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感谢你们了，之前一直盼着

能用上天然气，你们来可给我们解

决了，以后做饭不发愁了。”近日，王

寨乡董沟村150户村民用上了天然

气，汝州新奥燃气村村通天然气负

责人宋红利长舒了一口气，为解决

偏远地带无覆盖用户的用气问题，

她带领同事们数次到村里统计并解

决管道铺设及用气问题，看到村里

通气了，她终于放下了一颗心。

2018年-2019年汝州市“乡村振

兴”建设之煤改气（村村通天然气）

大开发，为了早点给百姓带来高效、

安全的清洁能源，早日实现新农村

建设工作，41岁的宋红利接下了这

个重担。从那之后，她在汝州下辖14

个乡镇之间奔波，早出晚归，给百姓们讲解新

能源所带来的经济实惠，并与各村庄及乡镇

领导沟通煤改气村村通的具体实施办法。虽

然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但是实际实施中依

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为解决各项

问题，她不分昼夜奔赴在一线及时沟通解决，

最终实现14个乡镇的天然气覆盖。截至目前，

汝州市新农村建设之村村通天然气工作已覆

盖14.9万户，点火通气8万户左右，用气比例

已超50%，在全省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天然气

工程中位列第一，全省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天

然气通气比例为27.8%。

2019年，夏店镇孔寨村刘沟村民强烈要求

想用上天然气。在该村无气源的情况下，宋红利

为了回应百姓要求，及时与市领导、乡镇领导以

及局领导、公司领导一一沟通，并在各方面支持

配合下，七天时间完成该村天然气的贯通使用。

2020年，为响应汝州环保政策和乡村振兴

战略计划，积极入村入户宣传天然气，根据汝州

地方特色和商业特点，主要对准家宴城、蒸馍

店、饭店等（包括各乡镇工业、商业），宣传时由

于商家对天然气的认知不够，比较抗拒，宋红利

通过安全知识宣传、经济性对比等措施，并协调

公司领导牵头，村镇两级政府领导配合解决各

项疑难问题。因农村多数用户以液化气为主，天

冷时液化气需要加热使用（如用热水泡罐、电加

热罐、火炉加热罐体等办法），她到现场查看后

发现，不但排放量超标，并且安全方面也得不到

有效保障，存在极大的隐患。针对这种危险性极

高的用户，宋红利白天穿梭在各村宣传，晚上到

公司加班列出明细名单，以用户的安全为出发

点，不定时联系用户了解日常生活、生产及安

全注意事项，最后用户了解到天然气的经济

性及安全性后，及时作出整改及更换，目前各

个乡镇工商业用户已达到300余户。

宋红利通过深入农村住户，不厌其烦地

宣传解释，扎实推动了煤改气村村通项目的

顺利实施，提升了百姓用气的安全意识，在国

家振兴乡村的战略上付出着自己的力量和心

血。 文/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梁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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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所开展的活动真不错，年轻群众能够统一着

装在宽敞明亮的广场跳着最新颖的舞蹈，老年群众

探讨书法、戏曲，连五六岁的孩子也加入了剪纸活

动。”3月2日下午，王延平来到纸坊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与实践所的工作人员交流群众参加文明实践

活动的新变化。这是王延平工作的缩影，作为市委宣

传部副主任科员，她主要负责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

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王延平经常深入

乡镇、行政村（社区）访问干部群众，她立志做脚上

有泥土、脸上有笑容、心中有乡亲的精神文明

传播者。曾先后80多次到纸坊镇中山寨村、南

关社区、塔寺社区、西西社区调研工作，帮助中

山寨村创建成为全国文明村，南关社区、塔寺

社区、西西社区创建成为河南省文明社区，经

常与村（社区）支部书记保持热线联系，指导帮

助其创评星级文明村、十星级文明户。目前，全

市共创建373个星级文明村，4000户十星级文

明户。组织推荐20所乡村学校成为中央、省公

益金资助的乡村少年宫学校。历年来，因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亮点纷呈，各县（市）区来汝

参观学习多达120余次。

2018年8月，汝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成立。王延平主抓管理及日常工作。全市各乡

镇、街道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1个，村（社

区）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462个。设立学雷锋

“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200多个。创新“十融十

创”模式，融合脱贫攻坚、移风易俗、全科网络

等10项内容，开设文明实践轻骑兵行动、移风

易俗小品进乡村行动等12个项目，累计开展文

明实践活动6000余场，惠及群众20万余人，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2019年10

