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路贷”是一种新型黑恶犯罪，披着民间借贷外衣行诈骗之
实，严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公安机关将
依法严打“套路贷”，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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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秦俊杰

焦若莹 王婉璐） 近日，市人民医院 10名援鄂医疗队员受

到我市记功嘉奖，分别被记个人三等功。

市人民医院驰援武汉天使靳彩娜等 10名护士，在新冠疫

情爆发之际，以高度的使命感，舍生忘死，勇往直前；以强烈的

责任心，逆行而上，驰援武汉；连续 36天，为武汉人民安危，日

夜全力奋战，为重症患者的生命，坚守抗疫一线。他们的壮举，

赢得了武汉人民的称赞，也为我们大美汝州赢得英雄的荣誉，

为此汝州市委市政府特为她们分别记个人三等功，并颁发功

章和证书，以表彰他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作出的突

出贡献。

近日，市委市政府为市人民医院 10名援鄂医疗队员分

别记个人三等功，以表彰他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作

出的突出贡献。他们的壮举，赢得了武汉人民的称赞，也为我

们大美汝州赢得英雄的荣誉。

在父母眼中，她们是乖巧可爱的女儿；在丈夫眼中，她们

是温柔贤惠的妻子，在孩子眼中，她们是和蔼可亲的母亲。换

上工作服，她们又成了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巾帼不让须眉的

“女汉子”。或许她们衣着不华丽，妆容不精致，但她们让我们

对“美”的诠释有了更多的方式。在无数个抗疫工作日夜里，

她们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展示了巾帼风采，用美丽的身姿和

辛勤的汗水扮靓了社会稳定发展的“半边天”，她们应该得到

关注和掌声。

涓涓细流汇聚成海洋，平凡岗位有不凡担当。在这场特

殊的战“疫”里，她们用生命守护生命，她们，用敬业铸就社会

和谐，用激情书写青春无悔。风雨彩

虹，铿锵玫瑰，她们是医院里最美的

身影。虽然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

但朴实的付出却总是焕发出璀璨的

星光，照亮心田，温暖人心。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

员 秦俊杰）“在我们共同的节日‘5·12国际护

士节’到来之际，衷心祝愿您身体康健、阖家幸福!

祝节日快乐！希望来年的春天，相约武汉，赏樱花

烂漫，不见不散。”近日，一封来自湖北省武汉市中

心医院的“樱花帖”，在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中广

为传颂。

在这封充满深情的感谢信中，武汉市中心

医院感谢我市援鄂医疗队无私奉献的大爱之

举，并邀请 10 名队员来年春天到武汉共赏烂漫

樱花。

感谢信中深情回忆了双方并肩战斗的难忘岁

月，“集结的号角，吹响了前进的音符，这是生命的

嘱托，这是人民的需要，这是您舍小家顾大家的大

仁大义之举。我院护理部与援鄂医疗队护理战友

在抗疫时期成立了联合护理部，统一部署全院抗

疫护理工作任务，组织了联合护理查房、护理会诊

及护理疑难病例讨论，规范了抗疫时期护理工作

流程，促进了临床一线院感防控、应急预案、基础

护理及专科护理的落实。因为您，我们在黑暗中依

然相信前方有光。感谢您的无私付出和深明大义，

感谢您的勇往直前和默默坚守，感谢您冒着生命

危险选择拯救更多生命！我们不会忘记您勇敢前

进的步伐和铿锵有力的眼神，更不会忘记您汗出

如渖的背影！”

感谢信的最后，武汉市中心医院护理部向我

市援鄂医疗队发出来年“樱花帖”邀请，“人间四月

是芳菲，樱花烂漫尽陶然，武汉终于吹响了胜利的

号角！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

到来，武汉的樱花如期绽放，街角的蔷薇立满枝

头，武汉经过几个月的洗礼，已重获新生!感谢祖

国的深切关怀，更感谢您的鼎力相助，使我们跨越

这道鸿沟，重新出发！襄助之恩，云何可报？我们将

谨记君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虽任重而道远，定

不负深恩。希望来年的春天，相约武汉，赏樱花烂

漫，不见不散。”

近日，市妇幼保健院为进一步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升临床

护理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为病患提供优质护理服务，提高病人满意度，展示该

院护理队伍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职业风范，且值“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举

