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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9日晚上 7点，22岁的源
汇区受降路小学幼儿园老师段思雨
下班后，回到了新搬入的小区蓝湖
北区。她抬头望了望 22楼的家里，
看到了窗户里透出的温馨的灯光，

“爸爸妈妈一定做好了美味的饭菜
等着我呢！”想到这里，幸福的段
思雨加快了脚步，步入电梯，很快
进了家门。

“好香啊！我回来啦！”闻到美
味，段思雨一边赶紧换拖鞋，一边
高兴地与爸爸妈妈打招呼。段思雨
的爸爸段新伟、妈妈吕秀华急忙招
呼宝贝闺女进入餐厅吃饭。

段思雨的爸爸妈妈经营着一家
早餐店，靠着 20多年的诚信经营，
生意一直不错。爸爸妈妈将辛苦挣
下的钱，买了这套 100多平方米的
新房子，改善了全家的居住条件。

“以前俺家三口住在解放路的
一个小房子里。”段新伟告诉记
者，20多年前，他们从平顶山来到
漯河的时候手头也没有什么钱，只
能借钱在解放路那买了一个80多平
方米的旧房子。原来的房子是个临
街房，不属于小区，没有物业，房
子的卫生间和厨房都很小，洗漱、
做饭都不方便。“窗户还不隔音，
晚上跑火车的声音，还有路上汽车
的声音，吵的人都睡不好！”吕秀
华补充道。

“现在好了！窗户是双层的，
既隔音还保暖。大阳台、大飘窗采
光非常好。卫生间和厨房都那么
大，洗澡、做饭都特别方便了！原
来没有物业，现在物业还特别好，
每天保证我们的安全，定点打扫卫
生。我的钥匙丢了还是物业帮我找
到的！”段思雨高兴地说。

在我市，像段思雨家由小房子
搬进大房子，由没有物业的老旧小
院搬到物业管理完善小区的市民还
有许多。

近年来，我市抢抓国家、省实
施保障房建设的机遇，坚持把保障
房建设放在改善民生的重要位置，
大胆实施住房保障制度创新，建立
了一套适应行之有效的住房保障模
式，让更多的住房困难家庭实现住
有所居。我市改善了住房困难家庭
住房条件。通过争取建设规模和上
级各类补助资金，平均每年建设保
障房 1.2万套，建设数量和争取上

级资金比重位居全省前列。全市有
7.2万余户住房困难家庭享受到了
住房保障，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我市大规模建设公租房，实现
了城镇低收入群体、进城务工农民
和新就业大学生住有所居。在产业
集聚区建设大批公租房，破解了过
去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住房瓶颈，吸
引了一大批农村转移人口入住保障
房，尤其是部分农民工把孩子、父
母都接到城里，解决了农村留守儿
童和老人无人照料的难题，为加快
新型城镇化进程注入了活力和动
力。五年来，全市累计解决12.5万
农村人口进城的住房难题，贡献城
镇化率4个百分点。

2014年，市房管局动员社会力
量，采取四种途径对全市近千个老
旧小区进行了整治。到 2015年底，
全市所有老旧小区、楼院全部完成
整治。截至2016年5月底，全市老
旧小区实现了物业服务全覆盖，全
市 886 个老旧小区 （楼院、排房）
实现了简易物业管理。生活于老旧
小区的居民，已经能够在家门口感
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五年来，我市房地产开发完成
投资额 228.21 亿元，建设商品房
873.3 万㎡，竣工 570.12 万㎡，销
售 618.43万㎡；市区居民人均建筑
面积达 45.29㎡。五年来，我市通
过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直接促
进 1.85万户 3.7万人进城就业，服
务了经济发展。

近年来，漯河房地产发展突飞
猛进，投资额与开发面积快速增
长，城市面貌与市民居住条件发生
了很大变化。

城市人居水平不断提高。“十
二五”以来至2015年7月末，漯河
市房地产开发累计完成投资 224.5
亿元，开发建设商品房 868.18 万
㎡，销售面积555.09万㎡。比“十
一 五 ” 期 间 分 别 增 长 203.79% ，
35.91%，34.83%。城镇居民人均住
房面积达 45.29㎡，是“十一五”
期间人均住房面积36.8㎡的1.23倍。

购房人群逐步向农村和县城扩
展。通过对市区十个典型楼盘的购
房人群进行抽样调查，共对4294位
购房人身份证住址进行分类统计。
市 区 人 群 购 房 套 数 3002 套 ， 占
69.91% （其中城镇居民购房 1716
套，占39.96%；农村居民购房1286
套，占 29.95%）。市区以外人群购
房套数1292套，占30.09%（其中临
颍县居民购房185套，占4.31%；舞
阳县居民购房368套，占8.57%；外
地居民购房739套,占17.2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市城
镇居民近几年住房需求已经得到逐
步改善，城市人口购买比例在缩
小，近郊农村人口进城买房有所增
加，两县和外地来漯置业者的数量
增长缓慢，购房群体由城镇逐步向
农村和周边县市扩展。