月，汝州市被确定为全国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试点市。

王延平在工作中严谨、细致、朴实、和蔼，被

群众称作“干部朋友”。和“汝州市文艺志愿者协

会”“1573爱故乡志愿服务队”等30多支文明实践

志愿者团队建立微信联系，指导鼓励各团队经常

性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她常说：“和志愿

者朋友的交往，能使自己的品格更加高尚。”特别

是在移风易俗工作中，她结交了10多位“红娘”朋

友，通过朋友式的交心谈话，使红娘们切实感悟

到高价彩礼的危害，从而在牵线搭桥中自觉反对

高价彩礼，倡导新事新办、喜事俭办，她撰写的文

章“移风易俗与美好生活密切相关”在《今日汝

州》发表。在组织朱寨村移风易俗小戏小品展演

中，统筹协调6支文艺志愿服务队伍，编排移风易

俗小戏小品节目15个，安排2个场地同时开展活

动，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村入

巷服务群众的活动多，她既带队又带路，她经常

说：“我来过这个村，我知道路咋走。”

王延平始终以“党性最强、作风最正、工作出色”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多项工作中创出佳绩，先后

获得河南省“三下乡”活动先进个人、汝州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个人等省市级荣誉20多项。她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

当，不忘初心，做好新时代精神文明的实践者和传播

者。 文/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小亚

3月2日上午，和往常一样，在财务部忙完工

作后，杜青青又来到车间，与车间统计人员亲切

交谈，询问他们在统计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查看

他们的统计记录情况。“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首先

要认真核实工人的工作量，保证他们能准时拿到

工资”，走出车间时，杜青青还不忘叮嘱统计人

员。

如今已是河南润灵药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

理的杜青青，身材苗条，一身的职业装彰显出稳

重成熟的知识女性的范儿。看似柔弱的她，却有

着钢铁一般的意志。短短五年，从一名普通的出

纳成长为财务部经理，同事们都说她“有一股子

韧劲，干啥事不屈不挠”。

杜青青的韧劲在公司里是出了名的，遇到原

则上的事情，谁都得让她三分。作为财务部经理，

她法制观念强，涉及到《会计法》等财经法规的事

情，不管在什么场合，她都坚持原则，敢于发表自

己的看法，为了工作不怕得罪人。

公司为了确保一线工人按时拿到工资，规定

每月15日准时发放上月工资，这成为她带领财务

部雷打不动的“铁任务”。2019年10月，因公司新

上的项目二期工程竣工投产，根据建设合同约定

要对10余家施工方的施工量、应付款等项目进行

清算，因工作量大导致14日下午下班时，车间普

工工资还没有核算完毕。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发放

工资，杜青青带领财务人员连夜加班核算工资，

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3时许工资核算完毕，杜青

青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宿舍休息，早上8时又

准时回到工作岗位，确保按照公司规定时间准时

发放工人工资。

杜青青不仅自己严格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

范，而且要求其他财务人员共同遵守，认真履行

财务监督职能，在抵制不正之风中为公司守好

财、用好财。她带领的财务部人手少、事务繁多，

却从无怨言。公司生产车间用工人数多达800余

人，大部分员工属于计件制，以前经常有员工反

映计件数量、上班工时、工资核算错误等现象。杜

青青负责财务部工作后，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

况，对统计人员进行一对一的专业培训，健全各

项制度，消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员工们打心眼

里佩服这位看起来文文弱弱的财务部经理。

“作为财务部经理，杜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和崇高的职业道德，对企业忠诚，视企业利益高

于个人利益。”该公司董事长王帅涛这样评价她。

在日常工作中，杜青青忠于职守，爱岗敬业，

认真自觉地履行职责，切实做好财务管理工作，

以财经法律法规为准绳，一心为公。每天在公司

内外，都能看到杜青青忙碌的身影。年轻的她积

极参与公司的管理，具有高度的工作热情和良好

的团队合作精神以及优秀的沟通、协调、组织与

开拓能力。每天，她忙碌于协调与税务、银行和厂

家等各方面的外部关系，为公司利益最大化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巧妙地架起员工和领导沟通的