办了“单人徒手心肺复苏技术”和“密闭式静脉输液技术”操作技能比武，以精湛

的技能向护士节献礼。 张亚萍 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通讯员 王亚
豪）“感谢你们的无私奉献和日常工作中的默默付出，你们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南丁格尔精神值得大家学习。”汝州

市玉川村镇银行副行长王佩对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护士真挚

地说道。值“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5月 11日，王佩率银

行相关人员走进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糖尿病医院），慰问工作

战斗在一线的护理工作者，为全体医务工作者送去鲜花、礼

品和真诚的节日祝福。

近日，一市民在钟楼派出所户籍室接待大厅，双

手捧着自己尚余墨香的户口本，感动得热泪直流，对

公安民警连声致谢：“活了六十岁，我终于有户口

了！”

此人是钟楼街道居民王新，今年整 60岁。1975

年，王新的父母响应国家上山下乡政策，带着年幼的

王新到原临汝县纸坊公社陶村大队插队落户，全家

户籍也随之迁往纸坊公社。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父

亲户口迁回临汝县城关公社。1983年 11月，王新因

年轻，涉世不深，思想出现偏差，触犯了法律，被原临

汝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0年，决定执行 9年。

走进监狱后，王新积极接受劳动改造，悔过自

新，脏活累活抢着干，以此洗刷自己心灵上的污垢。

1990年，王新因在劳改期间表现突出，提前释放，回

归社会。面对改革开放后社会上下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新想起当初的幼稚无知走错了道路，悔恨莫及，他

