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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都风采

自从前夫离世后，魏都区灞陵街道
办事处农机厂家属院居民马爱兰改嫁
到 许 昌 已 20 余 年 。 虽 早 已 有 了 新 家
庭，但到了花甲之年的马爱兰，在看到
前夫九旬高龄的老母亲无人照料后，生
活拮据的她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又担起
了“儿媳”的责任，将老人接到身边悉心
照顾，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演绎了超越亲
情的大爱。别人笑她痴、笑她傻，她只
是笑着说：“我替前夫来尽孝，要是不
管，良心上过意不去啊！”

个头不高，齐耳短发，说起自己的
孝顺故事，马爱兰总是报以羞涩的微
笑 。 2019 年 12 月 19 日 ，记 者 见 到 她
时，很难将她的微笑与其所经历的苦难
联系在一起。

1971 年，家住周口市上水县的马
爱兰和王国强结婚。婚后，日子虽清
苦，但一家人也其乐融融。然而，一场
飞 来 横 祸 打 破 了 家 庭 的 宁 静 。 1986
年，王国强不幸因事故离世，撇下了马

爱兰和尚未成年的 3 个孩子。儿子成
家后，家里人纷纷劝她追寻自己的新生
活。

就这样，经家里人牵线搭桥，1997
年，42 岁的马爱兰只身一人改嫁到许
昌 ，和 一 个 叫 戴 中 和 的 男 人 结 了 婚 。
2009 年，戴中和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床，
马爱兰虽精心照料，但没能创造奇迹。
2012 年，戴中和也走了。由于他和戴
中和没有孩子，马爱兰有空便会回周口
老家看看儿女。

“ 没 人 照 顾 奶 奶 ，奶 奶 很 可 怜 。”
2014 年，小女儿王少艳的一番话触痛
了马爱兰的心。看到前婆婆还穿着自
己 10 多年前做的棉鞋，食无人问、衣无
人管，马爱兰心里很不是滋味。

“前婆婆是孩子的奶奶，也是俺的
妈。俺第一任丈夫走了，现在我代他尽
孝。”就这样，马爱兰把前婆婆薛桂梅接
到了许昌养老。

在街坊邻居眼中，薛桂梅总是穿得

干净整洁，被马爱兰拾掇得很精神。已
94 岁的薛桂梅得了帕金森综合征，时
而清醒，时而糊涂，吃喝拉撒睡都离不
开马爱兰的照顾。

“照顾她这几年，天天晚上都要醒
五六次，没睡过囫囵觉。”马爱兰说。马
爱兰和薛桂梅晚上睡在一间不足 10 平
方米的房间里，小小的卧室一横一竖放
着两张单人床。婆婆这边一醒，马爱
兰那边就能知道。“婆婆夜里起来上厕
所，我要看着，怕她摔了；她爱掀被
子，我就给她一遍遍地盖，屋里冷，怕她
冻着……”马爱兰说，婆婆年纪大了，像
个孩子似的，她睡了，婆婆才肯睡。

这对“婆媳”在生活中相互依靠。
没有能力出远门旅游，马爱兰就骑着三
轮车带着老人逛逛市区；家里很少吃
肉，吃青菜时，马爱兰会特意把青菜切
几段，老人吃菜叶，她吃菜帮；马爱兰外
出买菜了，风再大老人都会坐在门口，
直到她回来才会进屋……

“我妈一辈子不容易，我们很惭愧，
没能让她好好享福。”小女儿王少艳如
今和马爱兰生活在一起，在许昌找了份
工作贴补家用。在耳濡目染了母亲孝
老爱亲的行为后，马爱兰的儿女们也早
已把孝顺长辈当作为人处事准则。尽
管生活不宽裕，3 个孩子每月都会从微
薄的工资中拿出些钱，孝敬两位老人。

每逢过年过节，街道办事处、社区
都会为马爱兰家送去一些生活用品，平
时街坊邻居也都很钦佩马爱兰的孝心，
力所能及地去帮衬她的生活。

“俺们不能总指望政府帮扶，还是
要靠自己。”马爱兰说，“我没什么文化，
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做人要有孝
心，照顾前婆婆是我应该做的。”

马爱兰：“我替前夫来尽孝”
本报记者 付家宝

本 报 讯（记 者 许 廷 合 通 讯 员 宋
岩）2019 年 12 月 27 日，全国城市基层
党建创新论坛暨创新案例颁奖仪式在
郑州举行，魏都区《“五网融合”智慧党
建平台架起城市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
享“高速路”》创新案例荣获全国优秀
奖，成为河南省唯一入选的县（市、区）。

近年来，魏都区坚持党建引领，运
用“党建+大数据”思维，将现代化信息
技术与传统治理方式相融合，搭建“五
网融合”智慧党建平台，把基层党建、社
会治理、行政审批、社区管理、便民服务
等“五大网络”融为一体，逐步形成了

