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友 评

2020年 8月 21日
2版 星期五 彤旭黄：辑编 闻新合综

街头
巷尾
身边

●8月 17日，市残联召开专题会议贯彻落实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重点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对该单位分包

的背街小巷和无主小区整改问题及创文问卷调查、宣传

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张亚萍 张亚楠

●近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风穴路街道开展应急管

理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就应急管理局日常工作、办事

效率、服务质量、依法行政、纪律作风、廉政建设等方面

向与会人员逐一征求意见，同时就做好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与企业人员进行了探

讨交流。 李晓伟 樊向华

●8月 17日，市融媒体中心召开专题会议，对在全

市重点工作中要承担的任务逐项进行安排部署。会议传

达学习了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市重点工作中涉及融

媒体中心的内容进行解读和任务分解，并对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脱贫攻坚、创卫、扫黄打非等近期全市重点工作

和宣传创新、经营创收、便民服务、智慧项目建设等融媒

体中心当前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 陈晶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出租车行业经营和服务行为，

切实提高出租车驾驶员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8月 13

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组织举办了“创文迎检、规范服

务”专项学习培训班，我市诚信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90

余名出租汽车驾驶员参加了首批培训。

宋乐义 陈跃强 赵泽群

如今，每次走进群山环抱的蟒川镇蟒

窝村，看到过去病怏怏的村民变得行走自

如、精神了许多，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高

伟峰总会笑着和他们打招呼。他的心里也

变得敞亮起来：4年的奔波没有白费。

蟒窝村是蟒川镇 6个贫困村之一，也

是该镇贫困人口最多的村，贫困人口 238

户 1003人，占全镇贫困人口三分之一，其

中慢病人员 159人、高血压 86人、糖尿病

25人。在健康扶贫刚开始的时候，看到这

一数据，高伟峰曾吓了一跳：贫困人口基

数这么大，慢性病人口这么多，工作开展

肯定很困难！但想到自己有着 10年党龄、

23年基层卫生院的工作经历，高伟峰主动

向医院班子请缨，承担起蟒窝村的健康扶

贫工作重任，成为蟒窝村健康扶贫工作队

的队长。

在健康扶贫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他几

乎每天都要往村里跑，一方面学习相关政

策，另一方面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

握第一手资料。每次进村入户，在给贫困

户进行随访、体检的同时，他都积极宣传

国家的扶贫政策，并组织群众开展健康教

育知识讲座。暖心的话语，带领签约服务

团队的真诚、耐心，过硬的医疗服务，高伟

峰渐渐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

蟒窝村娘坟自然村贫困户何某，今年

56岁，一家有 5人享受低保、4人享受残

疾人补助。他的爱人、老大儿子和小女儿

都是肢体残疾，常年卧病在床。每次来蟒

窝村，高伟峰都要到他家看看、拉拉家常，

就像走亲戚一样，还动员医院的医生、护

士为他们捐赠衣物、粮油和现金。“高书记

不是我的亲人，胜似我的亲人啊！”每次见

到高伟峰，何某都会坐在他面前，似乎有

说不完的话。

4年下来，高伟峰熟悉了蟒窝村的每

一位带病贫困村民，这儿也成了他的第二

个“老家”。天热时，他和医护人员为贫困

户送去风扇、西瓜、白糖等防暑降温品；天

冷后，又为他们送去棉被、棉衣等物品。

把贫困户的冷暖放在心上，而高伟峰

自己的家却因为工作忙很少照顾。他的儿

子在外地上高中，由于工作忙，儿子的家

长会他是“必须缺席”的；他的父母年事已

高，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塞等慢性病缠

身，经常住院，他却很少在病榻前照料；家

里的琐碎事一直由妻子一人打理，这让高

伟峰心中常怀愧疚。前段时间，他的妻子

因病手术住院，他总算抽个机会赶到病床

前陪护。看到丈夫时，妻子语带埋怨地说：

“伟峰，你也得顾顾家、顾顾自己的身体

啊！家里你是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下啊！”

这话说得高伟峰这个堂堂汉子心里不是

滋味。

倾心付出，换来的是群众和组织的认

可，2019年，高伟峰被授予“汝州市扶贫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对于这份荣誉，他倍加

