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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刘军严）“今天是 4月 4号，星期

四，欢迎大家收看今晚的新闻联播

节目……”

“国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的国学涉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方

方面面，狭义的国学主要指中国的

传统文化……”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

毛泽东……”

4月 5日早上 7:30，大峪镇机关

餐厅伴随着就餐同志的陆续到来，餐

桌上多了饭菜，更多了手机，每一个

手机都在轻轻地播放着新闻、国学、

党史各种节目，还有一些同志坐在餐

桌前静静地阅读文章。

“马书记，我们看了几块地了，

花椒树浇的水还可以，下一步继续

努力，争取今天全部浇完。学习强

国你学得咋样，有多少积分了，支

部成员都学得咋样？”“我抽空就

学，学的有 1300多分了，现在系统

更新后，积分不好挣了，我天天催

着党员学习呢，要求每人每天不能

少于 30分。”4月 5日，镇党委书记

张雅丽在范庄村督导花椒管护、浇

水工作时，不忘对村支部书记进行

学习积分检查和督促。

“老弟，我们跑半天了，这天真

热，来坐这凉快会，抽支烟。”“我可不

敢，你也赶紧把烟装起来吧，这些天

天干物燥，前两天李镇长看到某个巡

逻员手里拿烟就在村镇干部交流群

里直接批评了，我们可不能再犯同样

错误。老哥，你不是说你学习强国不

会发表观点吗，来趁这会功夫，我教

你……”3月 28日，在大峪镇某村的

一处地头，一名村干部和包村干部在

地头休息时交谈道。

“忙了一天了，今天学习积分

还不够，这会还不瞌睡，必须把今

天的学习任务完成。”

“今天你开车，我趁路上这会

清闲赶紧学习一会儿，昨天分数就

没你多了，再不学就更靠后了。”

自 3 月开展“学习强国”平台

学习以来，大峪镇通过“上夜校”

“镇帮村”等方法强化学习，餐厅

学、地头学、睡前学、车上学，渐渐

成为全镇党员干部的一种自觉，一

种习惯。如今，“学习强国”平台成

了机关党员干部餐桌上的一道必

不可少的“硬菜”，成为村党员干部

田间休息的“一支烟”，成了大家晚

上睡觉的“小抱枕”，成了上班途中

的“音乐厅”。学习也成为大峪党员

干部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学习成大峪镇靓丽风景线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杭高博） 近

日，市环保局、民政局联合印发《关于命名城北社区等 4个社区（小

区）为汝州市绿色社区的通知》，命名风穴路街道城北社区，紫云路

街道党屯社区，钟楼街道闫庄社区、拐棍李社区为汝州市绿色社区。

2018年初，市环保局、民政局联合开展了汝州市绿色社区创建

行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推进绿色发展“开展创建绿色

社区行动”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生态汝州、智慧汝州、健康汝州、文

明汝州、幸福汝州建设步伐。在创建过程中，市环保局、民政局根据

各社区（小区）环境建设、环境管理等工作实际，对社区绿色创建工

作给予了及时指导。

全市各申报社区（小区）积极参与创建工作，按照绿色社区建设

标准，从环境监督管理、环境质量与污染控制、绿化美化规范化、自

然资源保护、绿色生活、环境宣教与环境意识等方面，依据本社区特

点全面加强小区环境建设，有效提升了社区环境管理水平、居民生

态文明理念和环境保护意识，为汝州山水宜居绿城建设贡献力量。

会场激情涌动，战旗飘扬。

本报讯 （融媒体

中 心 记 者 宋 乐 义

通讯员 马率仟） 4

月 7日上午，在汝州一

高高考倒计时 60 天冲

刺动员大会上，一高校

长张新讲像父亲一样

把一位高三的学生背

起走上主席台。他的举

动把会场的气氛推向

了高潮，学生们备受鼓

舞。

当天，一高邀请金

牌讲师叶明粮为学生

们讲“高考励志心法”。

叶明粮从“中国

人”“中国心”讲到“中

国礼”，励志心法手语

操燃爆了同学们的激

情。在这备考的关键时

刻，同学们要改变心

态，锁定目标，坚定信

心。

“我们要相信：最

困难之日，就是离成功

不远之时。我们要忘记

昨天的光荣和遗憾，让

冲刺的每一天都成为

此生刻骨铭心的纪念！

不放过每一点疏漏，不

放弃每一分希望，无悔

无愧地过好接下来的

每一天，这，便是我们

要做的！”高三卓越部

的张项博在活动中发

言。

毕业班全体教师

郑重宣誓：“请同学们

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辅导，精心授课；言

传身教，以身作则；脚踏实地，刻苦钻研；竭

尽全力，奋战六十天。请家长们放心，我们一

定会：爱生如子，忠于职守；精诚团结，踏实

苦干；燃烧激情，甘于奉献；竭尽所能，倾尽

心血。请学校放心，我们一定会：严谨治学，

团结拼搏；齐心协力，追求卓越；精益求精，

超越自我；完成目标，态度坚决！请放心，我

们一定能拼搏六十天，再创新辉煌！”

