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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走基层服务人民群众
惠济区文化馆 2016年被评为国家

二级文化馆，针对群众文艺创作、研究、
策划、组织、辅导、培训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进行挖掘、整理、保护、开发和利
用。为满足更多基层群体的文化需求，
惠济区文化馆选择了刘寨街道同乐社
区、古荥镇张定邦村、迎宾路街道英才
社区、长兴路街道彩虹社区、惠济区残
疾人托养服务中心等近 40个基层文化
活动场所，每年安排各类文艺演出不少
于 40场，用文艺的手段直接服务基层
群众达3万余人次。

充分利用阵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开展“教你一招”艺术课程培训，形

成“以专家培训带群众骨干，以群众骨
干带普通群众，以活动展演促文化培
训，以文化培训促水平提升”的群众文
化全覆盖、全提升模式。近两年开展
“惠声惠色”公益免费培训舞蹈、戏曲、
合唱、书法、油画、摄影、泥塑、古筝等15
个门类（8期共 960班次），受益群众
24000人次。

利用惠济区书画摄影家协会资源
优势，在春节前夕组织 30多名优秀书
法家先后到金蓝湾社区、前刘村、古荥
村等 8个镇办村（社区）开展送春联下
基层活动，共发放对联万余副。

年初，“河南省美协山水艺委会”入
驻惠济，由此拉开“晖曜大运河”采风惠
济创作活动。通过开展大运河采风写
生、“荥泽八景”巨幅通景画创作、惠济
历史文化收集整理等多个专题，深入惠
济区全域走、访、看、体、悟、察，以大运
河为中心，开展系列创作。

9月份开展了 2017年“红心向党、
舞动惠济”广场舞大赛；7月份开展了
“惠济区全民K歌”大赛，经过海选、复
赛和决赛，最终评选出 5位选手，成为
惠济 K歌之王；开展“党旗飘扬、翰墨
留香”庆祝建党96周年书画作品展。

文化志愿者队伍茁壮成长
惠济区文化馆文化志愿者艺术团是

一支艺术水准很高的群众业余文艺表演
队，在去年郑州市艺术广场舞大赛中荣获
2个一等奖，还获得了“郑州市优秀文化志
愿者团队”称号。她们代表中国民族民间
舞蹈参加了在韩国仁川举办的“东亚艺术
节”，其《青花韵》舞蹈一举夺得大赛金
奖。在去年“郑州市戏曲大赛”中，惠济区
文化馆戏曲研究室培养的选手获得了2个
一等奖、2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在参加
“挑战世界纪录72小时好戏唱不停”的活
动中，8名选手荣获“挑战勇士”称号，惠济
区文化馆戏剧研究室获得“优秀组织奖”。

全面开展非遗项目挖掘保护
坚持以特色促申报，以申报促保

护，惠济区非遗申报工作成果丰硕。截
至目前，全区已成功申报；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1个，即金沙泥砖
雕、剪纸、烙画、蛋雕、古荥对花鼓、城隍
文化、惠济桥传说、糖画艺术、双桥酒酿
造技艺、传统糖塑吹糖人和固城赵家陶
炻烧制技艺，建立区级保护名录 39个。
全区拥有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 3名，市
级传承人11名，区级传承人20名。

为保护、传承好这些活态的珍贵文
化遗产，惠济区文化馆充分发挥部门职
能，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契机，组
织开展了“惠济区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
产暨民间民俗文化展演”活动；积极创
新打造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利
用 VR现代科学技术，实现非遗展厅
720°范围内随意实景漫游。

惠济区现拥有 5家民办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馆和传习所，数量为郑州市
之最。其中黄河澄泥砚展示馆去年接待
参观学习人数达2万多人。任更年烙画
展示馆全年接待参观者近 2万人，其中
有不少国际友人、外国留学生前来进行
文化交流，亲自感受制作烙画工艺。

与此同时，惠济区文化馆积极协
调，借助省政府在郑州东站高铁候车大
厅打造的“老家河南”品牌旗舰店，把惠
济区的省级非遗项目——黄河澄泥砚
作为河南的文化品牌向社会推广，扩大
了非遗影响力。

阳光低保暖民心
惠济区不断创新机制，完善工作制

度，筑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道防
护线。5年来，城市低保标准已由每人
每月380元提高到现在的每人每月600
元，实现了城市低保应保尽保、应退尽
退的动态管理模式。
大爱慈善润民心

