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邗3 月 20 日，市实验小学的学生们

在老师的帮助下辨认不同的水样。 为迎

接“世界水日”，市实验小学开展了“节约

用水、从小做起” 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向

学生展示采集来的水样，讲解有关知识，

让学生从小养成保护环境， 节约用水的

意识。 徐恒峰 李焦柳

摄

我市人口计生门户网站正式开通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亮、贾利

）经两个月的努力，

3

月

20

日，我

市全新打造的“沁阳市人口计生门户网站”正式开通。

今年年初以来，市人口计生委高度重视网站的开通，经过与

省人口计生委信息中心多次协商和沟通，在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终于建成并投入使用。 新开通的沁阳市人口计生门户

网站是集形象展示、信息发布、互动交流、优质服务为一体的便民

平台。

设计美观，版面新颖。 网站页面简洁，模块清晰；与国家、省政

府和计生门户网站友情链接，为群众提供更好的信息化体验。

功能完善，信息充实。 网站设有“政策法规”“生殖健康进家

庭”等栏目，形成了

6

个大栏目

36

个子栏目的新版网站格局，加大

了人口计生工作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

政务公开，便民利民。 网站设置“政务公开”专栏，将办理计生

证件的相关信息进行公开；增加留言答疑、政策咨询、网络调查等

新功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与群众的互动。

隰3 月 24 日，是凤凰铖风格酒店开业

的日子。该酒店积极响应中央厉行节约，关

注民生的号召， 把节俭举办开业庆典仪式

节省下来的 2 万元钱购买成洗衣粉、肥皂、

毛巾等日用品作为开业礼品， 赠送给我市

800 名环卫工人， 展现了企业和企业家的

社会责任心。 这是酒店董事长陈桦（左一）

等在开业庆典上，向环卫工人赠送礼品。

杨帆

摄

隍春耕时节， 市人民法院适时到各

乡镇、村组巡回办理涉农案件，将法庭开

到田间地头，调解到农户家中，切实为农

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法律服务。

图为 3 月 25 日.该院法官在田间调解民

间纠纷。 张建忠 张爱君

摄

隰3 月 20 日，市交警大队的一名交

警正在纠正学生的交通指挥手势。当日，

市实验小学的千余名学生通过法制课学

习交通法规，认识交通指挥手势，增强道

路交通安全意识。 徐恒峰 李焦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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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赶集摆摊”送平安

本报讯

（通讯员

耿伟、宋海波

）交警“赶集摆摊”，听起来稀

罕，可在市交警大队三中队却成为时尚。

3

月

21

日，农历二月初十，时逢西万镇西万村集市日，摊贩和

四面八方的群众聚集西万镇“赶集”。 三中队交警也早早地占据集

市“有利”点位，将

2012

年以来发生在我市的

10

起交通事故警示

展板展示“经营”，现场“叫卖”。 前来观看、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

当校尉营村村民李某看到发生在焦克路上摩托车和拖拉机

的事故展板后，十分惋惜地说：“死者我认识，这事故教训太深刻

了，那段路控制车速和不超车真的太重要了！ ”

在我市交警系统，像三中队这样乐于“赶集”的交警还有很

多。 据了解，交警们不仅乐于“赶集”，还积极走进乡镇、村，把安全

意识送村入户。 不少村民说：“交通事故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就

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记住‘交警忠告’，确保平安出行。 ”

警校牵手家长为学生构建

交通安全防护网

市实验小学八十余名家长参加

本报讯

（通讯员

连百忠

）为切实提升广大师生、家长的交通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3

月

20

日， 市交警大队组织市实验小

学家长八十余人， 在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基地召开了一次特殊的

“家长会”。

在警示教育基地，宣传民警向家长讲解了发生在我市的交通

事故案例， 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同时，民警还为家长讲解了出行应注意的问题，号召家长要以身

作则，为学生树立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榜样。

警示教育报告会结束后，一学生家长感慨地说：“要从现在做

起，从自身做起，督促孩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为孩子的安全负

责。 同时，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为我市创建

和谐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做一点自己的贡献。 ”