最后，张新讲把“高考必胜”的战旗郑重

地交给陈育峰和郭素霞，表达对两位毕业班

负责人的充分信任。

活动结束时，同学们纷纷在横幅上签

名，写下自己的心愿。

创业创新

走进盲人张玉的家庭式按摩店，只见打

扫得干干净净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按摩床、一

台饮水机、一个消毒柜、几把椅子，这些便是

陪伴她工作的“伙伴”。她没有做过多少轰轰

烈烈的大事，但她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双手

经营着这个家庭按摩店。

家住钟楼街道拐棍李村的张玉，一家三

口在家务农，儿子时不时也会出去打打零工

补贴家用，这样平平淡淡的生活在张玉 42

岁那年被打破了。那一年张玉得了青光眼，

由于青光眼压迫到神经，张玉整天嚷嚷着头

疼、头晕，家里人带她去做了手术，正在一家

人高高兴兴地想着张玉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以后就可以看清东西、头也不会再疼了的时

候，张玉却因为身体原因后期恢复得不理

想，又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耽误了后期的

补救治疗，张玉的左眼被摘除、右眼的视力

急剧下降，被鉴定为一级视力残疾，之后张

玉的头不晕了，也不疼了，但是她什么也看

不见了。“我和老伴只会种地，也没什么技

术，那时候刚打发儿子结完婚，家里也没什

么钱，就出了这样的事。当时我感觉天都要

塌下来了，这什么也看不见，连地都种不成

了我能干啥？还好家里人都不嫌弃我，一直

鼓励我，这才让我慢慢适应了什么都看不见

的生活。”张玉回忆着说。

2017年，市残联组织全市各乡镇、街道

残疾人参加技能培训，工作人员在拐棍李村

做宣传时，同村的村民推荐张玉参加盲人按

摩培训。“我想着都 50多岁了，再去学能学

住个啥，我就拒绝了。人家工作人员就劝我

啊，没事，年龄大不是问题，只要有信心，啥

都能学成。”张玉说。

就这样，张玉去了市区一所名叫家家靓

的培训学校，由于张玉去得晚，只学了一个

月便结业了。同村的老大姐何荣得知张玉结

课回村里了，便连忙去张玉家让张玉给自

己按按。这一按就按了一个多小时，按摩结

束何荣对张玉的按摩手法是连连称赞，这

让张玉的信心倍增。

本来一个月的学习已经让张玉的心态

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老大姐何荣的称赞，张

玉当天晚上就让丈夫拨通培训学校负责人

于莉的电话。电话中，她表达了自己还想再

去学习的打算。在于莉的鼓励下，张玉又走

进了培训班，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学习，张

玉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就格外下劲地

学习。

“结业的时候，安排去按摩店里实习，

我想着我又看不见，出门在外老不容易，就

在家里自己创业了。当时市残联知道我要

在家开这个按摩店，还给我送来了饮水机、

消毒柜、床单啥的，还对我说一切都会慢慢

好起来的，要对生活充满希望。我的街坊邻

居也非常相信我，一没事就来让我给他们

按按，竟然还有隔壁村的跑来让我按摩，这

让我感觉到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得到了

大家的认可。”张玉笑着说。

刚创业时，老大姐何荣是第一个顾客，

接着邻居、同村、隔壁村的人们就纷纷来张

玉的家庭按摩店体验，有时候一天能按四五

个顾客，一个最少按一个小时左右，有的时

候张玉还不收钱。“我腿不好，还有糖尿病，

正好这离得也不远，闲着没事就过来，让她

按按，张玉可能看我是同村的，还总是不收

我的钱，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来了，之后想着

张玉家里人都出去打工了，她一个人在家，

还看不见，吃饭也不应时，所以我每次来就

会给她带点饭。”邻居何荣说。

如今，张玉按摩店生意越来越好，生活

和经济状况也有了相应的改善和提高，顾客

越来越稳定，“顾客对我是越来越认可，开业

一年多，我已为不少患者减轻了病痛，口口

相传间，竟也使得我在我们村和周边有了不

错的口碑，我相信明天是美好的，生命也是

无限精彩的！”张玉信心满满地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通讯员 张亚楠

盲人张玉：从黑暗走向“光明”
省人防办到平王宋村调研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关莉燕 通讯员 刘中亚） 4月

8日下午，省人防办党组书记、主任贾宏伟到我市寄料镇平王宋村调

研脱贫攻坚和人防项目建设工作。副市长焦慧娟及相关单位责任人

陪同调研。

近日，在骑庄游园里，一只风筝挂在高压线上。

张亚萍 摄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大自然呈现出春和景明之象，城市中

央公园内更是草木葳蕤、湖光倒影、风景秀丽，人们纷纷来此赏景游

玩、愉悦身心。4月 3日记者摄于城市中央公园云禅湖。

宋小亚 摄

3月 31日，笔者在丹阳路上看到市政公司对我市破损道路

进行高质量养护。 梁杨子 摄

市民骑城市公共自行车外出时，将车篓当儿童座椅，让

小孩直接坐在车篓里。4 月 6 日，这样的情景在我市新体育中心

农业路危险上演。据市民李培介绍，下午 5时 35 分，她开车至市

民之家附近。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名穿白色外套的女子，骑着一辆

永安城市公共自行车在前面行进，车篓里竟然坐着一个四五岁的

小男孩。路过红绿灯时，女子也没下车，而是直接带孩子骑行过

去，看着非常危险。车篓是提供给骑行者放置简单物品所用，家长

将车篓当儿童座椅用，显然是缺乏安全意识，希望市民朋友们多

加注意。 陈晶

背起的是学生，托起的是希望，是梦想。 签下的是名字，表达的是誓言，是心愿。

张玉在给顾客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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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新增四个绿色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