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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攻坚 我们在行动

□本报记者 王艳彬
实 习 生 李宜书

开出首张行人闯红灯罚单，设置
“护学岗”，重要路口增加警力，严查
“摩的”非法运营、机动车乱停乱放等
突出违法行为……交通秩序整治是文
明创建的“重头戏”，市公安局集全警
之智、举全警之力，坚决打赢这场硬
仗。

在市委文明办领导下，市公安局
组织省市区级文明单位和驾校共600
名文明志愿者在早、晚高峰上路执

勤，加大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
不按规定道路行驶管控，强化交通劝
导疏导。聚焦十大交通陋习，集中开
展交通整治严管重罚竞赛活动，组织9
支执法小分队采取“扣、贴、拖、
锁”等手段，严查严处“摩的”非法
运营、机动车乱停乱放、占压盲道、
随意变道等突出违法行为。投资3300
万元，完善交通护栏、标识、标线、
信号灯等交通管理设施，提高科学化
精细化管理水平。

市公安局每天组织市局机关民警
和8个分局500名警力，担负全市19

个“护学岗”、8个新增重要路口、67
个岗点路面执勤，最大限度解决拥
堵，保证道路畅通。持续开展交通安
全大宣传、大曝光，出动19辆宣传车
不间断播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倡议
书》，发布手机短信2万余条、微博微
信300余条，开展3次微直播，营造文
明交通浓厚氛围。目前已查扣“摩
的”302辆，拖扣乱停乱放车辆479
辆，对184起行人、非机动车违法行
为进行处罚，施划交通标线7万余平
方、临时停车泊位2326个，交通秩序
整治初显成效。

□本报记者 王艳彬

6月16日上午，在漯河三中西校
区，电子屏、黑板报、版面上处处显
示的都是“创文”内容。在宣泄室，
人形状的宣泄设备为学生排除负面情
绪找到了出口。在心理咨询室和疏导
室，记者看到一盘细沙，一瓶清水，
一架子各式各样的物件造型，这是沙
盘治疗工具，旁边一把体感音乐放松
椅可让学生放松心情。漯河三中的
“创文”设施令参加我市教育系统“创
文”工作现场观摩会的各校校长赞叹。

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我市教

育系统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课堂”活动，要求全体师生熟知
并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渗透
到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的
各个环节，贯穿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各
个阶段。持续开展中华文化经典诵读
活动，把经典诵读纳入教育教学计
划，组织开展诵读展演、竞赛交流等
活动，引导未成年人继承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提高道德素养，争做“文明
小公民”。在传统节日组织开展“我的
中国梦”“我们的节日”“童心向党”
等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切实加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我市教育系统注重校园文化建

设，利用宣传栏、广播站、校园网、
少先队室等文化阵地和优美的校园环
境，陶冶学生道德情操。组织“文明
交通”“清洁家园”“送教下乡”“千名
党员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实
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广大市民争做文明
市民，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各学
校根据本校建筑特点，精心设计制作
创文宣传版面，不断提升校园文化建
设水平。目前教育系统已经累计制作
创文宣传版面6000多块，营造出浓厚
的创建氛围。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大姐，请把电动车挪走吧，不要
放在草坪上。”6月15日上午，记者在
烟厂花园采访时，看到一位穿着红马
甲的志愿者正在劝说一名市民将电动
车从草坪上推走。“好、好，我这就
挪，下次肯定注意。”这名女士一边推
车一边说。原来，那位志愿者是召陵
区漓江路社区不文明行为劝导队的成
员之一，职责就是劝阻辖区居民的不
文明行为。

组成多支志愿者服务队、对辖区
居民进行“走心”教育、播放与创文
工作相关的微电影……近日，围绕
“创文”活动，漓江路社区创新多种工

作形式，以志愿服务为特色，最大限
度地调动辖区居民参与“创文”的积
极性，在辖区形成全民参与的氛围。

“除了不文明行为劝导队，漓江路
社区利用辖区3000多名志愿者的优
势，还组织了环保志愿者服务队、文
明出行志愿者服务队、文明宣传志愿
者服务队和邻里守望志愿者服务队等5
支长效的‘创文’志愿者服务队，为
‘创文’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漓江
路社居委主任靳会杰说。