觉得无脸再见“江东父老”，便独自外出闯荡。

在劳改期间让王新磨炼出了刚强的意志和不怕

吃苦的韧劲，他先后到湖北省的宜昌、孝感，河北省

的唐山等地随建筑单位出苦力，洗心革面，凭自己的

实力，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后来，娶妻生子，日子过得

平淡安好，转眼过去了十几年。

2015年，国家交通、宾馆等部门实行实名登记

制，王新却遇到了麻烦。他在 1990年提前释放时，因

心灵受到创伤，将司法劳改部门给他开具的回原籍

办理入户手续的唯一资料———《释放证明》随手撕碎

扔掉。

当时，没有户口和身份证参加社会活动并无大

碍，王新也从未多加考虑。可后来国家实施的一系列

乘车实名购票、医疗保险、手机号码办理、存取款业

务等等均需要身份证明，这让王新陷入了困境。

王新多次到有关部门求助，但得到的答复均是：

没有原始依据，按照有关户籍管理规定无法为其办

理户籍手续。

无奈，王新先后到原先随父母插队下乡的纸坊

镇陶村、纸坊派出所和原籍城区有关部门和单位查

找依据。因时过境迁，时间相差了三、四十年，原来的

有些部门已经不存在，有些单位多次更名、迁址，加

上档案管理不规范，有关王新的原始户籍依据和证明材料均无法找

到。

今年 4月份，针对王新反映的户籍落户问题，市公安局领导高度重

视，主管户籍工作的负责人高大伟召集户政科、钟楼派出所、纸坊派出所

等部门领导和户籍民警，专门召开联席会议。认真学习有关户籍方面的

法律法规，学习有关政策精神，分析研究王新落户一事的操作规程。“不

让一个群众掉队。”会议决定，王新户籍办理问题由现居住地管辖的钟楼

派出所负责前期原始凭证资料的调查，纸坊派出所全力配合，户政科做

好指导。

钟楼派出所所长马营汉回所后，立即召开会议，讲明解决王新户

籍问题的重要性，涉及民生，事关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在群众中的威

望和形象，并为此专门成立王新户籍调查专案组。

副所长彭继锋和从事户籍工作 20多年的民警董留锁主动请缨，

接过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解除，天气逐渐变热。肩负重任，顶着烈日，备

好出差物品，老民警董留锁还带着降压药，专案组的同志们出发了。

走访左邻右舍，翻阅档案资料、查询当年上山下乡有关文件和登

记数据。

由于时间跨度较长，以前户籍档案都是纸质档案，没有录入电脑，

需要人力一年一年，一个月一个月地认真翻阅档案。经过几天的努力，

民警们在纸坊派出所终于找到了与王新有关的户籍资料。可在仔细查

验时，发现纸坊派出所的历史档案上有一与王新情况接近的名字却是

王新平，出生日期系 1958年 3月 12日，与王新个人提供的年龄相差

两岁。民警们根据王新提供的《结婚证》显示，其名字叫王平新，出生日

期系 1960年 3月 11日。档案资料痕迹显示于 1980年迁往汝州市区，

但后来又显示户籍注销。然而，城区户籍档案却没有查询到王新平的

迁入记录。

年龄不符，名字有不同的三个，究竟是咋回事？种种疑问摆在专案

民警面前，调查工作陷入僵局。董留锁及时向上级汇报，并根据自己多

年来户籍管理经验，提出了下步调查工作思路。得到认可后，董留锁再

次与王新见面沟通，得知王新服刑单位和地点在周口市辖区西华五二

劳改农场谷南分场。

4月 20日，专案组民警整装出发，驱车前往西华五二劳改农场谷

南分场，调取有关王新服刑的档案。他们赶到西华县后，得知西华五二

劳改农场谷南分场早已改为周口市监狱。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监狱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部门，监狱门口“重兵把

守”，就连本单位人员也不能随便出入，外单位人员更不准进入监区。

经过多方沟通，与监狱负责人讲明档案资料调取工作的重要性，

最终取得了监狱方的理解和支持。通过一番努力，他们和监狱档案管

理人员同心协力，终于查询到了王新 30年前的服刑档案。

调查取证工作历时半个多月，行程 800余公里，终将王新补录户

口所需材料全部调查完毕，并将王新户籍落户钟楼街道东街社区。

“五一”节前，得知自己悬空 30多年的户籍得到解决，王新来到钟

楼派出所，见到为他付出心血和汗水的民警们，连声道谢，面对全所民

警，他发自肺腑地大声呼叫：“我终于有自己的身份证了，以后出门再

也不作难了！”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孟学礼

我市援鄂“十金花”受记功嘉奖 我市援鄂医疗队收到武汉来年共赏“樱花帖”

点赞战“疫”“十金花”
□陈晶

玉川村镇银行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开展“国际护士节”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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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从洛阳回到寄料镇观上老家的退

休干部李占成，都是行程满满、步履匆匆。前

不久再次回到家乡的他，东进焦村镇魏沟村

考察古村落写生基地建设，北上夏店镇甄窑

村考察扶贫艾草种植，数次来到寄料镇观上

村西坡察看艾草种植，满满的家乡情结感染

着每一位与他接触过的家乡人。

“以前没有退休，工作很忙，没时间关

注家乡的发展变化，现在有了时间就想走

走看看，这两年汝州发展变化如此之大，让

我倍感振奋和自豪，同时也想作一些力所

能及的贡献。”面对记者的镜头，72岁的李

占成先生思维敏捷，字字珠玑。

李占成毕业于郑州大学政治系，先后

任共青团洛阳地委负责人、洛宁县县长、宜

阳县县委书记、洛阳市委副秘书长兼任市

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长等职。作为一位学者型领导干部，他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先后撰写并出

版了《领导与部属杂谈》《领导与部属》《领

导随笔》《实践与思考》《识人·用人·做人》

《成功的境界》《幸福的法门》《社会精英之

路》等 41 部专著，在各级报刊上发表理论

文章 300余篇。

最恋是故乡，一脉文化情。从领导岗位

上退下来的李占成，担任河南省儒学文化

促进会副会长，在继续著书立说、赴各地讲

学外，抽出更多的精力关注支持家乡的建

设发展。4月 25日，应汝海兹风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董事长宋伟杰邀请，李占成在焦村

