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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尹晓东） 近日，

纸坊镇张庄村孤寡老人何遂江来到市司法

局门口手拿“热心为民，品德高尚”的锦旗，

专程感谢纸坊镇张庄村第一书记卢占利长

期以来对自己的关心和帮助。

何遂江老人身患残疾，独自一人生

活，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十分困难。卢占利

得知情况后，特别关心老人的日常生活，

经常去家中走访，了解老人生活状况，逢

年过节带着礼品看望慰问。初冬来临之

际，当了解到老何行走过程中，经常出现

腿脚突然无力的情况，于是积极联系残

联，亲手给他送去专用轮椅，老人备受感

动，激动地说：“一定要制作锦旗送给咱们

的第一书记”。

2016年 12月，经市委组织部选派，市

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占利到纸坊镇

张庄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在近一年的任职

期间，卢占利一心为民，心系群众，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帮助张村发展。一是积极向市

委农办汇报实施了投资 100多万元的高标

准良田建设项目，极大提高农田水利保障

能力，确保张村旱涝保收，为该村发展奠定

良好基础。二是做好村室建设。经多次开

会，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确定了村室的

选址，目前村室建设主体已基本完工，计划

于 1个月内建成投用。三是积极创建一星

级生态示范村。为进一步优化村民生活环

境，积极向市委农办汇报，做好生态示范村

创建工作。通过几个月的努力，目前已经美

化亮化街道 300余米，污水排放渠、生态净

化池已经投入使用，新栽树木 200余棵。四

是积极创建文明村，多次召开村民代表会、

党员大会宣讲市委、市政府关于文明村的

标准和优惠政策，得到了村民积极响应。目

前张庄村申报文明村创建材料已经上报市

文明办。五是帮扶困难群众。根据张村村

情，挑选了一些致富项目帮助张村发展。同

时，在春节、端午等重要节日，慰问特殊困

难群众和老党员。

昨日，笔者在司法局见到了卢占利，

他对笔者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

带头照顾孤寡老人，帮助最该帮助的群

众，带领群众走向幸福生活。我虽然在机

关单位上班，但是我也是生在农村、长在

农村，我深知农民是最纯朴的，他们不会

听，只会看，看你做得多好，做出了哪些成

绩，让他们得到了哪些实惠，这是检验我

们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也是我们奋

斗的目标。作为一名驻村工作人员，将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搞好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地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扶贫助困，引导农

民发展致富，为所驻村发展尽自己最大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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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哲的爱情曲折
屈哲很忙，这位 80后小伙目前的身份，是

市物价办驻焦村镇魏沟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自 2016年 3月份被派驻到魏沟村，他就很

