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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障碍儿童在认
知、社交等方面与普通孩
子不同，参与活动面临诸
多挑战。3月，市金蕊儿
童康复中心在河南省振
豫教育基金会及多个爱
心机构的支持协助下开

展系列活动，助力心智障
碍儿童融入社会。植树、
观影等系列活动，为这些
特殊孩子提供了提升认
知与锻炼融合能力的机
会，也吸引了社会爱心人
士的关注和关爱。

市益路同行志愿者协会

汇聚爱心力量 共筑公益之路
本报记者 朱颖江

助力心智障碍群体成长
本报记者 朱颖江

为了让更多人成为
“星星的引路人”，陪伴
特殊群体儿童成长，3月
15日，市金蕊儿童康复
中心精心组织心智障碍
儿童观看了中国首部聚
焦孤独症群体的纪录电
影《特别的你》。此次活
动特别邀请普通家庭共
同参与，让爱与温暖照
进孤独症及心智障碍群
体的世界。

活动现场，心智障
碍儿童在理解电影情
节、适应影院环境等方
面都面临挑战。有的孩
子可能会因影院的黑暗
环境感到不安，有的孩
子难以理解电影中的复

杂情感和情节发展……
他们需要家长和志愿者
的 轻 声 安 抚、耐 心 讲
解。河南理工大学志愿
者常梦涵在参与活动后
深受触动。她表示，这
次观影活动让她真切感
受到了特殊群体与普通
群体的不同。在今后的
学习与生活中，她将积
极投身于关爱特殊群体
的行动中，成为“星星的
孩子”身边温暖的引路
人。参与活动的家长也
感慨万千，此次观影让
他们深切感受到来自社
会各界的关爱与支持，
这分温暖给予他们继续
前行的勇气与力量。

3 月 12 日是第 46
个植树节，市金蕊儿童
康复中心的老师们针对
心智障碍儿童的特点，
精心筹备，组织孩子们
走进大自然，种植小树
苗，为大地增添绿色。
当天，在国有焦作林场
的大力支持下，孩子们
在家长、社工以及志愿
者等众多爱心人士的陪
伴下，来到市森林动物
园植树。

活动现场，孩子们
手持铁锹，虽然动作笨
拙，但在大家耐心的引
导下，兴致勃勃地投入
到植树劳作中。他们齐
心协力，一锹一铲地挖
树坑，再小心翼翼地将
树苗植入，又认真地培

土、浇水。看着一棵棵
小树苗通过自己的双手
扎根挺立，孩子们眼中
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市金蕊儿童康复中
心的老师阴雨来表示，
对于心智障碍儿童而
言，这次植树活动并非
仅仅是种下一棵树，更
是他们学习与自然互
动、理解责任意义的过
程。植树活动结束后，
孩子们前往动物园，认
真观察园内可爱的小动
物。在老师、家长以及
志愿者的耐心引导下，
他们努力去理解动物的
行 为，感 受 动 物 的 可
爱。这一过程，对提升
他们感知世界的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

共植希望之树 点亮成长之光

“融合观影”用爱搭建理解之桥

“阿姨，今后我们就是您的
孩子。”近日，市益路同行志愿者
协会的志愿者走访独居老人家
庭，当听到老人倾诉怕出门，只
因怕听闻邻居谈及孩子的事情
时，志愿者内心无不深受触动。
他们的话，一下暖了老人心。老
人抬起手背，抹了抹眼泪，说：

“谢谢，你们都是好孩子。”
针对困难家庭与特殊家庭

的走访活动，志愿者每月雷打不
动地开展两到三次。在过去的
2024年，该协会始终将目光聚
焦于“一老一小”这两大重点群
体，大力开展助学、助困、助老等
一系列公益活动，累计支出
147856元。通过精准帮扶，切
实解决“一老一小”群体面临的
养老照料、教育资源匮乏等实际
困难，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
会的关怀与善意。

“益童筑梦”点亮希望

该协会自2023年9月成立
以来，始终践行“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在市
民政局的指导及各方支持下，积
极开展活动，与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达成共识，全力保障公益项
目物资。

围绕“一老一小”打造特色
项目，该协会深度优化志愿服务
品牌，创建了关爱孤寡老人、帮
扶贫困学子等品牌项目。

“益童筑梦”助学项目作为
该协会的核心项目之一，致力于
为困境学生提供“一对一”精准
帮扶。该项目筹建之初，志愿者
不辞辛劳，深入我市各县（市、
区）实地走访，全面了解每一位
困境学生的家庭状况和学习需