“俺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就来广场
上散步，锻炼身体累了，就来电影。”
家住棉麻龙泰小区的刘阿姨说。刘阿
姨口中的电影就是与创建文明城市相
关的宣传片。

“为了提高居民对‘创文’工作的
认识，我们每天晚上都组织志愿者在
广场上播放相关的微电影，让居民在
轻松的氛围中学到‘创文’知识。”靳
会杰说，每当夜幕降临，在烟厂花园
广场上，就聚集着前来看电影的市民。

此外，漓江路社区通过道德讲
堂、家长学校、市民学校，对辖区居
民进行“走心”教育，让居民了解为
什么要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市的创
建能给居民带来哪些切身利益，让居
民明白如何更好地参与创文工作；通
过五好文明文明家庭、文明市民评
选，志愿者服务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最大限度地调动居民参与“创文”工
作的热情。

市公安局：集中整治交通秩序

教育系统：培养“创文”生力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攻坚启动以
来，在市创建办指导下，各区对沿街
建筑立面进行改造，打造色彩亮丽、
整齐划一的沿街风景线。图为经济技
术开发区沿街建筑改造后的效果。

本报记者 谢晓龙 摄

漓江路社区：动员居民积极参与

王秋霞，女，中共党员，1977年8月
出生，本科学历，漯河市第六次党代会
党代表，源汇区第十四次党代会党代
表，现任源汇区发改委副主任科员。王
秋霞从小跟父亲在军营里长大，血脉里
承袭着军人的风采，眉宇间更透出飒爽
英姿，就想着长大了要参军，把自己的
美好年华奉献给神圣的国防事业。虽未
能一身戎装保家卫国，却成为了一名光
荣的军嫂，默默的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自参加工作以来，她严于律己，务实进
取，不计名利，任劳任怨。在家孝敬父
母，尊重长辈，关心爱人，和谐相处，
对患心脏病的公公和患腰椎间盘突出的
婆婆精心照顾，赢得了身边领导、同事
和邻里朋友的一致赞誉。

王秋霞深知军人的职责意味着奉
献，而自己的丈夫是一名军医，曾参加
汶川抗震救灾、兰考抗洪抢险，两次赴
非洲冒着枪林弹雨，执行联合国维和任
务。在王秋霞的支持下，丈夫在部队已
荣立四个三等功。面对丈夫特殊的职业
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她默默的奉献着
自己的一切。她说：“我从来都不敢生
病，不敢歇着，一直有一个声音在给我
说，一定要坚强！”尽管她看上去外表瘦
弱，了解她的人都说她是个‘铁娘子’。

做一名军人不容易，做一名军嫂更
不容易。王秋霞公婆都70多岁，年事已
高，体弱多病。为了丈夫能安心在部
队，她把公婆接来和她一起住，嘘寒问
暖，寻医问药。人家儿子不在身边，不
能让老人感觉到委屈或不自在，她让老
人吃好、喝好、玩好，从来不敢对老人
红个脸，从没给丈夫和组织诉过苦、叫
过难，不断解决丈夫的后顾之忧。公婆
生病住院都是她一人照顾，孩子的培养
教育也落在她一人身上，婆婆常拉着她
的手说：“俺这儿媳比儿子都强，俺这辈
子可是享儿媳妇的福了。”

王秋霞的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
是亲生女儿，一个是丈夫大姐的女儿。
她对孩子悉心照料，言传身教，给孩子
培养良好习惯，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尤其是丈夫大
姐家的孩子，她作为舅妈，更是精心照
顾，疼爱有加。由于丈夫的姐姐身体不
好，她的女儿就跟着王秋霞上学。从孩
子初一直到高中毕业，从学习、生活，
到心理辅导样样照顾周全。秋霞曾经这
样教育孩子说：我是个普通的人，不能
给你提供什么帮助，不能给你什么财
富，但是你能从我身上体会到如何用
真、善、美来行走人生。王秋霞做的无
微不至，面面俱到，让孩子顺利度过了
心理叛逆期，成功地考上了名牌大学。

弱肩担大爱
孝老爱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