桥梁、增强团队合作的意识；她认真贯彻、执行公

司财务预算管理制度，每季度做好公司财务状况

分析，为公司领导决策提供准确及时的财务信

息。

工作中一丝不苟、雷厉风行，生活中的杜青

青却是一位热情、开朗、乐观向上的柔女子，是同

事们眼中可爱的“厂花”“小姐姐”“主心骨”。大伙

有了什么烦心事，都爱找她倾诉倾诉，让她支支

招。

“大家都不容易，再说都一个厂子的，互相帮

忙是应该的。大家气都顺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厂

子不就更红红火火了吗？”杜青青微微一笑说。

文/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失去亲人，却享

受着家庭的温暖；他们智力障碍，却接受着正常的

教育；他们身体残疾，却感受着生命的尊严。在福利

院的大家庭里，工作人员们用满满的关怀和无私的

爱，精心呵护着每一个孤残儿童的成长，孩子们都

亲切地称呼她们为“妈妈”，“妈妈”们所给予的呵护

和疼爱，就像灯塔，照亮了他们成长的道路。

市社会福利院是民政局的二级机构之一，主要职

责是收养孤、弃、残儿童及救助工作，承担着全市抚养

监护社会弃婴(童)的重要任务。现有工作人员40名，其

中女同志35名，是地地道道的“娘子军”，而生活在这

里的90个小天使也成了福利院这个大家庭日夜牵挂

的“家人”。

由于福利院救助的对象主要为弃婴（儿），他们或

身体残疾，或智力残疾，大多为脑瘫儿童，行动不能自

理，不会说话，有的需要每天进行脚底按摩和推拿，有

的不会用餐具需要一一喂养，甚至有的大小便不能自

理。“如果没有一颗爱心，没有一股热情是很难做好这

份工作的。”

面对这些孤残儿童，该福利院要求实行持证上

岗，确保全院护理人员取得初级护理员证书，还请

来康复师常驻院内，带领福利院的“娘子军”们，像

母亲般养育这些孩子，煞费苦心，日夜照料，全力做

好孩子们的个人卫生，针对不同孩子的身体情况和

生活需求，以极大的耐性精心喂养和护理，为孩子

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及

时递送到残疾儿童、弃婴的心坎上。

福利院的“娘子军”们每天都很忙，忙着一丝不苟地

照料她们的孩子们，忙着给他们洗脸刷牙，换洗衣服，洗

澡理发，忙着陪他们嬉戏玩耍，忙着陪他们读书认字，忙

着陪他们做好康复，忙得忘记了自己，她们方方面面，亲

力亲为，全力以赴。如果问“娘子军”们是什么样的力量支

撑着她们如此尽心尽力，她们回答道，是爱，是孩子们扬

起纯真灿烂的笑脸呼唤的那一声声“妈妈”。

对所有福利院的孩子来说，回归社会，拥有一个

幸福的家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为此，该院积极开

展孤儿送养工作，自2018年至今，先后共救助了由公

安部门护送到院弃婴16名，完成了4例国内家庭送养，

3例涉外收养，目前这些孩子们都在新家庭里生活得

快乐幸福。不仅如此，该福利院还非常重视孩子们的

教育问题，不仅先后解决了3名残疾程度较轻的孤儿

入学问题，还请来两名特教老师常驻院内，每天给孩

子们教授知识，为他们教育教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孩子们在老师的教导下，明显取得了很大进步。

同时，为了提高孤弃儿童救助供养环境，该院从

加强硬件建设上入手。通过多方协调，2018年市社会

福利院迁入新址，增设有康复室、图书室、言语训练

室、针灸按摩室、蒸汽洗浴间、游戏室等，环境优良，硬

件设施齐全，为孩子们提供养育、治疗、康复、教育、安

置等服务，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家庭般的舒适温暖。

目前，福利院各项建设均达到了省级标准。

福利事业是一份崇高的事业，在福利院工作是一

种意志的磨炼和心灵的升华，福利院全体

工作人员凭着对这份事业的执着热爱，把

全部心血倾注在福利院的发展上。大家团

结一致，顽强拼搏，争创一流，交出了一份

又一份合格的答卷。荣誉的取得凝聚着福

利院全体“娘子军”们对工作的无比热爱

和无私奉献。在欣喜成绩的同时，她们也

深知，荣誉不意味着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在今后一个又一个征程中，她们将继续努

力提高巾帼文明岗的创建和管理水平，竞

展福利院巾帼风采，做折翼天使们幸福的

守护者。

文/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亚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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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一场无声的细雨湿润了大地。在

