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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孙勇）“天凉了，你年纪

大了，要多注意身体呀，我给你带点衣服，你试一下。”统计局帮

扶干部陈梦真关心地对贫困户罗蕊连说。

“你家的电视坏了，把我家的旧电视给你拿过来了，虽然是

个旧电视，但没啥毛病，你就先用着，我给你示范一下咋操作。”

统计局帮扶干部焦恬歌耐心地对贫困户范怀君交代着。

“老范呀，我给你个剃须刀，把胡子剃剃，要振作起来，咱们

都是一家人，有啥困难尽管说，有困难我们共同面对，以后的好

日子还长着呢。”统计局局长郭玉玮帮扶的对象范长松单独一

个人过，脱贫意志也有些消沉，郭玉玮就经常看望他鼓励他。

以上只是统计局“亲情帮扶”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为让扶

贫工作抓实、落细、见效，该局围绕扶贫先扶志这一目标，推出“亲

情式扶贫”理念，要求所有帮扶干部要和贫困户结亲戚，把贫困

户当家人，通过入户走访、收集、梳理，精准掌握每户贫困户的家

庭经济情况，家庭人员构成、现状和联系方式，并制成表格进行

清单式管理。要求帮扶干部围绕清单，做到勤走、勤看、勤问，实现

“两访两清两帮助”。一是访需求。每月至少上门走访贫困户 2次，

清楚其生产生活需求、面临的困难和思想动态，帮助贫困户寻找

发展路子，解决实际困难。二是访亲人。每月至少与贫困户在外

打工或求学的家庭重要成员联系 2次，清楚家中情况，通过亲人

的关心和支持，帮助贫困户树立脱贫信心。

据统计，今年以来，市统计局 33名包户干部平均每月走访

贫困户都在 4次以上，每人每月平均拨打亲情电话 10次以上，

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80件以上，贫困户和帮扶干部关

系融洽，统计局帮扶的大峪镇西范庄没有发生一起信访事件。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10月 8日，汝州市

晚晴诗词协会一行三十余人到焦村镇槐树村开展扶贫工作实地

采风活动。

槐树村的槐园新村、樱桃沟扶贫产业基地深深吸引了大家，

会员们与村干部和驻村扶贫队员一道走田埂、翻山坡、进农家，

获取第一手素材，并召开座谈会对槐树村的历史人文、自然生

态、扶贫工作以及新时代农村发生的新面貌、新变化进行全面掌

握和了解。

通过实地采风，大家对槐树村近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有

了进一步了解，看到了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贫困户生活的巨大变

化，对未来全村产业转型、民生改善、经济发展充满希望。纷纷表

示，下一步要紧紧围绕我市对扶贫工作要求内容，结合贫困人员

生产生活实际，挥毫泼墨，用好的诗词和书画，展现好政策、好措

施在基层的落地生根，来讴歌槐树扶贫取得的成绩。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通讯员 继

