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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只无证和流浪犬
昨被暂扣

本报讯 全市规范养犬执法行
动第一天，各区积极行动，查
处市民违规养犬行为。

中原区共出动执法车辆
12辆，联合执法人员60人。纠
正违规遛犬行为45人次。截
至目前，暂扣无证和流浪犬267
只，接群众投诉的违规养犬案
件121起，全部办结。金水区昨
天对全区范围查处的60只流浪、
无证、违规犬只实施暂扣。经
开区昨天共查处流浪违规犬
27 只。现已普查居民养犬户超
95%，办理犬只700余条，收容
流浪犬只70余条。昨日管城
区的联合执法行动从下午5时
至晚上8时，共下达文书77份，暂
扣犬只35只，违规犬处置7只。
郑州晚报记者 董占卿 王翠
王赛华 杨宜锦
通讯员 谢非 胡海亮 张瑜

本报讯（记者 孙娟 裴其娟 李
颖）昨日是我市规范养犬管理专
项治理工作由自觉规范阶段转入
依法查处阶段的第一天，全市
1000 多名执法人员开始对城区
饲养烈性犬、大型犬，违规携犬出
户和流浪犬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为扎实推进工作开展，昨日上午，
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王璋，市
委常委、副市长张建慧带领市宣
传、城管、公安、园林等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分两路实地督导调研。

王璋一行先后来到金水河
滨河公园兴华北街至嵩山路段、人
民广场、经八路街道办事处省委
社区、经纬广场、郑东新区郑州之
林公园实地察看，所到之处与市民
交谈，详细了解工作落实情况。

根据工作推进情况，结合调

研督导的实际情况，王璋对进一
步开展好规范养犬专项治理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他说，规范养
犬管理专项治理既是市委市政
府关注的全局性大事，也是关系
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
生大事，目前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发展态势很好，要乘势而
上，加大工作推进力度，规范养
犬行为；各级各部门和各责任单
位一定要从思想上认识到这是
执政为民的好事，是一切为了群
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正义之举，
要强化工作措施，理直气壮地推
进，坚决遏制大型犬只伤人事件
上升的趋势；要继续耐心细致地
做好宣传、发动、引导工作，让规
范养犬管理专项治理工作做到
家喻户晓，让群众凝心聚力，为
规范养犬作出贡献；要谋划好联
合执法的新机制，对无视法律法
规，无视群众安全、侵害群众利
益的养犬人严肃处理，依法依规
给予处罚；要做好顶层设计，针
对流浪犬只收容处置等问题，加
快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妥善科学
合理处置；新闻媒体要切实加大

规范养犬管理政策法规的宣传
报道力度，做到家喻户晓，营造
浓厚舆论氛围，推动治理工作深
入开展，进一步巩固成绩，扩大战
果，坚决打赢规范养犬管理专项
治理这一硬仗。

王璋强调，各级各部门和各
责任单位务必掌握规范养犬专
项治理重在规范养犬人的原则，
要继续加强对养犬人的教育引
导；要强化规范公职人员管理，
要严格依法依程序开展违规养
犬行为查处；规范养犬管理重在
规范，而不是禁止养犬，不能简
单“一刀切”，不搞“一阵风”治
理，确保规范养犬管理治理实现
制度化规范化。

张建慧一行先后来到“五
一”公园、绿阴公园和东风渠滨
河公园花园路以东段，通过主动
与游客攀谈了解到，不少人赞成
查处公共场所遛犬行为。

张建慧指出，郑州虽然是一
个开放和包容的城市，但也是一
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因此，所有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应该遵守
郑州市规范养犬规定，维护好城

市的和谐与文明。各办事处、社
区是养犬管理工作的重要力量，
一定要把规范养犬的规定宣传
到每个住户，对所有养犬人建立
台账，教育养犬人做到规范养犬，
不养烈性犬、大型犬，文明携犬
出户不扰民，不污染环境。对违
规养犬经劝说又拒不改正的要
坚决依法查处。

郑州市规范养犬管理工作
自7月26日开展以来，全市上下
认真贯彻，严密组织，采取措施，
迅速行动，宣传发动工作深入人
心，各区各部门把专项治理工作
与以网格为载体的长效机制紧
密结合，不规范养犬行为得到有
效遏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累
计普查犬只71854只，办证年检累计
59728只，犬只扰民、违规遛犬等
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但仍有相
当一部分养犬人未给犬只办证、
年检，或饲养烈性犬、大型犬未
按有关规定处置，或违规携犬出
户，给其他市民生活带来不良影
响。在下一步工作中，市城管、
公安等有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对
违规养犬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孝老爱亲

乡村教师闫冬云：
身残志坚
谱写孝与爱的真谛

现年 54 岁的闫冬云已经
教学 36 个春秋，今年是她教学
生涯的最后一年。在中牟县姚
家乡小胡小学，我们见到了正
在给学生上美术课的闫冬云，
她一边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绘
画，一边还帮孩子整整衣服。