“区—街道办事处—社区”三级党建阵
地，在高效联动中有力推动了辖区各领
域党建共建共享、优势互补，有效破解
了城市基层党建一系列工作难题，不断

提升了该区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据了解，此次创新案例评选，全国

共有 4000 余个案例参评。经过激烈角
逐，最终共有 40 个最佳案例、90 个优秀
案例脱颖而出。

“此次获奖，是对近年来魏都区积
极探索党建工作新路径、不断提升党建
水平的认可和激励。”魏都区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申健民表示，魏都区将以此次
获奖为新起点，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把智慧党建平台作为
提高城市基层党建质量、加强城市基层
治理的有力抓手，努力探索以党建高质
量引领基层治理高水平的有效途径，不
断健全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体系，真正
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各
项工作的出发点、着力点、落脚点。

魏都区

荣获全国城市基层党建
创新案例优秀奖

本报讯（记者 许廷合 通讯员 徐永
胜）2019 年 12 月 27 日，记者走进魏都
区新兴街道办事处南关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只见老人们正聚在一起下棋、聊
天儿，整个中心笑声连连、其乐融融。

“社区改造提升后，活动设施越来
越齐全，办事越来越方便，我们累了不
仅有地方休息，而且中午还可以在这儿
吃饭，做梦都没想到社区能这么好。”作
为便民服务中心的常客，62 岁的宁春
玲每天闲暇之余就来到这里，俨然将这
里当成了她的“第二个家”。

“以前，社区没有便民服务中心，也
没有日间照料中心等相应的服务场地，
很多服务事项没法全面开展。”南关社
区党支部书记马磊说，“2019 年，我们
按照‘一有七中心’的标准对其进行重
新打造后，办公环境从内到外焕然一
新，居民办事不仅更加方便、舒心，而且
我 们 这 些 社 区 干 部 的 干 劲 儿 也 更 足
了。”

从昔日的狭窄破旧到如今的宽敞
明亮，南关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正是魏都
区高标准推进社区规范化建设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魏都区把社区规范化建设
作为便民惠民、强基固本、推进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
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任政委、区长任指挥
长的社区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大力实
施以“一有七中心”为主要内容的城市
社区规范化建设。“一有”，即每个社区
都要有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民主的自治
组织、广泛的社会组织；“七中心”，即社
区便民服务中心、综治服务中心、文体
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儿童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
心。

据 了 解 ，魏 都 区 共 有 86 个 社 区 ，
2017 年之前，社区办公面积平均为 400
平方米。“受场地等因素制约，传统的社

区办公环境已难以满足广大居民不断
增长的民生需求。”魏都区委副书记魏
少峰表示，“社区规范化建设事关城市
服务形象，事关群众福祉，既是城市服
务形象的‘面子’，也是群众生活的‘里
子’，必须从全局谋划的高度，推动社区
阵地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作为许昌中心城区，魏都区辖区土
地资源稀缺，要打造功能完善的社区阵
地，最有限、最紧缺的就是空间。“社区建
设既要符合相关标准规范，又要接地气
真正便民，所以对寸土寸金的魏都区来
说，社区规范化建设是真有困难。而如今
所取得的成效，也更加彰显了魏都区委、
区政府决策者的为民情怀。”魏都区委社
工委主任柴凤祥深有感触地说。

针对城市社区阵地不足、一房难求
的局面，魏都区积极运用有解思维破解
难题，通过“新建一批、共建一批、置换
一批、收回一批、购买一批、租借一批”
的方式，按照许昌市委“一有七中心”的
标准对社区阵地进行全面提档升级。3
年 来 ，社 区 新 增 阵 地 面 积 39590 平 方
米，魏都区的社区阵地平均面积由原来
的 400 平方米扩展到 700 平方米，其中
新 建 的 社 区 阵 地 平 均 面 积 更 是 达 到
1500 平方米。

“我们社区办公面积现在有 1600
平方米，比以前大了 3 倍，是在 2019 年
7 月份建成投用的。”在魏都区灞陵街
道办事处孙庄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该社
区党支部书记孙拥军介绍“新家”时，兴

奋之情溢于言表，“以前，社区想要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就只能向小区借场所。
2018 年，我们社区‘两委’换届时，因为
房子太小，许多党员甚至连坐的地方都
没有。现在好了，‘一有七中心’不仅让
群众办事更方便，而且依托这些阵地资
源，我们打造尊老爱幼型社区的信心也
更足了。”

城市社区硬件水平的提升，离不开
“真金白银”的投入。近 3 年来，魏都区
累 计 投 入 建 设 资 金 3.2 亿 元 ，在 2017
年、2018 年先后建成市级规范社区 21
个，其中 13 个被评为市级示范社区，并
于 2019 年完成了对 25 个社区的规范化
建设。

