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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有一对“抗疫”

姐妹花，她们携手并肩、冲锋在前，勇于担当、恪尽职守，带

着共同的信念，朝着一致的目标，全力以赴投入到抗击疫

情第一线，她们就是院内核酸检测点负责人王亚培、协调

员杨帆。

在院内核酸检测点，王亚培、杨帆像两位“大家长”一

样，每天从早上 7点到晚上 8点，甚至更晚，不停地穿梭在

医院内各个角落，将每一项工作安排的井然有序。

王亚培主要负责各项制度规范和落实、院内志愿者协

调、各部门、科室沟通联系、突发事件的处置等工作，杨帆

主要负责采样人员排班，配合王亚培开展各项工作。

“我和杨帆既是好姐妹，也是好搭档，在最苦、最累的

时候，我们会相互鼓励、相互打气、相互扶持，共同做好院

内核酸检测点的各项工作。”王亚培说道。

细节决定成败。为提高检测效率，方便群众，王亚培与

杨帆进一步优化院内核酸检测流程，实现挂号、开单、缴

费、条码打印、咽拭子采样一站式服务。同时，为确保开单

窗口工作流程标准化、规范化、统一化，王亚培与杨帆对核

酸检测挂号、开单、退费、网上预约等流程进行再培训，保

障各项工作科学、准确、高效开展。

王亚培还根据当日核酸检测人数，合理开设开单、采

样窗口，在更好地分流人群、避免聚集的同时，减少核酸检

测人员等候时间。

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核酸检测人员剧增等情况，王亚培

制定并细化了各类核酸检测应急预案，确保出现各类突发

事件后，可以第一时间科学、高效地处置，全力保障院内核

酸检测工作高效顺利进行。

此外，为给开单人员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

王亚培向后勤装备部申请了一台可移动空气消毒机，实时

净化开单间环境，加强环境消杀，保证开单工作安全有序

进行。

“随着群众核酸检测需求量的增加，我们的开单、采

集人员积极响应院党委号召，不分昼夜，全力奋战在工

作前线，24小时为群众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杨帆说，“为

确保大家在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的同时能得到更好的休

息，在排班的时候，我结合大家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

灵活调整排班，合理安排人员轮休，让大家有更加充沛

的精力，投入到新冠肺炎病毒疫情防控中。”

“没关系，我不累。”“让队友们先吃吧，我还不饿。”

几个月以来，第一人民医院院内核酸检测点 20 名开单

人员和 30余名采样人员不分昼夜、连续奋战，用一颗

“疫”无反顾的心，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这些话语，是每

次换岗时，王亚培和杨帆听到最多的。

“我们核酸检测点是一个团结的队伍，所有人的心都

是连在一起的。无论是开单人员、采样人员还是志愿者，虽

然大家站位不同、角色不同、分工不同，但所有人拧成一股

绳，为做好各项工作积极努力着。”王亚培感触地说道。

在院内核酸检测点，目光所及之处，每个人都尽己所

能，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在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阶段后，王

亚培和杨帆依然坚守岗位，不断完善工作方案、细化工作

措施，带领院内核酸检测点全体医务工作者开足马力、争

分夺秒，不分昼夜奋战在核酸检测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健康。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不论严寒酷暑，他穿着橘黄色的反光工

作服，在川流不息的车流旁检查清扫公路、修

补坑洼、修复沿线安全设施，日复一日工作

着，为米庙镇养护工区的交通畅达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他就是近日荣获“最美公路养护