镇党委政府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焦村镇

魏沟村参观考察传统古村落，结合自己的

研究成果对该村乡村振兴方案提出了修改

意见，并向乡亲们作了《发扬自强不息精神

弘扬厚德载物品格 坚守诚实守信美德》

的专题报告。

4月 27日，应夏店镇党委政府邀请，李

占成参观考察了夏店镇甄窑村的古村落生

态保护和艾草种植。考察中，他建议夏店镇

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古村落文化遗址，保护

与开发并举，合理开发禹王山旅游资源，拉

大古寨生态旅游框架，让游客住窑洞、观山

景，留住乡愁，享受到古寨、古窑、古山、古

水、古石、古树淳朴自然的美。在甄窑村回

乡创业人士刘天才的艾草种植基地，李占

成详细询问了艾草生产、加工和网上销售

情况，鼓励刘天才把艾草产业做大做强。

情系桑梓的李占成十分关注观上村的

艾草产业发展，多次与种植基地负责人万

明强联系，询问他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

颈问题，同他一道出主意、想办法，扶持他

尽快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带动村民共同

致富。目前，观上村艾草种植基地已发展到

300 亩，建设艾草加工车间一个，申请的注

册商标“老君艾”已通过国家初审。寄料镇

已将观上村艾草种植基地列为乡村振兴重

点项目，并帮助解决其发展过程中的相关

难题。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在

寄料镇观上村子中间，有一个不起眼的农

家小院，这就是李占成先生童年的家园。如

今回到故土小住的他，喜欢在小院里支个

桌子，泡上一壶清茶，看着院外的槐花默默

绽放，听着不时传来的鸡鸣犬吠，心中总会

涌起无限的感慨，“为家乡做一点贡献，也

算是一种精神寄托吧。”

风轻轻，香漫漫，与老人的肺腑之言相

和而激越。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李占成：情系桑梓的退休干部

市领导到企业走访调研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5月 11日，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韩春晓带领金融机构负责人调研企业融资及上市筹备情况。

韩春晓一行先后来到巨龙生物、煜达阀门、仁华生物、弘烨生物等企业，

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对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汇报，并现场解决。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学习强国”平台

上线以来，深受全国党员干部及注册用户

的一致好评，作为民政部门一名有着 2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与“学习强国”的故

事就这样开始了。

不负韶华用心学，痴情悟学感染人

自“学习强国”平台上线伊始，我就及

时按照局党组的要求，第一时间注册了软

件，克服自己年龄偏大、新知识欠缺、对学

习软件运用不熟练等一系列的问题，及时

虚心请教年轻同志，坚持每天一个小时的

“学习强国”学习时间，早听广播、晚看视

频，中午做试题、分

享、评论、收藏、积分

日晒成为生活常态。

把学习时间安排得井然有序，既完成每天

的学习任务，也从不耽误自己的本职工

作。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晚上做题到十一

二点是家常便饭，对此爱人不太理解，埋

怨我像小学生似的。有几次中午正在用心

做题，家人喊吃饭都没听到，等我下楼吃

饭，饭已被倒掉了，俩人还为此拌了嘴，但

是后来我把学习“学习强国”的重要性同

她一讲，她也理解了我，消除了误会。慢慢

地，受我的影响，她对“学习强国”的学习

兴趣也日渐浓厚，最近也让我给她下载了

APP，光荣成为“学习强国”大军的一员。

悟深践行见成效，报刊、网络见文章

通过“学习强国”平台学习，在疫情期

间，我在第一时间及时收听了党中央发布

的疫情防控动员令，足不出户饱览祖国大

好河山的美丽胜景，领略国粹京剧的美

妙；学到了穿越历史时空的《唐诗宋词》的

绝美佳句，看到了白衣执甲、含泪剪发、舍

家弃子援鄂支前的动人场景，见证了解放

军闻令而动、星夜驰援、舍生取义、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于那些

“苦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为社区疫情防

控日夜苦守乐于奉献的社区志愿者……

总之，通过一年多的“学习强国”平台学

习，我受益匪浅，学习热情更浓了，工作主

动性更强了。目前，我已把“学习强国”平

台学习，作为自己每天生活首要必需，逐

渐克服了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着的船到码

头车到站和疲于应付思想。同时，我还利

用“学习强国”平台学到的丰富知识，发挥

自己业余写作爱好，先后在省、市网络报

刊平台发表文章数十篇，其中《抗疫组诗

三首》被《文艺界战疫专刊》诗集采用，这

些成绩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学习强

国”平台学习的一次检验。

学无止境勇攀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

无涯。用“学习强国”激发学习热忱，聚合

学习力量。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

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我们

民政人时刻牢记以人民为中心，“民政为

民、民政爱民”是我今后时刻铭记于心的

行为标杆，也是我进行“学习强国”学习后

最大的感悟。作为一名民政人，要常怀悲

天悯人之情怀，不断学习和完善自我。作

为一名拥有多年党龄的党员，应作身先士

卒之表率，不断学习和超越自我，不负时

代所托，心底无私天地宽。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马俊杰

学以致用 壮骨聚魂
———“学习强国”让我受益匪浅

国际护士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