求，确定帮扶名单。截至去年12
月31日，该协会已资助困境学
生212人次，发放助学款91485
元。目前，该协会固定帮扶初高
中学生和小学生26人。

如果说“一对一”助学是解
困境生燃眉之急的话，那“一对
一”陪伴师项目则滋润了孩子们
的心灵。该协会考虑到受资助
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创新性地将
在校大学生与受助学生结对，倾
听受资助孩子的心声，排解他们
的压力。

去年11月，在解放区焦北
街道花园街社区的支持下，该协
会开展了第二批陪伴师项目培
训，30名大学生志愿者通过学
习，掌握了如何与困境学生有效
沟通的技巧。

来自河南理工大学的志愿
者小张，在与受助学生小敏（化
名）结对后，定期为小敏辅导功
课。小敏原本数学成绩较差，在
小张耐心细致的辅导下，数学成
绩有了显著提升。不仅如此，小
张还经常与小敏谈心，帮助她排
解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目前，

“一对一”陪伴师项目登记的志
愿者有69人，分别来自郑州大
学、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师专、焦
作大学等。志愿者已成功帮助
26名受助学生。

该协会在关注困境学生的
同时，围绕“夕阳计划”开展了一
系列关爱老年人的公益活动，让
老年人也能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与温暖，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小而美”服务精准

在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的浪潮中，志愿服务组织作为一
支充满活力与温情的力量，正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该协会
以“小而美”项目定位推出的

“益童筑梦”项目，精准提升了
服务的专业性与针对性。在困
境学生资助方面，该项目展现了
志愿服务组织在融合模式下所
蕴含的强大生命力与卓越服务
效能。

通过对项目设计和实施提
出具体要求，该协会加强质效管
理，持续改进服务内容与实施方
法，不断推动志愿服务向标准
化、品牌化、项目化、专业化大步
迈进，确保每一个志愿服务项目
都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收获良
好的社会效果。

坚守初心勇担当

回顾2024年，该协会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协会成员
并没有因此而骄傲，他们清醒地
认识到，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
些不足之处，比如部分项目的覆
盖范围还不够广、服务的深度还
需要进一步挖掘等。面对这些
问题，该协会制订了详细的改进
计划。

该协会相关负责人宋红丽
说，今年，该协会将继续坚守公
益初心，不断创新工作方法，计
划推出更多针对“一老一小”及
其他弱势群体的特色项目，扩大
服务范围，让更多人受益，也期
待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
队伍，共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迈
向新的高度。

上图 市益路同行志愿者
协会志愿者在社区走访。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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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2日，地处我市北部
山区、以乡村民宿闻名的小山
村——解放区上白作街道洪河
村猫岔自然村迎来植绿大军，
一株株吐出新芽、含苞待放的
连翘，在该村周围的山坡上落
地生根。（据焦作日报公众号）

春风拂过太行山麓，猫岔
村的沟沟坎坎间，连翘新苗正
舒展枝条。这漫山遍野的金色
希望，不仅承载着生态修复的
使命，也悄然打开了乡村振兴
的新图景。义务植树邂逅乡土
经济，生态建设融入民生发展，
种树这件事如今有了更深层的
时代意蕴。

“数字游戏”式的植树指标
让位于“成活率考核”，“拍照打
卡”的形式主义转化为“三年管
护”的长效机制，“包种包活，一
包三年”的硬核承诺，打破了“春
种秋黄”的形式主义魔咒。据报
道，从挖坑培土的种植标准到持
续三年的养护追责，从林业部门

专业验收再到未达标单位的整
改惩戒，这套闭环管理机制让每
株连翘都系上了“责任绳”。在
太行山石多土薄的生态背景下，
这种“既当接生婆又当保育员”
的务实作风，成为生态文明建设
亟需的工匠精神。

相关资料显示，选择连翘
绝非偶然。这种兼具药用价值
与经济价值的“黄金灌木”，每
亩年收益可达 3000 元，既能在
贫瘠山地存活，又能形成金色
花海的视觉奇观。在猫岔村的
梯田坡地上，生态修复与产业
培育找到了绝佳契合点，荒山
秃岭正蜕变为“绿色银行”。当
连翘花开遇见乡村旅游，产生
的化学反应令人期待。未来漫
山遍野的金色浪潮，将打破“千
村一面”的旅游开发现状，塑造
独具辨识度的乡村IP。农家乐
的炊烟将与连翘花香交织，土
特产的包装将烙上山花印记，
生态价值就会转化为真金白
银。

