人的组织下，来到岗黄社区黄
水旺家的养殖基地，购买了 2500 元的
柴鸡蛋，帮他暂时缓解了销售压力。

“农民搞养殖想致富，但是没有销路，
不容易。我们的购买量虽然有限，但
能帮多少是多少，总比不帮强。”王广
科告诉记者。

“许昌莲城爱心协会是一个传播
爱心、传递正能量的公益平台，怀有爱
心的志愿者相聚在一起，汇聚成爱的
海洋。”王广科表示，“下一步，我们将
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进一
步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不断增
强协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多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为更多的困难群众带去
帮助和温暖，为我市的文明城市创建
贡献更大的力量。”

许昌莲城爱心协会——

情暖莲城 与爱同行

日前，七一社区组织开展“巧手·精彩·晚年”手工活动，由社区爱心人士带领
老人动手制作立体七彩菊花，不仅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也进一步增强了社区
的凝聚力。 （资料图片）

市民正在智慧阅读空间看书。 孔刚领 摄

11月 25日，赵春玲在市区天宝路拍摄一个隔离桩受损的情景。
朱庆安 摄

许昌莲城爱心协会志愿者在曹魏古城南城门开展募捐活动。刘晓敏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