“在我们眼里，闫老师不仅是一
位慈祥的老师，更像是我们的
妈妈。”闫冬云教过的学生都有
着这样的感受。

班上不管哪个孩子有困
难，闫冬云都会尽全力帮助：得
知学生不写作业是因为家里没
电，她便自掏腰包帮学生家安
装电线；冬天看到学生穿得单
薄，她便为学生拿来棉衣；知道
学生家庭贫困，帮学生买学习
资料……

“如今我年纪大了，还有糖
尿病，眼睛经常流泪，但只要
看到孩子们我就很高兴。”闫
冬云说。

闫冬云不仅是孩子们眼中
的“闫妈妈”，还是乡邻眼中的

“大孝女”。2012 年元月，她的
父亲患了 12 年多的脑梗突发
病变，住院两个月，因年纪大恢
复慢坐上了轮椅。2013年2月，她
年近九旬的公公得了脑溢血，
最终坐上了轮椅。但这些没有
打倒闫冬云，虽然自幼患小儿
麻痹症造成左腿残疾，又患了
9 年糖尿病，但她在兢兢业业
对待的同时，依然无微不至地
照顾着两位轮椅上的老人。
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实习生 詹瑞雪

本报讯 11 月 30 日，市政府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召开
会议，安排部署食品安全“强
网固本”行动，其中整治重点
就是，对无证无照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进行排查取缔。此次
行动将从 12 月 1 日起至明年 3
月 31 日，我市将彻底排查食品
安全隐患，进一步规范食品生
产经营市场，严厉打击食品安
全违法犯罪行为，确保 2014 年

元旦、春节期间的食品安全。
按照部署，各县、区政府

要组织辖区的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和基层网格长，深入开展
无证无照和非法生产经营行
为排查，对排查掌握的 非 法
生 产 经 营 行 为 要 第 一 时 间
登记在册并逐级汇总上报，排
查区域力争达到 100%，不留
死角、不留盲区。

特别要以城乡接合部、城

中村、城市居民区、校园及公
共 场 所 周 边 为 重 点 区 域 ，
食 品 安 全 各 监 管 部 门 将 及
时查处大宗食品抽检、监 督
抽 检 工 作 中 发 现 的 问 题 食
品 。 对 涉 嫌 犯 罪 案 件 ，移
送 公 安 机关处理，追究当事
人的刑事责任。各级公安机
关要以非法添加、地沟油、瘦
肉精、病死畜禽等为重点，严
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犯罪活

动。对重大案件，各县区食品
安全办要挂牌督办，对严重危
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违法
犯罪行为，做到能查、能捕、能
诉 、能 判 ，确 保 依 法 严 惩 食
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举报电话：郑州市食品安
全 违 法 案 件 举 报 受 理 中 心

（0371）67717450。
郑州晚报记者 孙娟
实习生 叶霖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河南省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2013 年
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
金中央补助资金预算指标已
提前下达，各地要严格按照普
通高中在校生总数 20%的比
例评选、申报，不得突破规定
比例发放，平均资助标准为每
人每学年1500元。

据介绍，普通高 中 国 家
助 学 金 发 放 范 围 覆 盖 我 省
按规定批准设立、实施普通高
中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 高
中 学 校 和 完 全 中 学 的 高 中
部，资助对象为具有正式注
册 学 籍 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民办
普 通 高 中 学 校 按 照 国 家 有

关规定规范办学，其招收的符
合条件的普通高中学生，也
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 按 学 年 申 请
和 评 审 ，按 学 期 发 放 ，由 学
生 向 就 读 学 校 提 出 申 请 。
学 校 要 为 每 位 受 助 学 生 分
别办理银行储蓄卡，直接将
国 家 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

手中，一律不得以实 物 或 服
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
助 学 金 。 普 通 高 中 国 家 助
学 金平 均 资 助 标 准 为 每 生
每 年 1500 元 ，具 体 标 准 由
各市、县或学校结合实际在
1000 元 ~3000 元 范 围 内 确
定，可以分为2~3档。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本报讯 11 月 30 日 ，郑 州 慈
善 总 会 联 合 郑 州 广 安 中医
院、河南司法警察官职业 学
院 的志愿者一行来到登封，
为 登封市希望文武学院的 孩
子 和 骆 驼 崖 村 特 困 户 送 去

了棉衣棉被，让他们在这个冬
天不再寒冷。

登封市希望文武学院里的
学生大部分是孤儿和残疾儿
童。志愿者一下车就和他们一
起吹气球，踢毽子，玩跳绳，孩

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嘴里不停
地喊着“哥哥”“姐姐”。“多陪我
们玩会儿吧 ，不 想 让 哥 哥 姐
姐 们 走 。”孩 子 们围着志愿
者，很不舍地说。

当天下午，郑州慈善总会

和登封爱心车队人士一行还
赶到骆驼崖村，看望这里的
特困户，并为他们送去棉衣
棉被、米面油。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董艳竹
实习生 詹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