日期：2016年9月19日

温馨提示

本期体彩大乐透开奖

奖池信息：34.4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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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变大了 住得舒服了
市民眼中这五年市民眼中这五年系列报道之②

兰乔圣菲小区内建有广场，居民都带着孩子来玩。

本报讯（记者 王艳彬） 9月20
日上午，市妇联、市选派办、市中
心医院联合在市中心医院会议室举
办“巾帼脱贫”行动暨第二批农村
妇女“宫颈癌”检查公益项目启动
仪式。此次检查项目将惠及全市40

个行政村的6000名农村妇女。
今年 3月至 5月，市妇联、市

中心医院联合在全市43个行政村开
展了第一批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项目，为5000多名农村妇女进行了
免费检查和“两癌”防治知识普

及，受到广大农村妇女的
欢迎。

此次检查项目将惠及
全市40个行政村的6000名
农村妇女，届时市中心医
院的医护人员将入村为农
村妇女进行免费检查。

“从我们临床上的病例
来看，宫颈癌的患者中，
大部分为农村妇女。”市中
心医院副院长付秀虹告诉
记者，“从一般的宫颈癌前
病变发展为宫颈癌大约需

要 8年~12年时间。宫颈癌并不可
怕，它是一种可预防、可治愈的疾
病。

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及时发现
和治疗宫颈癌前病变，终止其向宫
颈癌的发展。如果能落实防治措
施，宫颈癌的治愈率很高。但是由
于农村女性被关注度低，自己对宫
颈癌的认知程度低，导致农村女性
的发病率高。这次针对农村妇女的

‘宫颈癌’检查公益项目就是要帮
助广大的农村女性。”

舞阳县吴城镇妇联主席张松娜
深有感触地说：“刚开始发动我们
那的妇女进行宫颈癌检查的时候，
有些人还不理解，甚至认为是骗人
的。当大家检查后，确实感受到检
查的必要性后，许多妇女真心感谢
咱市这个公益项目了。”

我市第二批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公益项目启动

6000多名农村妇女受益

9月20日是第9个“漯河慈善日”，漯河市慈善总会在
这天举办了慈善公开日活动，不少市民前来参加，纷纷提
出自己的问题，有些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图为工作人员
在向市民讲解关于慈善法和慈善知识的书籍。

见习记者 杨 淇 摄

□见习记者 杨 淇
实 习 生 魏水晴

干练的短发、温柔的笑容，9
月 17日上午，记者在漯河市老干
部活动中心的二楼办公室见到了
58岁的陶淑敏，她端坐在办公室
的圆桌旁，头顶正上方挂着一横
幅，上书五个大字———天下慈
母恩。作为我市爱心公益团队

“妈妈团”的副团长，也是团队发
起人之一，陶淑敏向记者讲述了
她的志愿服务故事。

组建团队想要帮助更多人

2012 年，陶淑敏在驻马店参
加一个传统文化论坛时，被论坛
上老师的精彩讲解深深打动。她
意识到，作为一名女性对整个家
庭的幸福至关重要。“当时我就想
把传统文化带到漯河，让更多漯
河的女性朋友知晓自己在家庭中
的重要性，明白应该怎样做，从
而改变自己，收获幸福。不过那
时时机不成熟。”陶淑敏略有遗憾
地说。

直到 2013 年 9 月，在陶淑敏
和几位朋友的努力下，“幸福人生
传统文化宣讲团”成立。经过几
个月的运作，2014年3月，陶淑敏
和其他几名团队成员决定，将

“幸福人生传统文化宣讲团”更名
为“妈妈团”。

团员提起她赞不绝口

去沙澧河岸边捡拾垃圾，去
特殊教育学校、儿童福利院给孩
子们洗头发、剪指甲、教他们手
语、舞蹈、和他们一起游戏，走

进敬老院陪老人聊天，调解家庭
矛盾……3年来，这些事情对陶淑
敏来说是家常便饭。

在 妈 妈 团 里 ， 一 提 起 陶 淑
敏，“质朴，亲切。”队员们都赞
不绝口。大家都说她是妈妈团的
资料库，保管员，后勤部长。“经
常整理资料到晚上一两点。”说起
自己的辛苦，陶淑敏笑着表示，
劳累是免不了的，妈妈团公益活
动花费的钱财都是大家捐赠的，
一定要精打细算，货比三家，把
钱花在刀刃上。

帮助别人是最开心的事

在团队组织的“爱心妈妈进
校园”的活动中，陶淑敏以一颗
慈爱之心，关爱着每一位学生。

一次，一位母亲找到陶淑敏
情绪激动地拉着她的手说：“如果
我的孩子没有遇到你，我真不知
道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原来
由于一些矛盾，孩子对母亲一直
心怀怨恨。但在陶淑敏对孩子长
期的关心和开导下，孩子慢慢打
开了心结，跟母亲和好如初。对
此，陶淑敏感到很欣慰。

陶淑敏告诉记者：“我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通过团队把传统文
化带进千家万户，帮助别人、做
有意义的事情，这些志愿服务让
我的生活充满阳光和快乐。”

“妈妈团”副团长陶淑敏

帮助别人是最开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