少回单位。因为驻村扶贫，他连与对象见面的时

间都一再推迟，以至于那位在北京打工的姑娘

满怀希望而来，却因见不到他本人，只能抱着遗

憾而去，就更不用提能回小屯镇时屯村的家了。

屈哲今年 32岁，标准的大龄青年。他于

2009年 7月从南阳师范学院毕业，当年 11月

份就报名参军，来到甘肃省玉门市嘉峪关附近

的某军事基地服役，并连续五年获得“优秀士

官”和“优秀士兵”的嘉奖。因为种种原因，他于

2014年转业后，直到 2016年 3月份才到市物

价办上班，当年 6月份，因他年富力强，素质过

硬，被派到魏沟村驻村扶贫。

因为常年在外，尽管勤奋好学，一表人才，

但“月老”硬是没有给他牵过红线。对于他来

说，不能不算遗憾的事。

但他的婚事，一直牵动着同事和家人的

心。

今年“五一”假期，家人为他介绍了一位同

村在北京打工的姑娘。姑娘打听了他的情况

后，对他很是满意，便约定时间见面详谈。没想

到第一天约定晚上见面，他就因在村里忙回不

了家，只能失约。第二次、第三次的情况与第一

次如出一辙，只有三天假期的姑娘等到第三天

的晚上，始终见不到他本人的面，无奈只好坐

火车回了北京，从此无缘面见。

期间，他的家人不断打电话催促，同事们

听说消息后也催他回去，但因为正在整理村里

的数据，他硬是抽不出时间回去。

在魏沟村，他对村里贫困户的情况了如指

掌，因为该村 70户贫困户，282人的详细材料，

都是经他手整理出来的。

屈哲分包的两户贫困户，一户家中 9 口

人，其中 3个人是“黑户”，为此他跑前跑后，帮

忙整理个人资料，从村里了解情况，然后报送

到当地派出所。目前手续正在办理中。因为人

口多、收入少，这家人生活困难，父子二人只好

外出打工。但“船漏偏遇顶头风”，打工期间，二

人双双因为车祸住进了医院，一时间这家人生

活陷入了困境。

得到这个消息，屈哲连忙赶到其家看望慰

问。详细了解情况后，得知肇事车是外地车辆，

没有见过世面的这家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处

理。于是，他二话不说，跑前跑后，出面协调。在

他的不懈努力下，使这家人得到了应有的赔偿。

他所包的另一贫困户是一位孤寡老人，在

焦村镇上的女儿家居住。每次到魏沟村前，他

都要专程拐到镇上去看望老人，向老人家嘘寒

问暖，宣传政策，为老人办理事情等。老人每提

起他来，都要向人夸奖几句。

得知他因驻村扶贫耽误了婚姻，不仅单位

的同事逢人便要提及为其介绍对象，同时，热

心的魏沟村小学校长马胜国主动请缨做起了

“红娘”，为他介绍了邢村小学的一位女老师。

这位姑娘被他的事迹所感动，经过几次接

触，两人一见钟情，目前正在热恋中。

屈哲真的很忙，这不，记者约了几次，甚至

在上周六专程到魏沟村采访他，却因工作忙而

没有时间交谈。11月 13日下午，记者才在市物

价办与他见了面。

听说要采访，这位英俊挺拔，性格腼腆的

小伙子始终不愿多说，一直说这是他应该干的

工作，直到办公室主任一再做工作，他才将自

己的经历说了出来。

尽管他性格内向，言语不多，但他的工作

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单位的同事，还是

村里的贫困户，每每提及他，都伸出大拇指称

赞：屈哲，好样的。

李晓伟

“好久没吃到妈妈做的饭，好久没听到妈妈

的声音，妈妈我想抱抱您，您快点回来吧……”

