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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环形路上，晨跑者
的身影迎着朝阳舒展；上午的
室外乒乓球场，球与球拍的撞
击声此起彼伏；午后的游泳馆
里，水花飞溅中满是酣畅；夜
幕降临，篮球场、网球场上依
旧跃动着青春的活力……暑
期的焦作市太极体育中心，处
处洋溢着运动的激情，市民们
在挥洒汗水间，尽情享受着健
身带来的满满幸福感。

一派热闹景象的背后，
是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实
践，而市太极体育中心正是
其中的鲜活注脚。

“自从装了地胶，打球舒
服多了，体育局这服务真是
贴心！”常来室外乒乓球场的
秦先生逢人便夸。去年，市
体育局为室外乒乓球场铺设
地胶，让市民的健身体验更
上一层楼，打球热情愈发高
涨。今年暑期来临前，体育
局又主动为网球场安装灯
光，让放假归家的孩子们在
夜晚也能驰骋在免费的灯光
球场上，尽享运动乐趣。

这样的暖心举措并非个
例。为给学生群体和广大市
民提供安全、优质、高效的健
身服务，今年暑期，市体育部
门早早做足功课，一系列贴
心服务相继落地。

在设施保障上，暑期前
便完成了健身馆、游泳馆、亲
子健身园等场地的设备检修
与环境优化，新增少儿习练
池、儿童嬉戏池2处青少年专
用训练区域，并依据暑期人
流预测，动态调整场地使用
规划，确保市民健身需求得
到充分满足。

培训服务也同步升级，
针对暑期特点，新增游泳、篮
球、乒乓球、羽毛球、田径等
多项热门课程，为青少年和
市民提供丰富多样的体育技
能提升选择。

安全保障更是重中之
重。游泳馆增配救生员、安
全员，全力守护泳客安全；专

门为学生群体制定《暑期运
动安全指南》，引入人流监测
系统实时监控各场馆承载
量，当人数超过最大容量的
80%时，系统自动启动限流
预警，筑牢安全防线。

惠民政策持续发力，面
向学生群体推出“学生卡”，
凭学生证办理运动次卡可享
受专属优惠，让学生轻松畅
享运动乐趣。

近年来，市太极体育中心
始终坚守“公益为主、适度经
营”原则，严格执行大型体育场
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政策，实现
健康有序运营。该中心通过免
费与低价收费相结合的方式，
为市民提供优质便捷的健身服
务，室内外运动场地开放时长
均达到并超过国家标准。

除了运动场地，中心内
的太极拳文化展示馆、体育
主题展示馆、亲子健身园、太
极苑等特色展馆和区域，也
长年免费向市民开放。不仅
如此，一系列深化体育惠民
的举措持续推进。

为打造更舒适的健身环
境，近年来，市体育局为太极
体育中心实施了10余项惠民
工程：硬化路面、改造室外网
球场、为室外场地增设投光

灯、升级室内羽毛球场地，同
时对园区绿化、标识标牌、墙
体进行品质提升，丰富体育文
化元素，让市民在健身休闲时
更舒心。

针对特定人群的减免政
策同样暖心，现役军人、残疾
人可享受优惠；“全民健身
日”“三八节”“六一节”等特
定节假日，特定人群还能免
费使用场地。连续多年开展
的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公益课
广受欢迎，今年新增的篮球
公益课，进一步助力青少年
增强安全意识与体育技能，
赢得家长和孩子的一致点
赞，让群众在健身中收获满
满的幸福感，真正彰显体育
惠民的温度。

“这里绿树成荫，设施齐
全，服务又好，我天天都想
来！”正在乒乓球场挥拍的古
先生笑着说。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策
划更多惠民活动，让市民享
受到‘质优、价优’的体育服
务，带动体育消费，吸引更多
人加入健身行列。”市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图 市民在市太极体
育中心内运动健身。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7
月 9 日上午，位于西大井
1919文旅景区的百年焦煤英
模馆正式对外开放。英模馆
的开馆，为这一红色教育基地
增添新的版块。

走进英模馆，仿佛踏入了
一条时光回廊，馆内以1925
年为起点，一直延伸至2025
年，将百年间焦作煤矿的峥嵘
岁月徐徐展开。

百年焦煤英模馆近500
平方米，英模馆精选了100位
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先进代
表，以“100”这个数字呼应着
百年征程，分为前言、英烈篇、
劳模篇、工匠篇和后记五大部
分。

英烈篇里，泛黄的照片、
陈旧的书信，无声诉说着先烈
们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
迹，他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
与剥削，毫不畏惧，奋起抗争，
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
反帝爱国之歌。

劳模篇则聚焦和平建设
时期为国家发展与焦煤繁荣
立功的劳模们。他们中，有的
扎根一线数十年，以毅力与技
艺刷新纪录；有的勇于创新，
探索新技术助企业增效转型；
有的以厂为家，奉献青春热

血。他们的故事是奋斗史诗，
彰显了平凡岗位的不凡力量。

工匠篇展现了精益求精
的矿工风采。他们于细微操
作与部件雕琢中诠释工匠精
神，凭借对技术的执着热爱、
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成为行业
标杆，为焦作煤矿安全高效运
营筑牢根基。