员”的王涛。

“公路养护是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同时

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能够成为 200 余

名养护工中的一员，我倍感骄傲和自豪。”王

涛自 2011 年参加公路养护工作以来，至今已

经在养护战线上工作 11 年了。多年来，王涛

先后共管养全市农村公路 190 余公里，参加

农村公路管理所组织的养护大会战 30 多次，

7 次被评为汝州市公路系统“十佳养护标

兵”，2 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参加

河南省养护工技能竞赛，并获得优异成绩。

公路养护工作看似平常，但没有认真的

精神，没有不懈的干劲是很难完成各项任务

的。2021年 7月 20 日一场暴雨过后，根据市

农村公路管理所统一安排，王涛和同事一起

投入到抗灾抢险一线。在熟悉的每一条县乡

道，塌方随处可见，50 米一小塌方，100 米一

大塌方。黄泥夹杂着的树枝与杂草，在道路上

堆起一座座小山丘，原本坚实的路基，有的倒

塌，有的被洪水掏空，道路和桥梁冲毁严重。

他们踏着泥泞，对受灾路情进行疏通和查看

统计。经过 18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4 天内掌

握了道路塌方、桥梁桥涵损坏等一手资料，为

后期道路保通和灾后重建提供了翔实的数据

基础。

“公路养护这一行干的都是既繁重又辛

苦的活，刮风下雨都要上路，水毁雪阻更要

及时抢修。我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工作热情

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管养的路段始终保持路面干净整洁，路肩平整

无杂草、边坡平顺无冲沟，保证道路安全畅通才行。”王涛说，在春节

合家团聚的喜庆气氛中，一旦出现雪情，他就会立即上路巡查，及时

清除急弯、陡坡雪阻，并在桥面铺撒融雪材料，保障车辆行人的出行

安全。

“每一次完成工作任务，看到车辆行人在良好的交通环境中通行；

每次清障保通后，感觉因为自己的努入又减少了事故的发生；每一次

管养的路段被评为样板路段，都让我无比踏实。”王涛说，此次获得“最

美公路养护员”，是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在今后的工作中，他将继续虚

心向周围的同事学习，更加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努

力钻研专业书籍，不断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成为一名公路养护工作

的多面手，把农村公路养护工作做得更好，为打造畅、洁、绿、美、安的

农村公路出行环境作出自身的贡献。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通讯员 仝霖

态度热情，说话温柔，笑

容温暖，这就是市公安局小屯

派出所户籍民警张利晓给人

的第一印象。

没有追捕犯罪分子时的

惊心动魄，也没有破获疑难

案件时的欢呼雀跃，更没有

调解纠纷、守护一方安宁的

耀眼光环，但张利晓所经手

的每一份材料、每一个档案，

都和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扎根户籍室，她以微笑

和真诚温暖民心

小屯镇派出所下辖 46

个行政村，全镇总面积为

126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0.2万人，是我市业务量最

大的户籍窗口。户籍室里只

有张利晓一个民警，早上 8

点钟不到，就有许多办事的

群众在门口急候着。如果到

了乡镇赶集日的时候，那小

小的户籍室就只剩下“挤”

了。

“身份证过期了怎么办

呢？”“户口咋迁移”“最快拿

证要多久？”“孩子出生怎么

上户口？”“房产证需要改名

字怎么办？”“银行卡信息与

身份证不符合怎么办”等等。

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群众一

个接着一个。每天上班开始，

张利晓基本上是手不停、嘴

不歇，经常一个上午下来，连

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虽然有些问题涉及的业

务不是派出所可以办理的，张利晓也总是耐

心倾听、热心答复。由于一些群众对户籍管

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了解，难免会产生误

解、闹情绪。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微笑着向

群众解释，一条政策她通常要对一个群众讲

好几遍，有时甚至十几遍，苦口婆心地反复

解释也是常事。

群众事无小事，群众亲切地称她为“好闺女”

小屯镇派出所辖区内年轻人大多外出

打工，留在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和孩子，户籍

工作复杂而繁琐。记性不好的老人，张利晓

需要同一个回答重复好几遍，听力不好的老

人，张利晓只能写在纸上拿给对方看。时间

久了，老人们都知道，户籍室里有个叫张利

晓的“好闺女”。

2020年 6月初，张利晓在辖区走访时得

知，焦某的母亲张某年近 50岁，因智力残

疾，家人一直没为她办理户口登记。

得知这一情况后，张利晓迅速按照补录

户口的流程予以核查落实，但因张某的家人从

未给其申报过户口，导致多次翻阅各个时期的

户籍档案，仍未查到任何有关张某的信息。张

利晓并不气馁，第二天她和辖区民警一起，再

次深入村组实地走访调查。正值三夏时节，高

温难耐，加上群众忙于收割小麦，给走访调查

带来很大难度。但是张利晓心想，一趟没见到

知情人，就多跑几趟，一次没了解全面，就再跑

一次。通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通过对张某家人、

亲戚朋友以及村干部不间断地询问调查，最终

落实了张某的户籍信息。

当张利晓将户口簿交到焦某手中，焦某

激动地说：“没想到我母亲 50年来的遗憾这

么快就解决好了，十分感谢张警官，感谢小

屯派出所户籍室的同志们。”

2020年 7月 15日上午，焦某将一面印

有“尽心尽责、热心为民”的锦旗送到张利晓

手中。

这就是张利晓，18年以来，她办理户籍

业务 20000余件，为辖区内 40余名无户口

人员补录上了户口，解决了他们就医、就业

最基本的难题。近日，她还被授予“平顶山市

公安机关成绩突出民警”光荣称号。

“当警察我无怨无悔，对于孩子我亏欠

太多。”近年来，无数的户口“疑难杂症”在张

利晓的努力下迎刃而解，可是作为母亲，她

感到对女儿和儿子亏欠太多。

有次幼儿园举行亲子汇演，儿子在讲台

上委屈地说：“我有妈妈，我的妈妈是一名警

察，她总有忙不完事，我想告诉妈妈，我才是

最重要的事。”

