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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李女士反映，自家院内常年
脏乱差，随意堆放垃圾。

李女士说，国庆节前院内的下水管道
冒水，整个院又臭又脏。“过了节院里面更
脏了，常年都是这样真是受不了。”

8 日上午，记者来到了李女士所说的
市民新村北街3号院。

这是一个老式家属院，左侧墙边停满
了车辆，给并不宽敞的路面添了拥堵。

院内一侧墙角处，堆放了一排煤球，而
煤球堆放的位置上方是一住户的窗户。

在院内乱堆放的垃圾也随处可见，有
些门洞旁的垃圾溢到箱外，气味难闻。

因为房顶漏了，一名居民就自己动手
烧沥青补房顶，气味弥漫整个家属院，居民
们不堪忍受。

针对该家属院存在的问题，昨日下午，
记者拨打了杜岭街办事处的电话，工作人
员称，他们会派人查看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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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寨西侧垃圾站的问题经过网友投诉、政
府处理，没好几天，现在又反弹了。

事件回顾：徐寨村垃圾站无人清理
8 月 18 日，网友通过 ZZIC 网站反映徐寨

村西侧简易垃圾站问题，称该简易垃圾站无
人清理，垃圾站旁搭建了几间简易房。金水

区政府责令物业公司清除垃圾中转站外围垃
圾，关闭垃圾房大门，清除垃圾渗出的污水，
同时每天早、中、晚对该处进行消杀，安排保
洁人员将垃圾站旁简易房上面晾晒的杂物清
理到位。

问题反弹：清理5天后垃圾又满堆
9月27日，网友再次通过ZZIC网站反映该

问题。圣菲城北边，徐寨路西的那条堆满垃圾

的小路上，投诉过真的干净了几天，不过 5天，
照样是垃圾车堆满垃圾停在那里，和以前的情
况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改变。

现场核实：垃圾占据小路1/3
10 月 9 日 10 点，记者到达了圣菲城北边，

徐寨路西的那条小路上的垃圾站，掩着鼻子走
近垃圾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垃圾，垃圾
站的右侧约10米处停放着一辆推土机，左侧有
几间简易棚，棚前堆放着十几个大的编织袋，鼓
鼓的袋子里装满了饮料瓶、啤酒瓶等回收废品，
棚子旁边挂着塑料袋，破布等。大约15米处停
放着两辆大卡车，车上装满了垃圾，污水不停地
从车上流下来。路上过往行人，都是掩鼻而
行。过了两个多小时，12 点半的时候，垃圾已
经占了小路的1/3，一直无人清理。

附近居住的李先生很愤慨地说：“前两天干
净了几天，现在还是很脏，每次从这里过都要闭
着气，我们不奢望它能搬走，只要求白天不要那
么脏，我们只要求干净、不臭，麻烦赶快处理一
下吧，拜托了。”

处理结果：欲建现代化垃圾中转站
随后，记者联系到北林路街道办事处的工

作人员。对方称，徐寨垃圾房问题，办事处高度
重视，积极进行整改，一方面安排专人加强监管
做好垃圾房的消杀除味工作，全天候及时清理
垃圾，确保垃圾不外溢，努力把对周边居民生活
的影响降到最低；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寻求解决
办法，一是研究重建方案，在原址或村内选址尽
快另建新型垃圾转运站，二是积极协调上级部
门规划建设机械化垃圾中转站，从根本上解决
垃圾房问题，还居民一个洁净的环境。

市民新村北街3号院

住这个院的居民忒心烦
车辆占道、垃圾乱倒、污水

横流、刺鼻气体侵袭

送一份报纸，给困难群众的心灵开扇窗

市区万户低保家庭免费看《郑州晚报》
昨天早上9点，拿着

已经送到家的《郑州晚
报》，55岁的李延萍开始
给 哥 哥 李 顺 增 读 新 闻
了。从时政新闻读起，
李延萍读得仔细，李顺
增听得认真。

今年 1 月 1 日起，如
同李延萍一家，市区内
近万户困难家庭，都免
费看到了内容十分可读
的《郑州晚报》。

晚报记者 裴蕾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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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精神扶贫·赠报济困”爱心项目

去年12月15日，郑州慈善总会携手郑州晚
报宣布，正式启动郑州市“精神扶贫·赠报济困”
大型公益活动，旨在让全市的困难群众除了得
到物质帮扶之外，通过为市区内的困难户赠阅
2011年全年《郑州晚报》这一形式，再让这些生
活上暂时处于困境的群体及时了解国家方针政
策、了解郑州的新发展，及时获得再就业和理财
致富的信息。

启动仪式上，郑州晚报负责人介绍，送出一

份报纸，将可以给困难群众的心灵开扇窗，从思
想上脱贫，而报纸上的致富信息、创业实例也许
就会为他们的致富打开一扇门，政府的民生信
息也能及时传递到他们手中。

这次“精神扶贫·赠报济困”项目为市内5区
近1万户困难家庭每户免费赠送一份2011年全
年的《郑州晚报》。该项目也是 2010年郑州慈
善总会 20个签约项目之一，此举在全省，乃至
全国也不多见。

“精神扶贫·赠报济困”项目如今进展情
况如何？昨日，记者跟随郑州慈善总会监事
会成员一起探访了我市部分低保家庭，大家
普遍反映，阅读《 郑州晚报》已经成为他们生
活中难以缺少的一部分。

位于农业东路附近的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敬老院，这里居住着 13位五保老人，他们的
平均年龄已经超过了83岁。

每天，工作人员徐燕总会把老人们召集
起来，给大家念当天《郑州晚报》上的各种新
闻。“通过读报，老人们了解到了各种政策信
息，他们虽然很少出门，但也丰富了老人们的
业余文化生活，很受大家的欢迎。”徐燕说。

78岁的杨春来老人说，他现在腿脚不太
方便了，很少出门，但通过听郑州晚报的新
闻，他了解到了郑州每天发生的变化，特别是
每天都要听《 郑州晚报》上刊登的天气信息。

在东明路30号院1号楼东单元1楼居住
的 59岁的李顺增，因为下肢瘫痪，生活无法
自理。10多年来，享受低保的他目前的生活
起居，主要靠妹妹李延萍来照顾。

“因为照顾俺哥，我很少能出门，看了《郑
州晚报》，能够及时了解很多信息，真的太好
了。”李延萍说，如果有可能，希望这个赠报
活动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这样明年也能继续
看到《郑州晚报》了。

在实地采访了多个低保家庭后，郑州慈
善总会监事会成员对“精神扶贫·赠报济困”
项目的实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项目实施
得非常成功。

郑州慈善总会会长武国瑞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在以往的救助中，他们发现许多困难群
众的精神生活也比较匮乏，因此启动了精神
扶贫的项目。有着60多年办报历史的《郑州

晚报》的办报理念就是“向上、向善、温暖、温
情”。希望通过免费赠报阅读活动，一方面让
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精神慰藉，另一方
面也帮助他们通过报纸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郑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新红曾高度
评价该项目，认为赠报济困活动开启了全市
慈善的新领域，也创建了建设精神文明的新
方法。

今年起 ，近万户困难家庭免费看《郑州晚报》

每天读《郑州晚报》，已成为读者生活的一部分

通过免费赠报阅读 让更多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温情

徐寨村简易垃圾站垃圾成堆，污水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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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萍在给哥哥李顺增读《郑州晚报》上的新闻。李延萍在给哥哥李顺增读《郑州晚报》上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