入驻英模馆的无疑是焦
作矿工中的佼佼者，是整个焦
作煤矿工人群体的典型代表，
他们的事迹被广泛传颂，精神
被大力弘扬。然而，在英模馆
的光芒背后，更值得敬重与铭
记的是无数无名矿工。他们
如煤矿中不起眼的煤炭，普通
到叫不出姓名，却以默默付出
与辛勤劳作，让人们读懂了焦
作矿工这个伟大群体。

据西大井1919文旅景区
相关负责人介绍，英模馆的开
放不仅是对焦作煤矿百年历
史的深情回望与总结，更是全
新的起点，它将激励更多人传
承和发扬焦作煤矿工人“特别
能战斗”红色基因；而随着其
正式开放，西大井1919将成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奋斗精
神的重要教育基地，吸引更多
人前来参观学习，让这一精神
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贾定
兴）记者昨日从市残联获悉，今
年年初以来，市残联高标准落实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省、市重点民
生实事工作，截至目前，共为全
市1735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
助，完成率达103%，提前超额
完成民生实事任务，切实温暖残
疾人群体。

2024年10月～11月组织
各县（市、区）残联按照县不漏
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的原
则，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25年

度0～14周岁残疾儿童的需求
调查工作，全面掌握了我市残
疾儿童的基数（全市有康复需
求 0～14 周岁残疾儿童 2106
名），为做好2025年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同时加强与卫健部门的对
接，及时、全面掌握疑似残疾儿
童线索，对筛查确诊的病例及
时进行早期干预，实现了儿童
残疾筛查、诊断、康复救助有效
衔接，确保了有需求的残疾儿
童应救尽救。

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
对紫微郎。炎炎夏日，花木葱
茏，有一种花，炎热中绚烂开
放，它叫紫薇，这个在夏天里开
放的花，就是和《还珠格格》里
夏紫薇一样的名字。漫步在我
市街头和公园，会和紫薇花撞
个满怀。

据悉，紫薇是中国原生的花
树。紫薇原本是山林灌木，先秦
就作为药用。紫薇树皮光滑，而
枝干虬曲，树龄可长达两百多

年，且盛夏开花，紫红细碎，丰美
可爱，很自然，它是道家喜爱的
药用树木，且有长生长寿的美好
寓意。

紫薇花又叫“痒痒树”，紫薇
树，用手抚摸树干，而花叶柔韧，
会颤动，所以民间叫它痒痒树、
痒痒花。仿佛它怕痒一样。

这么美丽、这么有趣的紫薇
花正在我市街头、公园、广场静
静绽放，快去欣赏吧。

百年焦煤英模馆昨日开馆

紫薇花开 惊艳一夏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市残联超额完成
市重点民生实事

截至目前，共为全市1735
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

暑期健身热潮涌
太极体育中心惠民服务暖人心

本报记者 赵改玲

7月8日，在位于
博爱县月山镇后乔村
的月山镇乡村少年宫
里，志愿者在辅导学
生们学习书法。当
天，博爱县招募返乡
大学生开展“多彩假
期‘艺’路‘童’行”文
明实践活动在月山镇
乡村少年宫拉开帷
幕。

程 全 陈冬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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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竞争激烈的驾培市场
中，市月季驾校秉持独特的经营理
念，在我市众多驾校中脱颖而出。
该驾校工作人员刘华表示：“驾校
拼的是服务和质量，而不是价格。”
这一观点不仅彰显了市月季驾校
的经营思路，更体现了其对学员负
责的态度。

刘华曾是市月季驾校的学员，
这使她对学员在学车过程中的痛
点与需求有着深刻洞察。如今，她
如同一位“全能管家”，全面负责接
待学员报名，陪伴他们完成驾驶证
考试的全过程。

在数字化教学浪潮的推动下，
刘华创新性地将微信群打造成“云
端课堂”，通过全天候督促、监督学
员学习，助力学员顺利通过科目一
考试。在她创建的“科目一冲刺打
卡群”里，她采用趣味记忆口诀和
生动比喻，让原本枯燥的刷题变得
充满乐趣。对于学习积极性高、成
绩优异的学员，她毫不吝啬地给予
肯定和鼓励；而对于那些学习懈怠
的学员，她不仅在群里反复督促，
甚至会拨通电话，耐心劝说学员利
用驾校的学习资源进行强化训练。

市月季驾校通过一系列实际

举措提升服务和质量。走进该驾
校，宽敞整洁的场地让人眼前一
亮。该驾校配备的一体化体检设
备，极大地方便了学员，实现了报
名、体检“一站式”完成，为学员节
省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同时，该驾
校还设置了舒适的学员休息区，配
备饮水机、空调等设施，让学员在
等待练车的间隙能够享受惬意的
休憩时光。

在课程设置方面，市月季驾校
充分考虑学员的不同需求，推出

“一对一”等多样化课程模式。针
对上班族时间紧张的问题，该驾校
提供灵活的夜间练车时段；对于零
基础学员，则安排经验丰富的教练
员进行专项辅导，从方向盘握法、
离合控制等基础操作教起，确保学
员扎实掌握驾驶技能。

