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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路与邙山路交叉口向西约 50 米路北，
游园内水域有白色垃圾。

淮河路与太行山路交叉口向东约5米路北，临
街门店装修施工遗留渣土未及时清理。

文化路与建设路交叉口向北约60米路东，垃
圾箱内胆缺失。

湘江路与鹤云山路交叉口向西约120米路南，
主路面破损。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11月7日上午，记者在市区淞江路与

黄山路交叉口东北角的集中供热施工工地
看到，主管道已铺设完毕，工人正在拆除
井下施工设施和填埋施工坑，为恢复路面
做准备。

随后，记者在黄山路与岷江路交叉口
路南看到，经供热主管道进入未来花园小
区的供热管网已经完成对接，路面恢复工
作即将展开。

“我们家已经安装好暖气管道，盼望
着天冷时能用上暖气。”未来花园居民焦
先生说。

在海河小区，供热部门设置了咨询
台，与有意使用集中供热的居民进行沟
通，协商管道安装事宜。

记者从市城市集中供热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了解到，为确保在今年采暖季前完
成新建供热管网约20公里、50多个居民
小区供热设施的任务，我市持续加大督导
力度，督促承建单位挂图作战、抢抓进

度，指导施工方破解施工排水、地下管线
多等难题，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当前，供
热管网建设工程已大头落地，大部分居民
小区已具备供热条件。

集中供热涉及千家万户，是我市重要

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年初以来，市城
市集中供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贯彻
市委、市政府全力加快集中供热设施建
设的要求，履职尽责，及早谋划供热管
网建设工作，加快推进供热设施建设项
目，着力解决老旧小区供不上、新建小
区不配套、管网末端不畅通等突出问
题，进一步扩增集中供热面积，让集中
供热的福祉惠及千家万户，大幅提升居
民幸福指数。

10月份以来，市城市集中供热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和供热企
业扎实做好供热用煤储备、管网注水试
压、供热设施检修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
市城市集中供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广泛听取市民诉求，及时
受理供热投诉，逐一解决用户存在的问
题；认真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职责，严
格督导供热企业切实提高服务质量，让广
大市民用得安心又舒心，全力保障市民群
众温暖过冬。

我市自 2018 年实行集中供热以来，
大力推进集中供热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夯
实集中供热事业发展基础。截至目前，已
建成供热管网255公里，其中蒸汽管网
154公里、高温热水管网101公里；建成
换热站约190座，入网面积超1800万平方
米。

做好供热保障 让群众温暖过冬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我就像个啄木鸟，一旦发现哪里有

问题，就会立刻向相关部门反映。看到问
题得到解决，就感到无比满足和欣慰。”
11月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市民王新
立说。

59岁的王新立是郾城区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办公室主任，还是一名有着38年党龄
的老党员。在工作中，他认真负责、兢兢
业业，曾获得全省交通系统先进工作者、
漯河市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工作之
余，他化身“创文啄木鸟”志愿者，对身
边的不文明行为和现象进行曝光，维护城
市文明形象。

“这里原来没有石板路，是我反映
和建议后新铺的。”站在滨河西路恒大
名都小区北门通往河堤的石板路前，
王新立自豪地说，看到附近居民抄近路
从堤坡上河堤，踩坏了草地，他就把这

个问题反映给景区相关部门，并提出合
理化建议。最终，景区管理者采纳了他
的建议，铺设了两条石板路，不仅方便
了附近居民上河堤休闲，还保护了草
地。

去年冬天，王新立在回家途中发现白
云山路沙河桥东的一棵景观树上有断枝。

“断枝掉下来砸到游人后果就严重了。”王
新立说，他当即拿出手机拍照并发至“创
文啄木鸟”微信群，使断枝第一时间得到
了处置。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王新立在

所居住的小区也积极发挥“创文啄木鸟”
作用。“北门西侧的景观灯柱发生歪斜。”

“人工湖东边的绿植枯死，黄土裸露现象比
较严重。”“下水道盖子缺失，存在安全隐
患。”……年初以来，王新立编发居住小区
的“创文啄木鸟”电子期刊70多期，督促
解决问题80余个。

“文明让生活更美好。我们每个人既
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建
设者。我会继续当好‘创文啄木鸟’，以
实际行动做文明城市创建的引领者和践行
者。”王新立说。