从 10月 25日起，年仅 7岁的马恒博已经 16天

没看到自己的妈妈了。

11月 10日，温和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汝州大

地，然而对于米庙镇马窑村马恒博一家人来说

却是乌云密布。当日，记者在该村村委会主任马

建房的指引下，来到了马恒博家。映入眼帘的是

一堵年久失修的红砖墙和一扇破旧的木门。推

开木门，走进马恒博的家中，记者第一眼看到的

是没有粉刷的三间老平房，右边是两间已经坍

塌的瓦房，院子中间是马恒博和他的奶奶李小

香。

看到记者走进院里，现年 74岁的李小香连

忙起身。当记者说明来意后，老人强忍着眼睛里

的泪水，给记者慢慢诉说着她儿媳妇张玲凡的

苦事……

今年 49岁的张玲凡是李小香的三儿媳。10

月 25日，张玲凡因头疼和连续高烧不退，在我

市医院查不出病因后转到郑大一附院，后被确

诊为病毒性脑炎并伴有腔隙性脑梗塞、脑动脉

硬化，入院后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李小香说，

张玲凡生病后，她就主动承担了马恒博的衣食

住行，每天马恒博都会去她大儿子或二儿子家

跟她一起吃住。

张玲凡一家四口人，丈夫马须乾在 18年前

就患上了精神病，发病时数日不着家，摔打东

西、辱骂人都是常事。大儿子马昌盛今年刚满 22

岁，一直在外地打工；小儿子马恒博正在上小学

一年级。张玲凡一个人扛起了全家的重担。

可是，自 10月 25日以来，张玲凡也倒下了，

一直未醒。高额的医疗费，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

蓄，加上治疗周期很长并随时有生命危险，这对

于家里只种着不多的地、平时靠大儿子打零工

维持生计的张玲凡一家来说，成了一道过不去

的坎儿。

十几天来，为了给张玲凡看病，他们花光了

原本不多的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数万元的

外债，可面对后续的治疗，谁也说不准还需要多

少钱，如今治疗又迫在眉睫，接下来的日子该怎

么办？一家人不知如何面对……

张玲凡患病的消息被米庙镇党委政府和马

窑村两委会干部知道后，分别拿出 1000元用于

张玲凡的治疗，马窑村两委还通过村内广播的

形式，向全村人发起了“一人有难，全村支援”的

爱心倡议，号召村民捐款。张玲凡平时在村里为

人老实本分，与周围邻居相处和睦，就这样，5

元、10元、20元、100元、200元……短短几天时

间村民就为张玲凡捐了 7000余元。

除此以外，村两委班子在张玲凡住院期间，

主动将她家的耕地进行深翻、播种，还为她一家

四口按时交纳了新型合作医疗费用。

“我们村人口不多，现在已经有 200 多人

参与捐款，其中还有一部分并不是本村的村

民。这些钱虽然不多，但是代表着乡亲们的一

片心意。”马建房说。目前，社会各界为张玲凡

一家捐助善款，奉献爱心的活动仍在继续传

递中。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高额的医药费用让这

个原本破碎的家庭实在负担不起，我们也呼吁

大家伸出援助之手，献出一份爱心，帮帮这个

家，帮帮这两个懂事又可怜的孩子。马恒博告诉

记者：“等妈妈的病好后，我们也会尽自己最大

的力量回报社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把

大家的爱心传递下去……”

在记者发稿时，接到张玲凡家人的电话，说

张玲凡的病情已有好转，目前手指已会活动，但

仍处于昏迷状态。可是由于治疗费用不足，全家

人商量后将张玲凡从郑州又转回汝州，现在入

住在市第一人民医院。

“我知道我妈的病很严重，但是我哥说了，

只要我妈还有这口气，哪怕是卖房子、卖地，

我们也不会放弃。”马恒博带着抽噎的声音说

道。

张玲凡的大儿子马昌盛手机号码：

15838121862

中国建设银行：6217 0024 4000 5912 563

也可搜索支付宝、微信进行捐款，马昌盛支

付宝、微信（同号）：15838121862

于俊鸽 郭晓杰

七岁小学生的心愿：妈妈 我不要你离开

11月 13日，一位老人在工人文化宫游园中唱戏，引来众多戏迷观看。 李晓伟 摄

国家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双贯标”
工作验收组莅汝

本报讯 （记者 何亮亮） 11月 14 日，以住建部住

房公积金监管司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郭蔚为组长的国家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双贯标”（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于《关

于贯彻住房公积金基础数据标准》、《住房公积金银行结算

数据应用系统与公积金中心接口标准》这两项标准贯彻落

实情况的检查和验收）工作验收组莅汝检查，并召开座谈

会。市领导刘鹏、杨辉星、张振伟出席会议。

我市申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国家级示范县取得进展

本报讯 （记者 郭营战） 记者 11月 14日从市发改

委获悉，我市申报 2018年畜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项目县工作取得进展，通过了省发改委、农业厅、畜

牧局的初步评审。11月 10日，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

鹏带队赴农业部进行了答辩，取得较好成绩。

市政协视察我市教育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赵子豪） 11月 14 日，市政协视察

组专题视察全市新建学校建设运行情况和学校阳光大课间

活动开展情况。视察组一行实地察看了新一高、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朝阳路小学等学校，并参观了部分学校的阳光大

课间活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市领导张平怀、何俊章、

张贵明参加。

100余名贫困户接受专业技能培训
本报讯 （记者 郭营战） 11月 14 日，我市今年第

二期涉农产业扶贫培训班开班，来自我市 35个贫困村的

100余名贫困户代表将参加为期两天的种养殖技术专业培

训。副市长焦慧娟出席开班仪式。

第一书记卢占利热心为民

本报讯 （记者 黄耀辉 通讯员 赵小峰
怯芳芳） 11月 14日，记者在市园林管理中心的堆

放场发现，一台类似打麦机的机器，正在吞噬旁边的

树枝，另一端则吐出碎碎的木屑。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园林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