市疾控中心提醒

麻腮风疫苗补种工作仍在进行

本报讯

（通讯员

于辉

）为进一步推进消除麻疹工作，减少风

疹和腮腺炎的发病，自

3

月

18

日起，我市启动了

2013

年麻腮风疫

苗集中式查漏补种工作。

据了解，此次麻腮风疫苗查漏补种工作将于本月

31

日结束。

查漏补种工作主要针对三个阶段的人群：

8

月龄—

6

岁儿童没有

注射够两针次常规免疫接种者免费进行补种；

2

—

14

岁的儿童已

完成两针次常规免疫接种者按自愿自费原则加强注射一针次 ；

18

—

25

岁的育龄妇女按自愿自费原则注射一针次。 需要注意的

是，

3

个月内接种过免疫球蛋白的儿童暂时不能接种疫苗；近期注

射过其他减毒活疫苗的儿童需间隔

1

个月后补种；接种期间有感

冒、发热等症状的儿童待恢复健康后进行补种。

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群众，需要但还未接种麻腮风疫苗的人

员请抓紧时间进行补种。

市教研培训中心

开 展 送 教 上 山 活 动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卫东、王妍

）为均衡教育资源，提高山区教

师素质，市教研培训中心积极开展“送教上山”活动。

3

月

21

至

22

日， 该中心组织教研员和优秀学科教师来到常

平学校和山路平学校，为山区中小学教师作示范课，并与教师进行

面对面交流，解决山区一线教师的教学困惑。

据了解， 此次活动共有

2

名教研员和

6

位名师工作室的名师

参加，为山区中小学带去了

8

节示范课。 他们富有激情的语言、巧

妙的引导，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的课堂气氛感染了

听课的师生。

市教育局

将书法教育纳入

中小学教学体系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喜艳

）近日，围绕教育部出台的《中小学书

法教育指导纲要》，市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开展中小学书法教育的

意见》，在全市各中小学校全面开展书法教育。

《意见》明确要求各中小学要将书法教育教学工作列入学校工

作日程；要以培养“身心健康、气质优雅、素质全面、个性突出”的学

生为目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结合实际制

订开展书法教育的具体方案，对书法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

教师培养等方面做出科学规划和合理安排。

市教研培训中心书记王松江说：“为确保书法教育落到实处，

我们在课时安排上进行了明确规定。 义务教育阶段按照课程标准

要求开展书法教育，小学阶段每周

1

节书法课，其中一至三年级以

硬笔书法教育为主；四至六年级以毛笔书法教育为主，兼顾硬笔书

法教育。 初中阶段每周

1

节书法课，以毛笔书法教育为主。 普通高

中可开设书法选修课。 ”

“我市的书法教育刚刚起步，破除瓶颈是关键。”市教育局副局

长张冰忆说，“目前， 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专业书法教师

短缺，书法课大都是美术老师或语文老师兼任。为了提升这些教师

素质，近期，我们邀请了中国书画院、河南省考试办公室主任牛玉

甫，郑州师范学院教授康敬涛和田银海，对全市

150

名书法教师进

行书法知识和技能培训。下一步，我局将通过开展书法课堂教学评

比、书法教育研讨、书法教育专项督导等系列活动，推动书法教育

工作扎实开展。 ”