珍惜，“今年是全面脱贫、决胜小康社会的

关键一年，我将带领医疗签约服务团队继

续努力，使蟒窝村的贫困户早日脱离贫

困，过上健康富裕的生活！”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马鹏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平党
申 张世洋） “前几天我用积分换了两

袋金龙鱼大米、一桶调和油、一提挂面、调

味品，没有花一分钱，参加公益劳动真不

赖。”8月 18日上午，在夏店镇陈庄村游园

里，79岁的贫困户陈宗保一边清理杂草，

一边和其他参加公益劳动的群众交谈。

针对帮扶过程中个别群众存在“等靠

要”思想，2018年 6月，陈庄村开始筹备建

立村爱心超市，通过上级财政和帮扶企业

提供货架和商品百余种，让贫困户和非贫

困户群众通过参加集体公益劳动和乡风

文明建设获取相应积分，兑换生活所需商

品，多劳多得。所有物品以低于市场价的

标准折算成相应分数，存入爱心卡，持卡

人可在爱心超市兑换同等价值的物品。

“通过劳动积分换物品，贫困群众主

动搞好家庭环境卫生的积极性提高了，村

容村貌、邻里关系、孝老爱亲氛围得到了

改善。”陈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程卡鼎说，爱

心超市不仅让贫困户通过劳动间接增加

收入，也带动全村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

设，一举多得。

据统计，陈庄村 2020年 1至 7月份

共评定积分 9865分，兑换爱心积分 9626

分，发放爱心物品 268件，有 96户群众享

受到了积分卡兑换商品的爱心服务，调动

了群众积极参加村公益劳动和移风易俗

文明新风建设的积极性，增加了贫困群众

收入，改善了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构建了文明和谐社会发展环境。

和陈庄村一样，目前夏店镇 6个贫困

村均设立了扶贫爱心超市，贫困群众靠参加

公益劳动和文明乡风建设可以获得相应积

分，凭积分卡在爱心超市获取所需商品。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夏店镇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 809户、2951人，截至目前未脱

贫户 147户、309人。为了鼓励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群众靠自己的劳动脱贫致富，除在

贫困村设立爱心超市外，夏店镇还在全镇

各村开发了治安巡逻、禁烧巡查、防汛、防

溺水值班等农村弱劳动力公益性劳动岗

位 383个，使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实

现增收。

“劳动小积分，扶贫大文章。夏店镇

通过积分换物品和开发公益性岗位等帮

扶模式，潜移默化改变贫困户‘等靠要’

心理，把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

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激励他们靠勤劳摆

脱贫困走上致富路。”夏店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王磊对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充满