王新立：“啄”身边不文明现象

■见习记者 徐斐斐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我市教育

部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任务，深入推进课后服务提质增效，在
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上双向发力。目前，
课后服务已经成为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的一项常态化工作。近日，记者从市教育
部门获悉，全市459所应开展课后服务的
学校已全部开展课后服务，近1.4万名教
师参与其中，为21万余名学生提供了形式
多样的课后服务。

“5+2”模式是我市开展课后服务的主
要形式，即每周5天、每天至少2个小时
的课后服务时间。各学校根据自身的实
际情况和学生的兴趣爱好，“一校一案”
制订课后服务实施方案，让学生有自主

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学校开设了50多门
课后服务课程，涵盖艺术、体育、科技、
阅读等，能够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要。
这些课程的开设，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
生活，还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
长。”嵩山路学校小学部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我市课后服务工作始终坚持学校为
主、公益惠民、“五育”并举、提质增效
原则。各学校根据自身特点制订详细的课
后服务实施方案，确保课后服务顺利开
展。同时，教育部门严格控制课后服务的
收费标准和参与范围，严禁随意扩大范
围、强制学生参加等行为，确保课后服务
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尤其是在课程设置
上，各学校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劳育等内容融入课后服务，通过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我市举办篮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推
进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进入校园，促
进青少年身体素质不断提升；举办全市中
小学优秀社团暨“说文解字”优秀社团展
评活动，打造更多优秀社团，为课后服务
提质增效作支撑。

为确保课后服务工作落地落细，我市
还积极探索各项管理和激励机制，在全省
率先出台了《落实“双减”工作考评办法
（试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工
作考评办法 （试行）》，建立健全“双
减”考评机制；建立“双减”新闻宣传机
制，印发《关于报送“双减”新闻宣传工
作情况的通知》，要求各县区（功能区）、

各学校挖掘“双减”新闻线索，积极配合
媒体发布学校减负新闻信息；完善激励措
施，教职工参与课后服务可按课时计入工作
量，有条件的学校要为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
提供晚餐、年幼子女托管服务等，充分调动
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探索，我市课后服
务工作取得较好成绩，舞阳县、漯河小
学、漯河市第二初级中学、郾城小学分
别被评为河南省2021年中小学生课后服
务工作县区和学校典型案例；2023年和
2024年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优
秀课程资源征集活动中，漯河市实验小
学等4所学校的课后服务课程资源被评为
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优秀课程
资源。

课后服务：丰富课余生活 促进个性成长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11 月 6日，源汇区马路

街街道八一路社区联合“爱满
夕阳”全国敬老公益平台开展
老年婚纱照公益拍摄活动，为
辖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拍
摄婚纱照。

当天，在八一路社区活动
室，志愿者为老人精心挑选服
装、化妆，摄影师耐心指导老
人摆出最佳拍摄姿势，用镜头
定格老人的幸福瞬间。一对对
老人身着盛装，拍下了一组组
精美的婚纱照。“我们准备了
婚纱、西服、旗袍、中山装
等，为每对老人分别拍摄中
式、西式两组婚纱照。希望用
照片记录下他们的美好时
刻。”志愿者白亚娟告诉记者。

王书伟和安金兰夫妇是第
一次拍婚纱照。安金兰告诉记

者：“我们结婚时没有条件拍
婚纱照，后来年纪大了不好意
思拍。这个活动圆了我们一个
心愿。”

八一路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李佳佳表示，接下
来，社区将不断创新活动形
式，多举措丰富老年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为老人们提供更多
贴心、周到的服务。

拍摄公益婚纱照
定格最美“夕阳红”

11月9日是全国消防日。11月7日上午，西城区新城办月湾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在社区开展了消防疏散演练。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11月7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建西社区联合毛毛虫绘本馆走进
源汇区实验幼儿园举办读书活动。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摄

施工人员在安装集中供热管道施工人员在安装集中供热管道。。

一对身穿中式服装的老人正在拍照。

11月9日是全国消防日。11月7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东大街社居委工作人员到
辖区商户、仓库开展消防器材检查。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11月6日，漯河市幸福家园社区老年大学到召陵区翟庄街道范
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开展爱心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