市人民法院

为 28名农民工讨回工资款 48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娇

）日前，市

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

28

起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 为

28

名农民工讨回工

资款

48

万元。

原来， 近日

28

名农民工到市人

民法院起诉上海某公司拖欠工资。立

案庭考虑到原告方当事人经济的实

际情况，为他们办理了缓交诉讼费手

续， 并依照原告的诉前保全申请，迅

速冻结被告上海某公司的银行存款

510000

元。 案件转到承办庭室后，承

办人员立即着手排期开庭。 同时，加

大庭前调解力度，多次组织各方当事

人落实情况，交换意见。 经反复调整

调解方案，市人民法院最终将案件成

功调解，

28

名农民工当场拿到了

48

万元的辛苦钱。

据了解，今年年初以来，市人民

法院加大对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障

力度，专门成立劳动者权益保护合议

庭，深入建筑工地、厂矿企业巡回审

理，就地办案；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住房城乡建设、工商、税务、工会仲裁

等多部门建立联动调解机制，采用查

封、扣押、冻结等预执行措施，努力促

使案件当场执结； 加大司法救助力

度，对农民工讨薪案件，一律先缓交

诉讼费， 对确实经济困难的当事人，

一律免交诉讼费，对生活困难的执行

申请人，积极发放救助基金，维护群

众合法权益。

我和我的蜗牛朋友

一天，我抓了 5 只非常可爱的小蜗牛，和它们一起玩耍起

来。

我仔细观察着小蜗牛， 发现每个蜗牛都背着又硬又结实

的壳，壳上面都有一个个像棒棒糖一样的圆圈，好像一座座小

房子。 每天， 小蜗牛总背着那重重的壳呀， 一步一步地往上

爬......

我拿了一只蜗牛放在另一只蜗牛身上，想着它是否能“表

演”出什么精彩的节目来？ 谁想到不一会儿，它竟“呼呼”地睡

起大觉来了，真是一个大懒虫！ 睡醒后，它便继续在那只蜗牛

的“房顶”上炫耀起自己来了，一会儿伸出它的触角东张西望，

一会儿将它的身体缩进缩出， 仿佛是在向我展示它那超强的

软功。突然，“啪”的一声掉了下来，它便立刻缩到了自己的“房

子”里，好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

“该吃饭了！ ”我想。 因为我知道蜗牛喜欢吃植物的根和

叶，就拿了一把蔬菜去喂蜗牛。它们看了又看，嗅了又嗅，直到

认为没有危险才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就这样我和蜗牛成了好朋友。

大自然中的生命可真有趣！只要留心，在哪里都能找到自

己的好朋友！

(作者系沁阳一小四五班学生付

梦溪 )