以“安老、抚孤、扶贫、济困、助学”
为中心任务，大力推进慈善事业发展，
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创新开
展慈善超市救助模式、衣暖人心·旧衣
回收项目，策划开展“助推精准扶贫 慈
善送戏下乡”公益演出活动,累计救助
困难群众近万人（次），发放款物价值
900万余元。
健康养老贴民心

养老敬老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建设
了全区第一家老人医疗养护中心欧安
乐龄医养中心，做好以“欧安乐龄”为代
表的辖区大型和特色养老项目对接服
务。同时郑州市老年公寓、区级养老服
务中心等项目也相继启动。

惠济区不断创新机制、完善制度，
筑牢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道防
护线。5年来，先后6次对城乡低保进行
了提标，城市低保标准由209元/月（人）
提高到 432元/月（人），月人均补差由
117元提高到 350元，保障面 10.2%；农
村低保标准由 1096元/年（人）提高到
2434元/年（人），月人均补助差由 77
元提高到 131元，保障面 16.7％。截
至目前，全区共有城市低保对象
3903 户，10152 人，农村低保对象
5038户、16798人，累计发放城市低保
金 1.9亿元，农村低保金 1.2亿元。分
散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 1600元提高
到 4114元，集中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
1800元提高到 4314元，累计发放农村
五保供养经费520.4万元。多次在全区
范围开展了城乡低保大清理整顿专项活
动，实现了城乡低保应保尽保、应退尽退
的动态管理模式。

救助服务顺民心
积极解决困难群体看病难问题，实

施了城乡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
务。5年来共审批城乡医疗救助对象
77459 人次、发放城乡医疗救助金
2924.8万元，资助参合金 86901人次、
268.8万元。不断加大临时救助力度，进
一步发挥临时救助拾遗补缺、托底保障
的作用，有效解决城乡群众临时性、突发
性生活困难。共对 8057人次实施了临
时救助，支付救助金410.52万元；为126
名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补助金75.2万元；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125人次，发救助金
30663元，救助衣物230余件，向户籍地
护送流浪人员5名，办理收养登记8例。
建立了横向连接区、乡、村三级灾害信息
员队伍，每年开展“自然灾害灾情信息管
理、房屋受灾损坏程度现场识别及操作
规程”等内容的集中培训。同时，完善了
自然灾害应急防御救助资金体系，累计
向6978户、85600人次发放救灾款1284
万元，救灾面粉29000袋。
社会事务贴民心

加大社会服务设施建设投资力度，
投资 1290万元建成惠济区社会福利院
并投入运营；先后建成了61所农村互助
老人幸福院，实现了61个行政村互助幸
福院区内全覆盖；利用街道闲置资产、公
益设施等建成了向阳、陶瓷等14所城市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积极落实老年人各
项优惠政策，为6390名农村70岁以上残
疾老人和全区 80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
生活补贴202.48万元，发放居家养老经
费 260.15万元，为 4088名老人办理了
《老年人优待证》。严格落实重点优抚对
象各类抚恤待遇，5年来累计接收退役
士兵 431人，安置率为 100%，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 211人，发放兵役优待补助金
共计 437.75万元。加强完善村和社区
基层建设，落实社区干部报酬，充实优化
社区干部队伍和社区志愿者队伍，61个
行政村实现了村（居）监督委员会全覆
盖，社区规范化改扩建达90%以上。

惠济区文化馆多举措
实现惠济文化全覆盖

近几年来，为更好地丰富基层群体文化需求，提升惠济文化氛围，
更好地保护、传承活态珍贵文化遗产，惠济区文化馆充分发挥部门职
能，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艺文化活动，发挥自身优势开展非遗项目
挖掘保护，坚持以特色促申报，以申报促保护，令惠济区非遗申报工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记者 蔺洋 文/图

惠济区民政局
真情谱就民生曲
社会福利事业长足发展

老有所养、孤有所依、病有所
医，困难群众有了救命钱，社会福
利事业长足发展……民政工作的
温暖送到惠济区的每一个角落，
一缕缕真情谱写了一支支为民解
忧的爱民之曲。

5年来，惠济区积极践行“以
民为本、为民服务、为民解困”的宗
旨，按照“兜好底，不出事，抓规范，
求创新”的工作要求，着力保障民
生，助推社会进步，服务全区发展，
为建设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区、生态
宜居宜业旅游城创造了和谐稳定
的环境。记者 蔺洋 文/图 困难群众领取救助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