焦村镇士博生态园内，1000多亩石榴树蓄势

待发，一些纤细的枝干上已冒出了许多嫩绿

的小芽。

3月 4日，今年 38岁的李彩霞站在自家

的石榴庄园里，与村民们一起忙活着。劳作

间隙，看着已经发芽的石榴树，她的脸上不禁

露出欣慰的笑容。

几年前，这块位于焦村镇的土地还是一

片“不毛之地”，方圆几十里唯一的水源只有

一口村民们赖以生活的水井，在这样的土地

上栽种石榴对当地人来说无疑是“天方夜

谭”。而今，在李彩霞的精心打理下，这片

1000多亩的荒山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拾榴

花果山”农业生态园。

在汝州只要提起李彩霞，那可是十里八

村的“能人”，更是村民口中的“名人”。她

2005年外嫁湖南，2014年 1月，放弃在外高

薪工作带着改变家乡面貌的美好梦想，和丈

夫一起返乡创业，发展石榴产业，带动村民脱

贫致富。她先后流转梁窑村、水沟村、杜村 3

个村 800户农户 1500亩土地种植生态软籽

石榴，通过改造千亩荒坡惠民，建设路网水网

利民，引推智慧农耕助民，解决村民就业富

民。经过 7年的发展，如今石榴基地已种植软

籽石榴 16 万棵，2020 年年产石榴 1200 吨，

销售收入超 1000万元，已成为汝州市知名的

生态休闲、观光赏花的旅游胜地，基地所在地

水沟村被评为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2014年在焦村镇水沟村、梁窑村 2个村

一次性流转土地 600亩，并签订 30年长期合

同，涉及农户 300户。经过科学规划和土地改

造，首批 6万余棵突尼斯软籽石榴种植成功，

经过 6年 5次的扩种，基地面积从最初的 600

亩发展到现在的 1500亩。”李彩霞说，士博生

态园目前是全国首家连片面积最大、可视化程

度最高的标准化、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基地。

2014年土地流转后，李彩霞面对的第一

个难题是找水打井，让她没想到的是一口井

打了整整 8个月，但因为地质复杂，第一眼井

打到 200多米的时候塌方，只有换地方重新

打。她索性请来水利专家，全面勘探，投资

300万元打了 3眼 300米的深井，建成了基

地自动化喷灌、滴管系统，解决

了基地生产生活以及畜禽用水

安全问题，同时解决了当地 28

户村民的吃水问题。2019年，她

投资 100万元对园区道路进行

规划设计，整修旅游观光采摘道

路 2条、群众生产道路 3条，打

通了园区与山汝线的连接通道，

实现与汝州市紫云山景区等旅

游资源的有效衔接，既方便了园区的生产管

理和文旅资源对接，又解决了当地群众的出

行问题。

李彩霞不断探索生态循环种养模式，石

榴基地采用地上种石榴，林下种牧草、养大

雁、乌鸡的生态种养模式，通过“全园种草、大

雁控草、乌鸡捉虫、机械灭茬、粪草还田、乌鸡

捉虫、物理防治”的生态循环种养理念，从根

本上杜绝了农药、化肥、除草剂的使用，为生

产者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模式，为消费

者生产健康生态产品。

2016年，石榴基地注册了“拾榴花果山”

商标、拾榴花果山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商城等

互联网服务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交易的互动

融合发展。2020年 9月，投资 18万元，园区

首批引进的 2台智慧化气象站，可实现园区

墒情、果树营养成分等生产数据实时上传，实

现数字化指导生产。与此同时，基地已发展农

民专业合作社 2家，吸纳农户 300户，吸纳农

民工就业 115人，每年累计为当地农民提供

就业岗位 12000余个，支付农民工工资 120

余万元。通过就业带动、务工带动等方式一大

批农民靠石榴产业实现致富。

“以前山上山下都是石头，种点粮食靠天

收，绝收也是常有的事。现在家里的土地流转

了，我在这里干活还能挣钱，现在的生活真是

好得很。”今年 64岁的孙亮已经在园区工作

了 7年，提起现在的幸福生活溢于言表。

“我们基地计划到 2024年，年产生态石

榴 3000 吨，销售收入 1.2 亿元，惠及周边

5000农户，带动基地内全部农户增收致富，

建成全国最大的生态石榴特色小镇。”谈及下

一步计划时，李彩霞信心满满。

文/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王延平在认真工作

李彩霞正在园区修剪石榴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