刘华说：“我们始终坚信，只有
优质的服务和过硬的教学质量，才
能赢得学员的信赖和市场的认
可。价格或许能吸引一时的关注，
但服务和质量才是驾校长远发展
的根本。”凭借在服务和质量方面
的不懈努力，市月季驾校获得了广
大学员的好评，也为我市驾培行业
树立了良好典范。

刘华：

驾校拼的是服务和质量
本报记者 朱颖江 实习生 王云鲲 申贝妮

市月季驾
校工作人员刘
华（左）为学员
核对档案信息。

本报记者
李 征 摄

市交通驾
校校长张国勋
（右一）给教练
员安排日常教
学工作。

本报记者
李 征 摄

在市交通驾校的发展历程中，
张国勋作为校长，肩负着延续驾校
40余年来培养合格驾驶员的使命。

市交通驾校创立40多年来，始
终秉持为社会输送安全、文明、合格
驾驶员的理念。它见证了时代的变
迁，从早期简单的驾驶技能传授，逐
步发展成为集规范化教学、先进设
施配备、全方位服务为一体的综合
性驾校。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该驾
校培养出了无数优秀的驾驶员，他
们活跃在交通运输行业的各个领
域，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张国勋深知，驾驶不仅仅是一
项技能，更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
在教学过程中，他不仅注重学员驾
驶技巧的提升，更将交通法规、文明
行车规范等内容融入日常教学。时
光流转，张国勋更是将延续市交通
驾校的初心使命视为自己的首要责
任。在他的带领下，该驾校不断转型
升级，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规范是保障教学质量的基础。
在教学管理方面，张国勋严格按照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和教学
大纲要求开展培训。同时，他还注
重对教练员队伍的建设，定期组织
教练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教学

水平。在他的努力下，市交通驾校
打造出了一支技术过硬、服务优质
的教练员队伍，学员考试合格率也
一直位于全市前列。

在教学内容上，张国勋强调全
面性。他认为，学员学习驾驶技
术，不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拿证，
更是为了将来能够安全地驾驶车
辆。因此，教练员不仅教学员掌握
机动车的驾驶技巧，还会传授汽车
机械构造等基础知识，让学员在考
取驾驶证后，能够更好地预判和发
现车辆相关隐患，提高驾驶安全
性。例如，在教学员练习科目二项
目时，教练员会将冰雪天气如何踩
离合、挂挡、加油等相关技巧贯穿
其中；遇到大雪天气，教练员还会
结合冰雪路面，专门给学员示范车
辆打滑、车轮空转时相应的处理方
法。

张国勋表示，市交通驾校将继
续坚守初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
服务水平，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
驾驶员，为道路交通安全守好第一
道关。相信在他的带领下，该驾校
将让延续了40余年的培养合格驾
驶员的使命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发
扬。

本报讯（记者朱颖江）“我马上
就要过70岁生日，想考个驾驶证
当生日礼物，但不知道这个年龄还
能报考吗？”昨日，市民刘先生拨打

“晚报记者陪您考驾照”活动热线
18303972288咨询。

刘先生说：“前阵子，看邻居老
周开车带着老伴儿去郊游，我特别
羡慕，也想考个驾照。然后，买辆
车带上老伴儿出去转转，好好享受
晚年生活。”

刘先生的愿望是可以实现
的。据介绍，2022年4月1日起正
式施行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对申领驾驶证年龄放宽，
70周岁以上人员也可以申领小型

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但
需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
能力测试。

为此，记者整理了各种车型
驾驶证报考条件，供大家参考。
小型汽车（C1）、小型自动挡汽车
（C2）的申领条件是年满18周岁
以上，年龄超过70周岁的人员需
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
力测试。

大型客车（A1）申领条件是年
满2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已
取得驾驶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
准驾车型资格3年以上，并且在申
请前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
有满分记录；或者取得驾驶牵引车

准驾车型资格2年以上，并且在申
请前最近1个记分周期内没有满
分记录。

牵引车（A2）申领条件是年满
24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已取
得驾驶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准
驾车型资格3年以上，并且在申请
前最近连续1个记分周期内没有
满分记录；或者取得驾驶大型客车
准驾车型资格1年以上，并且在申
请前最近1个记分周期内没有满
分记录。

城市公交车（A3）、大型货车
（B2）申领条件是年满20周岁以
上，60周岁以下。中型客车（B1）
申领条件是年满21周岁以上，60

周岁以下。已取得驾驶小型汽车、
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或
者三轮汽车准驾车型资格2年以
上，或者取得驾驶城市公交车、大
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1年以上，并
在申请前最近1个记分周期内没
有满分记录。

低速载货汽车（C3）、三轮汽
车（C4）申领条件是年满18周岁以
上，60周岁以下。普通三轮摩托
车（D）、普通二轮摩托车（E）、轻便
摩托车（F）申领条件年满18周岁
以上，60周岁以上的人员需通过
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
试。

张国勋：

坚守初心培养合格驾驶员
本报记者 朱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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