其实，这种探索揭示了一
个深层逻辑，生态建设不是孤
立的环保行动，而是乡村振兴
的系统工程。当植树造林与农
民增收形成利益联结，生态改
善与产业培育产生协同效应，
绿水青山自然成为永不枯竭的
财富源泉。如今，这种“生态+”
模式正在怀川大地书写着新传
奇。南太行旅游廊道因生态修
复而重生，云台山周边乡村借
民宿经济腾飞，如今猫岔村的
连翘花海又将续写新篇。

实践终将证明，找准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最大公约
数，就能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
春水。随着更多地方学会用生
态画笔勾勒发展蓝图，“美丽乡
村入画来”就不再是诗人的浪
漫想象，而是可感可触的生动
现实。

为进一步提升焦作火车
站南广场的窗口形象，营造安
全、文明、舒适的出行环境，3
月14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针对
该广场运营秩序开展综合整
治行动。

（据《焦作晚报》）

火车站、汽车站是一个城
市的重要窗口单位，这里的运
营秩序、交通环境代表一个城
市的管理水平。作为旅游城
市的焦作，涉及窗口单位的日
常管理必须严格，且不容有
失。

窗口单位的运营秩序、交
通秩序，是游客对城市的第一
印象。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运营秩
序上。当街道整洁干净、交通
顺畅有序、商家合法经营、公
共设施完好无损时，城市便展
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文明风
貌。作为旅游城市，更需要城
市整体形象的包装和打造。
当外地游客走出车站后，看到
的是交通混乱无序、营运车辆
司机随意揽客等现象，第一眼
的“城市印象分”会被瞬间拉

低。窗口形象是城市品质的
重要体现，反映了城市的文明
程度和治理水平，尤其对旅游
城市更显重要。

作为旅游业的外延部分，
窗口单位对旅游业的发展也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窗口
单位是游客接触和了解城市
的第一站，通过提升窗口单位
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可以
增加游客对城市的好感度，相
应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随之
其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为
提振经济注入更多活力。汽
车站、火车站等窗口单位，也
是各大旅游景区扎堆推介的
宣传阵地和平台，大家“用行
动投票”表明这些区域的重要
性。作为城市管理者，要清醒
地认识相关区域的特殊性，日
常管理不能泛泛而谈，管理意
识一定要紧紧跟上城市定位。

规范运营秩序，是城市发
展的基石，也是提升城市形
象、发展旅游业的关键所在。
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积极营造出整洁、有序、文明、
和谐的城市环境、交通环境，
让我们的城市焕发出更加迷
人的魅力，给城市发展带来更
多动力。

智能巡检机器人、安全生产
大模型、AI智能员工“小新”上
岗……随着宇树机器人在2025
年央视春晚中走红，机器人、人
工智能的话题热度不减。其实，
机器人离焦作市民并不遥远，我
市已有多个领域用上机器人、拥
抱AI。 （据《焦作晚报》）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正以迅
猛之势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面对这股时代浪潮，我市
积极拥抱智能变革，在工业生
产、政务服务等领域开展了富
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勾勒出
一幅幅智能时代的生动画卷，
引领城市搭乘“智能快车”，稳
步驶入民生幸福港湾。

产业蓬勃发展是民生幸福
的重要根基。在工业生产领域，
焦煤集团的“X战警”智能巡检
机器人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
星。过去，煤矿井下巡检依赖人
工，不仅面临恶劣环境挑战，还
效率低、误差大，难以保障安全
生产。“X战警”的登场不仅改变
了这一局面，还为煤炭行业提供
了极具价值的智能化转型模板，
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同时，也提升
了整个行业的竞争力，为产业发
展注入强大动力。

化工生产安全风险高，多
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
安全生产大模型，实现安全知
识、作业流程、风险排查的智能
化管理，不仅提高了安全管理

效率，还降低了成本，增强了企
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为企业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企
业稳健发展，就能创造更多就
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为民生
幸福添砖加瓦。