还有一次，周末赶上加班，9岁的女儿打

电话给她说：“中午我想吃妈妈做的西红柿

鸡蛋面。”可等她到家时已经是深夜，孩子已

经趴在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女儿说，自己

煮了泡面，弟弟说很好吃，张利晓听了忍不

住眼泪直流。

户籍窗口虽小，但却连着千家万户。张

利晓在这个普通平凡的“小岗”上，默默书写

着“大爱”，没有动人心魄的豪言，没有感天

动地的壮举，她用自己的不倦和汗水，擦亮

了一扇为民服务的窗口。

来源：平安汝州

用心“培”伴 成就不“帆”

绽放在野 抗疫冶一线的姐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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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眼下正值小麦病虫害

管理的关键时期，近日，一台农用无人机在纸坊

镇赵南村一处麦田“大显身手”，助力春耕生产。

检查电机是否正常转动，药剂添加比例是

否合适……一切准备就绪后，市喜耕田农机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孙涛峰操控着无人机携带农药

桶稳稳升空，在距离小麦 2米多高的地方匀速

向前飞行，为面前的麦田进行除虫管理。只见雾

化后的药物均匀铺洒，短短一小时就完成了 60

余亩麦田的防控喷洒作业，整个过程快捷高效。

“以前农田除虫、喷药全靠人工。药桶很重，

喷洒速度慢，干一天下来头晕眼花，现在这高科

技就是好。”种植户许现伟说，种庄稼是一份苦

差事，农忙季节在村里找人打药都不好找，且人

工打药一天下来也就能打五六亩地，不打药又

无法保证产量，用上无人机后就方便多了。

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采用超低量喷雾技

术，有雾化效果好、防治效果好、减小劳动强度

等优点。孙涛峰说，在地面遥控指挥无人机的高

度和方向进行施药，代替人工，灵活实用，又快

又划算。植保无人机非常适合小麦、玉米、水果

等主要农作物的田间植保需要，能够将农民从

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据孙涛峰介绍，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外工作

过几年，自喜耕田合作社成立后，被父亲孙书祥

催着回来。一次外出学习时了解到植保无人机

这些新鲜词，把这么先进的技术用到农业领域，

孙涛峰还是第一次见。

纸坊镇菜农多、果农多，头脑活泛的他顿时

来了兴趣。回到家后，他就开始琢磨着购买无人

机。正好遇到农业局将农用航空器列入农机补

贴范围的好机会，他决定尝尝鲜，先购买 2台无

人机试一下。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做起了无人机

销售、维修。现在孙涛峰已经组建了一支“飞行

团队”，带着无人机跑遍了汝州，近几年还开展

跨省作业，足迹遍布内蒙古自治区、江苏省等

地。农药喷洒高峰期平均一天能达到 3000亩的

作业量，找他们服务得提前预约。

纸坊镇区域内地块土壤肥沃、土层深厚、灌

排便利，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纸坊镇

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示范区和试验田的总体定位，认真学习借鉴山

东临沂、黑龙江鸡西等地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紧

密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率先在我市启动实施了

土地托管模式。

在现代农业服务方面已经颇具实力的喜耕

田合作社也抓住了这个机遇。目前合作社流转

土地 1600亩，托管土地面积共计 28000亩，发展

社员百余人，各种农机具 100 台（套），拖拉机、

收割机、无人植保机和大型喷灌设备、烘干机等

设备一应俱全，能够提供“耕、种、管、收、售”一

条龙服务，全程机械化参与，充分发挥农业机械

作业水平，达到降本减工、提质增效的目的。合

作社先后获得“河南省农机合作社示范社”“河

南省植保专业化服务优秀组织”等荣誉。

现在，喜耕田合作社还积极创建“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严格按照统一优良

品种、统一生产操作规程、统一投入品供应和使

用、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收获“五统一”生产管理

制度开展各项农业生产活动。以本村和周边农

户为主要服务对象，与农户签订农机作业合同，

实行订单作业，为农户提供全流程生产服务。

“农业发展前景广阔，我们合作社会继续探

索，为现代农业注入新动能。”孙涛峰说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全程机械化 农户喜耕田

杨帆指导市民用手机预约排号 王亚培在电脑上核对、协调工作流程

孙涛峰正在操控农用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