了信心。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8月 19日，走进大峪镇田窑村，山路蜿

蜒，视野开阔，风景极佳。“今天下雨的时

候，云雾缭绕，就在脚底，好看！”村党支

部书记袁章伟的声音里透着自豪。就在

前不久，唯一影响村民幸福感的事

情———水的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今年

夏天，越来越多的村民体会到一大碗好

水灌下去，再痛快地冲个澡的便利，切身

感受到了幸福感。

“以前靠天喝水。”袁章伟回忆起前

几年的时候，村民每天凌晨四五点起来，

跑到十几公里外的镇区拉水吃。“这几年

降雨量少，村里大多都是自己收集雨水，

家家户户都有自备井，但是水质非常

差。”袁章伟介绍。不光村党支部书记回

忆喝水是个难题，在村水管员袁海宽眼

里也是如此。“以前靠天吃饭，要用牛架

着车去十几公里外拉水喝，家里有个蓄

水池，那水仅仅够生活吃饭用，水质也不

太好。现在不一样了，家家户户走线接管

道，水质好水量还大，大家都是伸大拇指

点赞……”说起用上自来水，袁海宽的脸

上满是喜悦。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后，

在村民王振松的家中，屋后菜园里豆角、

小葱、番茄、黄瓜数不胜数，一片绿油油

的格外吸引人，他的绿色菜园得益于他

身后那个拧开就流水的水龙头，“好着哩

……”王振松满脸的喜悦溢于言表。

“有水难存、无水可蓄”是大峪镇田

窑村一直以来发展的一大难题，2018 年

市水利局帮助村子打了一眼深水井，建

了取水点。后经水利局专门抽调技术力

量专门勘察后，最终决定改成户户通的

方式，把水送到每一户村民家中。如今，

站在田窑村的高山山头，一条条水管延

伸至千家万户，村民不再为喝水发愁，彻

底从找水、挑水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下一步，市水利局将继续巩固全市

饮水安全工程排查维修成果，让群众用

上安全水、放心水。”该局局长王国强表

示，“我们还将严格落实《汝州市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制度》，做好已建成

饮水安全工程排查、维修和管护工作，发

现未通水问题将及时处理解决。同时做

好‘十四五’供水规划的编制工作，把水

利行业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必须完成的一

项政治任务，把解决贫困地区农村饮水

安全问题作为水利脱贫攻坚的底线目标

任务，最重要的民生工程，举全局之力、

集全局之智，助推脱贫攻坚任务圆满完

成。”

本报讯 （融媒体
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郭帅锋） 近

日，庙下镇组织开展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脱贫攻坚”主题宣传教

育大会，全面吹响冲锋

集结号，全力以赴打赢

脱贫攻坚战。

据 了 解 ，2019 以

来，庙下镇成功实现脱

贫 11户 29人。特别是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全镇扶

贫干部深入开展“深化

‘两抓’年、打赢翻身

仗”全面小康行动，实

现了低收入农户的低

保救助、义务教育、医

疗保障、住房安全、饮

用水安全“五个全覆

盖”。

接下来，庙下镇将

在脱贫攻坚方面围绕

“低收入农户增收”“一

户一策一干部”帮扶、

落实“两不愁三保障”、消除经济薄弱

村等四大行动，以坚持打赢低收入农

户增收攻坚战为主线持续开展宣讲

教育活动。确保实现低收入农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保持在 20%以上，消

除年家庭人均收入 5000 元以下现

象，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我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8月 20日，我市召开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韩春

晓出席。

我市兼职武装委（组）员暨“五兵”编外指导员任职仪式举行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8月 20日，我市兼职武

装委（组）员暨“五兵”编外指导员任职仪式举行。市领导司伟宽、孟宪

强出席仪式。

全市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动员大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8月 20日，全市取用水

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动员大会召开。传达省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

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市专项整治工作。副市长焦慧娟出席会议。

市棚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通讯员 宋泽韶） 8月 20

日，市领导李应席召集相关单位召开市棚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推

进会，就钟楼街道辖区郭庄项目棚改安置房推进工作进行研究、讨

论。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不论大街还是小巷，随处

可见“低头一族”盯着手机，生怕错过什么。随之而来

也出现了众多隐患问题，因为多看了一眼手机，导致

交通事故；因为多看一眼手机，身心出现问题……不

管我们发现与否，放不下的手机已经在影响着我们的

生活。

今年高考已经落幕，笔者在某平台上不时地刷到

某地高考状元父母谈教育孩子的经验感受，一时间随

之而来的就是各种教育、育儿等相关视频和书籍再次

爆热，总能戳中心底，让作为父母的我们学习如何在

孩子的教育中事半功倍。而现实中，刚刚被点燃的激

情又被手机带走了。在父母教育孩子中，让笔者如今

印象最深的是，参加诗词大会的武亦姝，她的爸爸每

天下午 4点以后就关掉手机陪女儿学习，这个看似没

有什么难度的做法，就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细想，手机应服务于我们，而不是变成我们的束