而在政务服务领域，高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推出的“AI智能+
政务服务”新模式，可谓科技改
善民生的直接体现。智能员工

“小新”的加入，让政务服务更加
高效、便捷、人性化，让政务服务
更贴近民生、更富有温度。

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相
信我市会有更多领域搭乘这趟

“智能快车”，探索智能技术在
各种业务中的应用场景，从而
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让智能
成果更好地造福于民。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
带，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
素，是乡村振兴中不可缺少的
重要一环。白天忙农事，晚上
搞文艺，既放松身心，又陶冶情
操。近日，在修武县五里源乡
东水寨村，两支由村民自发组
建的盘鼓队正在排练，带着“泥
土芬芳”的乡村文化让老百姓
的生活多姿多彩。

丰富的文化活动能激活乡
风文明，唤醒村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增强广大村民强大的
归属感，提高乡村文明程度。
让乡村文化多一点“泥土芬
芳”，让本土居民不愿离开、离
开的游子盼着回来、外地游客
想着进来，让他们记得住乡愁。

东水寨村的盘鼓表演，东
板桥村的小品《移风易俗》……
这些生动实践，正是五里源乡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载体纵
深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缩
影。

记得住乡愁，就是要保存好
乡村的文化记忆。一大批“田间
金嗓子”“乡土百灵鸟”“农民剧
作家”频频出现在乡村的大街小
巷，乡土人才“你方唱罢我登
场”。振兴乡村文化，主体是人
民群众，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采取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接
受、所喜爱的方式，才能最大限
度激发人民群众自我学习、自我
吸收、自我创作的热情。

文 化 润 心 贵 在 细 水 长
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把理
论宣讲、移风易俗等融入文艺
活动，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
神力量。如今，大操大办的婚
宴少了，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
婚事多了；麻将桌上的争执少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的笑
声多了……这些带着“泥土芬
芳”的文化活动悄然改变着村
民的精神风貌，让村民的生活
更有滋有味，更有奔头。

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培育
乡村文化原创力，为乡村振兴
培根铸魂。同时，加大对民俗
风情、传统技艺、乡乐乡戏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利
用力度。只有这样，带有“泥土
芬芳”的独特乡村文化，才能成
为乡村振兴的不竭源泉，才能
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的精神动
力。展望未来，一幅幅宜居乡
村的崭新画卷正在怀川大地上
徐徐展开。

今年年初以来，山阳区妇
联聚焦关键领域，不断完善

“妇联+”维权合作机制，以
12338妇联维权服务中心为
载体，链接多方资源，与区委
政法委、区司法局、区信访局、
区法院、区检察院等部门密切
合作，共同织密妇女儿童权益
保护网，最大限度维护妇女儿
童合法权益。（据《焦作晚报》）

妇女儿童是家庭的核心
元素，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状
况直接关系着社会的文明程
度。然而当下，妇女儿童的合
法权益还不时受到一定程度
的侵犯，其权益保护已经成为
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

目前的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主要集
中在就业歧视、家庭暴力、性
侵害等问题上。从社会和个
人的双重角度来说，这些问题
不仅影响个人发展，还会阻碍
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全方位
地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作、
形成合力。妇联组织扎根基

层，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妇女儿
童权益受侵害的苗头性问
题。公安部门具有执法权，能
够对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违
法犯罪行为形成有力震慑。
司法机关通过公正司法，为妇
女儿童权益保护提供坚实的
法律保障。三方联动，实现了
从预防、干预到救济的全链条
保护。同时，这三方还能够共
同开展普法宣传，增强妇女儿
童的自我保护意识，营造全社
会共同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
良好氛围。

在这方面，山阳区妇联做
出了样板，他们创新工作机
制，充分发挥妇联、公安、司法
三方优势，构建联动保护机
制，织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
网，让每一个妇女儿童的合法
权益都能得到全方位的保护。

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就是
守护社会的未来。让我们携
手同心，用实际行动维护妇女
儿童的合法权益，共同创造一
个更加公平、更有温度的社会
环境。这不仅是对妇女儿童
的关爱，更是对文明社会的庄
严承诺。

万株连翘随春栽 美丽乡村入画来
□识途马

搭乘“智能快车”驶入民生幸福港湾
□三 木

让乡村文化多一点“泥土芬芳”
□木 子

规范运营秩序
给城市形象增辉添彩

□雨 辰

织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网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