“社区建得好，更要用得好、治理得
好。”魏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申健民
说。在标准化打造社区办公环境的基础
上，魏都区按照“党建引领、因地制宜、
凸显特色、打造品牌、形式多样”的原
则，积极探索居民公约治理机制，大力
实施“网格前哨”工程，并连续 3 年实施
民生“365”工程，成功打造了社区 15 分
钟养老、健身、卫生、文化和便民“服务
圈”。短短 3 年来，一批服务周到、设施
健全、功能完善的特色社区，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出来。“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
范城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
验区”等称号，见证着魏都居民的幸福
生活，也成为魏都区的金字招牌。

“以社区规范化建设为抓手，我们
将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创新社
区服务模式，用贴心服务解民忧、暖民
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夯实党的
执政基础，让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魏都区委书记张书杰说道。

魏都区以规范化建设促进社区提档升级

打 造 服 务“ 升 级 版 ”
催 开 惠 民“ 幸 福 花 ”

每年集中财力办一批惠民实事是
多年来魏都区委、区政府的重要惠民之
举 。 2019 年 ，魏 都 区 重 点 在 教 育 、养
老、食品安全、居住环境改善等民生实
事上发力，一批民生实事相继完成，给
群众带来的实惠看得见、摸得着、感受
得到。

一直以来，魏都区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作为政府的应尽之责，不断加大公共
投入力度，坚持政府与市场一起发力，
并将群众中的创造力、积极性激发出
来，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重点性突
破，确保每一件实事落地落细、落实到
位，让群众生活质量得到更好提升。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办好民
生实事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能不
能 攻 坚 克 难 ，既 要 有 勇 气 ，也 要 有 谋
略。实际上，群众还有不少操心事、烦
心事。这就需要我们敢于碰硬、敢于啃
硬，把精力用在抓推进上、把功夫下在
破难题上，着力解决那些绕不过去、越
拖越难解决的短板问题，不让“最后一

公里”影响了民生实事的质量。
民生实事做得好不好、实不实，应

该由群众说了算。要赢得好口碑，还应
牢固树立绩效意识，建立严格的考核和
评价体系。在推进过程中要坚持问题
导向，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无缝对接群
众需求；要强化监督检查和“回头看”，
注重社会感受和实际效果，真正把好事
办好，在提质提速、共识共为中画出最
大同心圆。

民生无小事，实事连万家。站在
2020 年的起点，我们要继续带着责任
和感情，紧盯薄弱、对接需求、精准发
力、攻坚克难，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顺
民意、惠民生的工作，让群众共享改革
发展的成果，不断增强砥砺奋进新时代
的动力。

办好民生实事贵在持之以恒
付家宝

2019年 12月 30日，由魏都区委宣传部、魏都区文联联合主办的魏都区 2020
年新年音乐会精彩上演。该音乐会精选欢乐、祥和、经典、大气的乐曲，邀请省、
市、区优秀青年歌手、演奏家倾情演绎，格调高雅、清新，为群众送上了一道精神大
餐。 付家宝 摄

本报讯（记者 付家宝）2019 年 12
月 30 日上午，中国共产党许昌市魏都
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扩大）
会 议 召 开 ，总 结 2019 年 全 区 各 项 工
作，对 2020 年的工作进行部署。

2019 年，在党中央及省委、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魏都区委常委会按照
市委建设“智造之都、宜居之城”的发
展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
质量，各项事业展现出新的气象、新的
局面、新的成果。

会议明确了在许昌建设“智造之
都、宜居之城”中增添魏都光彩的工作
目标，全面部署了建设“智造之都、宜
居之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重点任务。

会议提出，要贯彻落实“巩固、增
强、提升、畅通”方针，坚持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持续实施

“513”工业转型行动计划，统筹推动传
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统
筹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

发展，统筹推动主体培育和载体提升，不
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推进
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打造对外开放高地，
深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持续激发经济
发展活力；要加快构建便捷畅通的交通
体系、兴利除害的现代水网体系，着力强
化基础能力支撑；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提升中心城区城市品质，提
升城市经营管理水平，切实提升城乡统
筹发展水平；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推进污染防治，推进
多彩魏都建设，推进资源高效利用，着力
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要持续改善和保障
民生，提升精神文明水平，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着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会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领导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旗
帜、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加快
建设“智造之都、宜居之城”，为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增添魏都光
彩，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魏都区委十四届八次全会召开，会议提出

在建设“智造之都、宜居之城”中
增添魏都光彩

2019 年 12 月 31 日，魏都区“文化
魏都”公益剧场举办迎元旦戏曲相声文
艺会演，让市民在欢笑中迎接新年。据
悉，魏都区“文化魏都”公益剧场自开办
以来，已经为市民提供了 130 余场精彩
演出，以公益的形式为群众传播传统文
化。图为演员正在表演豫剧。

本报记者 史晶 摄

随着社区规范化建设的稳步推进，魏都区社区功能日益完善，服务水平不断
提高，走出了一条具有魏都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图为 2019年 12月 26日，七一
社区在改造后的社区文体广场开展庆元旦传统笔会活动。 万微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