鹏） 9月 29日，纸坊镇中山寨村洋溢着热闹、喜悦的气

氛，鼓声与铜锣声响彻中山寨大街小巷，吸引了附近大

批群众驻足观看。原来这里正举办首届“德善之家”挂牌

启动仪式，为荣获“德善之家”的村民送上荣誉和喜悦。

“今年我们响应市里号召，以德治村，从 136户文明

户中间，评选 12户德善之家。”中山寨村党支部书记禹

民政介绍说。短暂仪式结束后，镇、村干部挨家走访，将

“德善之家”的荣誉牌送到获得该荣誉的村民手中，受到

了认同和称赞。

村民陈保安说：“村干部带领乐器队敲锣打鼓，上我

们大门前挂‘德善之家’牌子，门前门后邻居都来看，热

闹得很，我真的很高兴。”大张旗鼓地表彰荣获“德善之

家”的家庭，既让群众感受到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荣誉，

也在基层群众之间形成净风气、学榜样、争当先进的良

好风尚，进而为以德治村工作落地生根打下良好的基

础。“我家没有评上‘德善之家’，以后还要向他们学习，

争取 2019年评上‘德善之家’。”今年“落榜”的牛建军给

自己定下了新目标。

中山寨村从 2012年开始评选好媳妇、好婆婆、中山好

人、乡贤人物、文明户，这次“德善之家”评选是目前最高的

精神文明荣誉，评选程序也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自荐、评

审、审核、公示、表彰每一项流程认真细心，慎之再慎，做到

工作经得起考究，表彰结果大家信服。中山寨村正以“德善

之家”创建模式促进德治工作在基层生根发芽。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董洁英）

近年来，市妇联始终把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关爱儿

童成长，家庭教育先行”为实践活动载体，积

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开展关爱帮扶。市妇联通过各种渠道发

动扶贫济困、结对帮扶、献爱心等活动。主动

牵线搭桥，促成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关工委、

市共青团、市工会等结对帮扶留守、贫困儿

童，积极主动为儿童办好事、办实事。今年以

来，共筹集到爱心资助款 1.5万元，资助贫困

儿童 103人次。

搭建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基层妇女之家、

儿童之家等平台优势开展活动。开展母亲节

感恩、六一送书下乡、送法进校园、家庭教育

宣讲、家政月嫂培训、基层妇女组织培训等各

种活动 36次，受益群众 5000人次，大大丰富

了我市妇女儿童的文化生活，使基层妇女、儿

童之家成为我市妇女儿童的生活乐园。市妇

联依托基层妇女儿童维权服务站建立了公益

性法律维权服务机构，从一线教师、机关工作

人员、法律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中招募 11名

志愿者作为公益心理辅导老师，为有心理困

扰的未成年人做心理咨询与辅导，为家长教

育子女提供建议和帮助。今年共接受咨询 100

多人次，有效减轻或消除来访者的不良心理

现象和行为，促进了我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重视家庭教育工作。开展家庭教育宣讲活

动。4月 10日开始先后在学校、村（社区）、机

关等地集中开展 6场家庭教育讲座，年龄段覆

盖了小学、中学，受众 3000余人，让家长从讲

座的案例和知识中懂得怎样更好认识孩子、教

育孩子，提高了家庭教育的水平。举办好家风、

好家训征集评选活动。活动共征集到 85篇家

风家训稿件，经过网络展示投票、专家集中评

选等环节，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

奖 7名的好家风好家训获奖家庭，并进行大会

表彰。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让全市广大家庭共

同参与家庭文明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社风、

民风，推动了我市家庭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9月 29日上午 7时许，市标北侧工行

门口的实惠小吃店里，已经坐满了吃早餐

的食客，甜丝丝的粥味和葱花油馍的浓香，

混合着食客倍儿精神的谈笑，使这个片儿

小店洋溢着初升朝阳般的欢快氛围。在靠

近墙壁的桌子旁，坐着一位 50 多岁的男

子，他是这里的常客，3年了，很多个早晨，

在这个小店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事情还得从 2015年的那个夏天说起。那

天早晨，在某单位做会计的他抱着一个档案

袋来这里吃早餐。鼓鼓囊囊的档案袋里装满

了单位的账本、发票和一些现金，因为当天有

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吃完饭就匆匆离开了。一

天奔波于好几个单位办事，直到在办公室坐

下来，他才发现，档案袋不见了。整整半个月，

他几乎找遍了当天去过的所有地方，都没有

找到档案袋。心力交瘁的他最后终于想起了

小吃店，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这里，没想到店主

很快把保存得完好无损的档案袋交给了他。

从那时起，他就成了这里的常客。

小吃店的店主名叫陈伟，今年 55岁的

他，从 21年前开小吃店到现在，拾到并归

还顾客丢失物品的故事，到底有多少，连他

自己也记不清了，“最多的一次，大概在

2000年夏天，一个 30多岁的妇女，吃完饭

把包忘在了店里。包里有十来万的现金，我

当时发现后，赶紧把它收拾起来拿到家里

保管好，半个月后她才找到我。当我把包归

还她时，她拿出一沓子钱要感谢我，被我婉

言谢绝了。你开店，顾客的东西忘在你那里

了，归还人家是应该的。除了这，拾到的手

机就更多了，最后都还了人家，这些人后来

都成了我的回头客。”

如今，他小吃店每天的回头客都在八

成以上。不仅仅因为他总是完璧归赵顾客

遗失的东西，更在于他 21年如一日精挑细

选食材和细致入微的服务态度。

1997年农历正月二十二，他的小吃店

在市标东北角的原工人文化宫门口的一排

铁皮房子里“安营扎寨”。从那时到现在，他

的小吃店就是早餐稀饭加葱花油馍，午餐

红薯面条、豆面条、白面条，从没有改变。

陈伟选食材很挑剔，从不含糊。选白面

必须是精粉，精粉的牌子 21年没换过；他

做的豆面，自己去市场上选绿豆，然后自己

拉到磨坊去磨面；他做的捞面条，配的调料

有十几种，全部是他亲自调配的，里面的芝

麻酱固定由一家供应。“捞面条的调料，这

么多年除了保持原来的味道外，根据顾客

的要求也会做适当的调整，但种类是只能

加不能减，更不能偷工减料。同时每碗的分

量一直没有变，有时候顾客说多放点青菜，

我都是笑着照办。”