缚，让自己成为手机的“奴隶”。貌似手机有一种魔力，

让我们忘了应该如何合理使用好手机，回归自己，回

归真实的生活。手机上不断地推陈出新，总有新鲜点

刺激着我们，然而我们却忽略了现实中的精神生活。

适当地放下手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虚拟的网络之

上，把时间还给自己，回到生活中去，给别人你的爱，

不是你的“赞”。

手机是方便生活的工具，生活中，我们还拥有自

己的生活、家人、朋友和更多的美好，需要用心去关

注。

放下手机，爱人比你的手机更需要你的关心。不知道何时开始，

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的交谈都离不开手机，坐在饭桌上，没有了久违

的激动，取而代之的是各自在低头玩手机。我们无法想象，很多夫妻

之间要通过朋友圈来了解相互间的动态；我们也无法理解，夫妻之间

会因手机而同床异梦；我们更无法相信，夫妻之间的关系竟会脆弱到

因一部手机而破碎。而这些却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曾经的山

盟海誓都因手机而灰飞烟灭……

放下手机，孩子需要父母的爱和陪伴。我们身边的现实是，很多

父母不知道带孩子最重要的是沟通，孩子想要的是什么？或许只是你

的一个拥抱，而你却给拍了照；孩子想要听你讲故事，你却给他一瓶

奶；当孩子依偎着你时，你却一直盯着手机，无暇顾及。

放下手机，友谊需要有温度的问候。以前同学朋友聚会，围坐一

桌的众人，有说有笑，热闹非凡。而今呢？多年不见的好友，围坐一桌，

纷纷掏出手机，各玩各的，忙得不亦乐乎。不禁让人有点唏嘘，朋友见

面，竟无半点该有的问候，友谊是否已经名存实亡？古人说：桃花潭水

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如今，

手机使友谊变得薄弱、冰冷。

现在放下手机，把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所有碎片化时间，用于学

习，不断成长；用于工作，得到收获；用于兴

趣爱好，精神升华；用于锻炼身体，身体更加

健康……请放下手机，重拾逝去的美好。

近日，记者在洗耳南路看到，不光有部分电动车没有停在指

定区域，占压盲道，竟还有群众把个人物品晾晒在盲道上，影响行人

通行。 陈晶 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许艳芳） 8 月 19

日，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由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在四知

堂工业园区筹建的企业法治教育基地内，40 余名员工正

在观看法治展板、聆听法治故事、探讨法治知识、学习企业

法治文化。

“大家就是我们企业的名片，我们每个人都要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我们法律意识的提升就是我们企业形象的

提升。”四知堂制药有限公司党员书记、董事长周遂记在法

治教育基地为企业员工讲解企业法治文化的重要性。

在企业法治教育基地，职工们三三两两地围着法治宣

传栏驻足学习。在该公司的法治大讲堂上，市司法局还带去

了《民法典》知识读本，开展《民法典》知识专题讲座，从《民

法典》的重要论述、主要内容、亮点解析等方面为职工们作

了全面系统的讲解。

“四知堂”名字来源于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杨震暮夜却

金的“四知”典故，蕴含着数千年的中国廉政文化。“幕夜

无知者！”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形成鲜

明对比，时刻警醒世人“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市普法办、市司法局深挖企业文化，把四知

堂制药有限公司的“四知”企业文化与法治文化紧密结

合，在该公司院内打造企业法治教育基地，建造 200 米长

的法治长廊和一个法治大讲堂，让法治元素与企业文化

巧妙结合，在企业上下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

氛围。

高伟峰：四年心血只为蟒窝变成“健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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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峪镇田窑村：饮水安全，幸福满满

夏店镇陈庄村：公益小积分 扶贫大文章

市司法局深挖企业文化

打造企业法治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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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0日，在体育路与健康路上，两位市民将蓝色围挡上的

公益广告喷绘布撕了下来。 张亚萍 摄

微友在【一位从事 24年金融工作的

女人，咋对乡下恁有感情？】后留言

@松鼠桂鱼：深入基层，为民谋福，巾

帼不让须眉，清风亦可揽月！给姐姐点赞！

@凝听花语：与郭娜娜行长相识 5

年多来，她对工作的热忱，她的创新、实

干，她的好学上进，她待人接物的真诚得

体，无不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没有

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

默耕耘，尽职尽责。24个春秋倏忽而过，

流逝的是青春，不变的是她服务三农的干

事激情。郭娜娜，一名在农商银行基层营

业网点摸爬滚打的金融人，带领着她的小

伙伴们帮助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走上了

脱贫致富之路，称她和她的小伙伴们为当

地群众的“及时雨”不为过吧！

@海俊：为有你这么个闺蜜而骄傲
自豪！一路走来，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同道中人，继续加油吧！

王振松用自来水浇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