家长评语：

这篇“日记”是梦溪想像出来

的，很有点动物界童话的味道。加

油，我的小说家！

“让座”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最近，发生在郑州的两则关于

“公交让座”的新闻，引起社会各界

热议———有位女孩因为没让座，遭

到一位老人揪头发殴打；另一群老

人则举牌号召为年轻人让座。“让

座展示了郑州老人形象”、“老年人

让座， 没必要”、“礼让年轻人的最

好方式是乘车避开高峰期”……一

时各种观点云集。（见 3 月 20 日《大

河报》）

座位让还是不让， 谁给谁让，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尊老和爱幼、

道德和权利， 好似天平的两端，让

处于中间的人倍感纠结。 此前，对

于老人殴打没让座的女孩，很多人

都站到女孩这边，认为年轻人也有

坐公交座位的权利；如今，老人反

过来给年轻人让座，公众再一次为

难了。报道中，20 名乘客继续站着，

无一人理直气壮地坐下，也是深知

年迈的老者比自己更需要座位。

诚然，让座的良好风气可以成

为公交车上一道靓丽的风景，但从

经济学角度来看， 呼吁乘客让座，

只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并不能增加

哪怕一个座位，也就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事实上，公交超载不仅

会造成乘客乘坐不舒适，还会增加

驾驶员操控和乘客紧急逃生的难

度，带来偷盗、性骚扰等治安问题。

这些也不是倡导让座就能解决的，

而必须跳出道德范畴， 从资源供

给、秩序规范等层面破题。

数据显示，香港、巴黎、东京等

国际大都市，城市公共交通出行分

担率普遍在 50%以上， 有的甚至高

达 70%， 而我国内地大城市公交出

行分担率平均只有 20%左右。 尽管

各级政府一再强调公交优先战略，

但挤公交的痛苦感受，让很多人望

而却步， 转而购买私家车代步出

行，进一步增加了城市交通拥挤的

状况。 因此，必须完善城市公交基

础设施，加大公共投入，提高公交

运力，改善超负荷运转现状，让乘

坐公交出行真正成为一种享受。

同时，要修改“永不超载”的公

交标准，推进城市公交的规范化发

展。 根据 1987 年国家颁布的《机动

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 城市公共

汽车 1 平方米内只要不超过 8 人就

不算超载。 当超载标准高到了天花

板上，车厢内的拥挤不堪就不会“超

标”，有关部门自然缺乏动力去改变

公交困局。 当下，亟待加快公交规

范标准体系建设，倒逼公交部门增

加线路、班次，真正落实公众优雅乘

车、舒适出行的市民待遇。

公共交通的状况，还与城市配

套设施紧密相连。 在目前的城市化

建设中， 一些地方只注重商业区、

CBD、高档住宅的开发，忽视了公

共绿地、小区广场、街心花园的规

划，导致交通需求分布很不均衡。比

如，许多退休在家的老人，每天早上

和上班族一起挤公交车，为的就是

去公园、广场晨练。 这一方面加剧

了公交资源的紧张，也给老人自身

带来安全风险。

让座看起来是一个道德问题，

但在其背后，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社

会问题，比如公交优先战略、公共设

施布局等等。 破解让座难题，需要

管理部门端正理念，真正以人为本，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让市民安全舒

适地出行。

（此文转载自 2013 年 3 月 23

日《河南日报》3 版）

“下水道吃人”叩问治本思维

治理下水道问题，需要全社会凝

聚治本的合力

又一起“下水道吃人”的悲剧发

生了。 22 日的暴雨夜，女大学生杨丽

君不慎落入长沙城区一处下水道，随

即被急流卷走， 下落不明。 事发后，

当地公安、消防、卫生、市政、街道办

事处等均派人赶赴现场救援，媒体也

将聚光灯对准吞噬生命的洞口，网友

纷纷祈祷落井者能奇迹般生还。

伤感、愤怒、期望之余，我们还是

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几个老问题：为什

么需要那么多井盖？为什么需要那么

多部门来管井盖？为什么大雨就能冲

开井盖？ 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九龙治

水、管理部门推诿、防范不够、整治不

力，而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城市

规划不合理、排水系统老旧。

抓住症结才能解决问题。但长期

以来，一些管理者习惯于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满足于应急之策，而不愿去

改变造成结果的真正源头。

比如，地面井盖丢失，往往忙于

界定属于哪家单位，甚至不惜动用地

下管线专家“会诊”，却没空想一想，

为什么电力、电信、煤气、自来水、热

力等都要“各自为井”； 城市道路拥

堵，车辆限号、购车摇号本都属临时

管控，却逐渐习以为常，延缓了优化

交通规划、城市布局。

渐成常态的治标就这样代替了

治本，以至于井盖管理应急处置中心

都成了正式编制。 而一提到治本，总

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出现，出了状况

先以非常措施救救急， 缓下来后，治

本又被一再搁置。许多城市就这样成

了生病的美人，地面光鲜靓丽，地下

炎症不断，靠的是擦粉装头面，直到

拖得转成慢性病，最后不得不移肝换

肾。

管理者缺少治本的动力，甚至缺

少治本的思维， 原因何在？ 为官一

任，根治下水道这类事情，利虽长远，

功却可能不在当下。这就造成了一种

短视的政绩观：任上看不到成绩的工

作不急，积重难返的问题往往是出了

人命才能高度重视，媒体曝光才能协

调出动，上面检查才能突击应对。

约翰·奈斯比特曾在《中国大趋

势》中提到，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的结合。 下水道问题，单靠指令或是

单靠民意都无法根除。上级政府部门

首先必须改变问标不问本的政绩考

核办法。 有不少市长，因为大水淹死

人而被问责， 却没有哪一位市长，因

为水漫城区而请辞。下水道等平时看

不见的民生工程也应该严格纳入考

核范围，通过立法或行政界定直径和

深度等具体标准， 确立阶段性目标，

达不到就要问责。这就能够迫使城市

管理者重新评估治本的价值。

同时，民众也需要为治本提供动

力。 惋惜消失在下水道的女孩，更要

持续关注本城市的下水道改进，经常

出谋划策、 时刻监督政府的进展，当

然也包括承担升级改建下水道带来

的成本。

治本， 难度总是会远远超过治

标。 无论对于管理部门还是民众，都

面临着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斗争、

局部调整和整体调整的博弈。提升治

本动力， 需要全社会思维的共同更

新。

（此文转载自 2013 年 03 月 25

日《人民日报》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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