从食材选择到精心加工到亲和服务，

不管是在最初的原工人文化宫小吃店还是

到现在的工行门口小吃店，实惠小吃店的

名字一直没有改，实诚开店的信念也是一

丁点儿没变，因此他的小吃店总是坐满了

食客。作为市区当初第一家卖红薯面条的

小吃店，如今市区已经有类似的小吃店五

六十家，但他的小吃店似乎没有受太大的

影响。“一天要卖 3袋面，特别是中午来吃

捞面条，一般要等半个小时左右，人太多

了。越是人多，越要讲信用。”

每天早晨 4 点多起床准备早餐，6 点

半开门营业，一直要忙到下午 3点左右才

能消闲下来。“我和老伴每天都要站立将近

12个小时，站一天小腿就会肿，20多年的

劳累，现在我俩都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陈

伟说着挽起裤管，记者看到，他的小腿皮肤

呈现明显的黑红色，弯曲变形的动脉血管

令人触目惊心。

如今，陈伟的 3个女儿已经大学毕业

或者在读研，大女儿已经参加工作。“孩子

们都劝我们老俩歇歇。但我想，这小吃店虽

然干着很累，但 20多年也习惯了，还能坚

持。最主要有那么多老顾客天天都在等着

我，我不能停下来了。再干几年再说吧！”腼

腆的陈伟笑笑说。 郭营战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片儿小店里的实诚人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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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联多举措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市统计局“亲情式”扶贫暖民心

市晚晴诗词协会到焦村镇槐树村采风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10月 9日，市信息中心开展“节约一滴水、

一度电、一张纸”活动，并举行了“节水、节

电、节约用纸”为主题的签名活动（如图）。

全体干部职工通过在承诺书上签名，将节

能工作贯穿到日常工作中去，共同为节约

型单位、节约型机关建设作出贡献。

市信息中心将节约贯彻到了工作的

细节中，大力推行节约打印、复印用纸，提

倡双面使用打印纸，收集反面空白的打印

纸当作草稿，大力提倡自动化办公、无纸

化办公，尽量减少纸张的浪费。电脑全部

设定为定时睡眠。注重从细微处抓起，整

合办公资源，将编辑部、网络部等多个办

公室融合在一个屋内办公节省用电，会议

室、门厅和走廊的照明设施少开或不开，

尽量使用自然光办公。在办公区域显著位

置张贴“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倡

议书，提高干部职工节约意识，自觉形成

人走灯灭的习惯，及时关闭水龙头，杜绝

出现“长流水”现象。

市信息中心将节约贯彻到细节中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
者 李红涛） 10 月 9 日，市

委书记、市长陈天富带领市住

建局、规划局等相关单位负责

人，到四馆合一项目工地调研

工程建设。陈天富强调，各相关

部门要齐心协力、协同合作，加

快推进四馆合一项目建设，确

保工程早日完工，进一步满足

群众文化需求。

四馆合一项目位于市体育

文化中心东侧，由规划馆、文化

馆、科技馆、图书馆等四个综合

场馆组成，建筑形态宛如汝瓷

的“梅花四足瓶”。工程占地面

积 195亩，总建筑面积 9.8万

平方米，目前主体完工，已进入

内外部装修阶段。

在听取项目施工方负责人

设计理念和工程进度汇报后，

陈天富指出，四馆合一项目既

是集文化展示、科技创新、生态

环保于一体的社会科教服务综

合体，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对

完善城市文化服务功能、提升

城市品位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场馆的装修设计方案要体

现汝州特色，充分融入汝州地

域元素和文化元素。布展设计方案要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注

重细节把控，融入一流元素，提升整体设计水平。场馆建设要以群众

需求为导向，增强趣味性、互动性，让群众愿意参与、方便参与。要在

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早日完工，进一步满足

群众文化需求。各相关责任单位要密切配合、加强沟通，为工程建设

提供优质服务。

市政府秘书长杨兆华参加调研。

“四知堂杯”头题新闻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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