透露了其中秘密。据介绍，我市园林管理中心总共管

护着全市范围内 2万多株行道树，平均每天要修剪

的树枝运送总量达到了 10余车次。并且，随着城市

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绿化面积的不断增加，园林绿地

产生的树枝、落叶、草坪修剪物等也越来越多。过去

对这些枯枝败叶大多采用填埋和遗弃的方式来处

理，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易引发安全隐患。为

此园林部门及时引进了树枝粉碎机，对这些树枝进

行处理，碎树屑经过三个月的发酵，来年春天正好可

以给树木施肥。

每台树枝粉碎机每天可处理 5吨树枝，节省了

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今，这些有机肥不仅能通

过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微生物总量，改善土壤性

质，提高土壤肥力，还广泛应用于覆盖道路两旁树

池、花坛，以及花带下部裸露区域，起到美化作用，变

废为宝，一举多得。

2万多株行道树 每天树枝 10余车

树枝粉碎机变废为宝

微友在【今冬明春汝州市新增造林面

积 12万亩，涉及这些地方，每处都点亮你

的生活！】后留言

@往事随风：抓住好时节，营造好环

境。添了好心情，美了汝州城。增加了身边

的绿意，创造了生态宜居。动动你的手，留

给子孙一片生机。行动吧！这是我们永远

的课题。

微友在【汝州被“盯上”了，多家中央

驻豫主要媒体和省直主流媒体负责人莅

汝调研集中采访！】后留言

@楠启：城市形象的树立，离不开新
闻媒体的宣传；城市品位的提高，离不开新

闻媒体的大力支持。这次汝州被各大新闻

媒体“盯上”了，她的知名度会更高了。

本报讯 （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高明哲
韩笑）“这根拉线露出土层较多，达不到安全埋深，

需要重新埋设。”11月 12日，市供电公司 10千伏范

风线秋检现场，秋检安全监察员仔细检查了电杆拉

线后，立即指挥两名工作人员重新埋设了电力拉线。

11月 13日，市供电公司又组织技术人员来到 35千

伏蟒川变电站，对 10千伏母线隔离开关瓷瓶进行更

换，及时清除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提早

备战即将到来的冬季用电高峰。

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为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市供电公司未雨绸缪，全面部署迎峰度冬工作。

加大客户管理力度，及时掌握辖区内高危客户及用

电负荷和生产性质变化情况，对客户设备进行“诊

断”，加强负荷监测，编制了应急预案，明确应对高峰

用电的方案措施，提前做好有序用电准备。同时，密

切关注气象动态，提前防范因低温、大风等恶劣天气

可能出现的倒杆情况，做好应急抢修准备，确保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平稳迎峰度冬。

市供电公司

秋检备战迎峰度冬

日前，河南法制报编委刘爱丽回汝州参加一个业务交

流活动，说起家乡的变化，赞不绝口，特别对市区公厕建设

更是感慨良多。她说，我到美国出差看到公厕配手纸的现

象，今天在我们汝州也看到了。我出差到过很多地方，像汝

州这样环境优雅、设施齐全、服务到位的公厕，在别处还真

不多见。目前全市 85座公厕面积大小不一样，但是环境设

施服务都是杠杠的。

环卫驿站 温馨如家

都知道环卫工是最辛苦的，脏了自己，干净了街道。经

常看到他们坐在路边休息，夏天炎热，冬天寒冷，没有一个

好的地方可以休息。蔡庄公厕建成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改

变。记者走进公厕二楼的环卫驿站，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有

三个大娘在眉开眼笑的看电视，两个大爷在聚精会神的下

棋。里间有 14个整洁舒适的铺位，可供环卫工休息。每一个

房间都有空调，冬暖夏凉。附近的环卫工，一换班就跑来休

息，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据了解，蔡庄公厕建设于 2017年 4月，历时 45天建成

投用。分上下两层，一层为标准化一类公厕，内设男女厕间、

管理间、工具间。2层为环卫驿站，内设休闲区，主要供环卫

工人换班期间休闲使用，可以看电视、下棋、读书等；休息

区，设床铺和更衣柜，主要为环卫工人提供更换衣物和休息

的空间。

仿古风格 彰显特色
“你看这跟古代宫殿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景点。”

两个月前，金庚医院旁第一所仿古公厕建成投入使用。据了

解，目前还有其他相同风格的公厕正在建设。这类公厕不光

外观好看还很实用，负责这个公厕的保洁人员说：“平时来

这的人非常多，有很多身体不方便的，都去咱这第三卫生

间。”第三卫生间，设置有托放婴儿的多功能台、儿童安全座

椅、无障碍厕位、儿童厕位等，为老人、行动不便的人以及怀

抱婴儿的母亲如厕提供极大的方便。公厕前有供人游玩的

长廊，有不少老奶奶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孙女在这里休息游

玩。“第三卫生间里边有专门为小孩子设计的坐便器，同时

为婴儿妈妈考虑，有让婴儿坐的，还有专门换尿裤的台子。”

现在公厕内也有免费的卫生纸，据保洁人员介绍，一周每个

公厕有 12卷免费的卫生纸，平均每天 2卷。同时，她建议大

家在上厕所的时候要节约用纸，这样才能给大家带来真正

的便利。

小变化，反映大民生。公厕的改变，不仅便利了群众，也

反映了我市百城提质后城市的变化。如今，汝州人的幸福指

数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何亮亮 姚琼豪

戏迷嗨翻天

小公厕里的大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