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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6 年参加工作以来，我一

直在产房工作。我骄傲，我是助产士，

因为我奏响了新生命第一曲最嘹亮的

歌声……”5 月 12 日上午，在我市

2022年庆祝“5·12”国际护士节表彰活

动中，获得优秀护士荣誉称号的市妇

幼保健院产房助产士孙旭娜，双手捧

着沉甸甸的奖杯，激动地说出了自己

的骄傲和自豪。

荣誉的背后，有着太多的汗水和

付出。2022年 4月 18日，一名初产妇

宫口已开 10 厘米左右，进入了漫长煎

熬的第二产程，产妇情绪激动，烦躁不

安。孙旭娜与值班人员一起，陪在产妇

的身边安慰着、鼓励着。突然产妇拽紧

孙旭娜的手，急切地说，“姐姐，快救救

我吧！”产妇的煎熬和痛苦，孙旭娜感

同身受。她一只手握着产妇的手，另一

只手为产妇擦去脸上、额头上的汗水，

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指导产妇正确的用

力方法。产妇的情绪逐渐放松，也开始

主动配合。在孙旭娜的鼓励下，产妇终

于顺利分娩。第二天，产妇的母亲送来

了一面锦旗，她紧紧地拉着孙旭娜的

手说，“孩子，我以后又多了一个闺女，

以后阿姨会经常来看你的。”说完，还

给孙旭娜鞠了一躬。这一鞠躬，深深地

震撼了孙旭娜的内心，她的鼻子酸了

一下，眼泪夺眶而出，连忙搀扶起产妇

的母亲说，“阿姨，这是我们医护人员

的本职工作，我们应该谢谢您对我们

的信赖！”产妇及家属的谢意，给了孙

旭娜莫大的感动，这也是她多年来坚

守在护理一线的动力。

大事难事见担当，危难时刻显本

色。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这个

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群“最美逆行

者”没有退缩，逆风而行，迎难而上，始

终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作为一名

医务工作者，同时作为一名入党积极

分子，孙旭娜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积极报名协助第三医疗健

康服务集团，参与全员核酸检测采样

工作。防护服里的汗水和印记，凝聚着

爱和责任，她以自己的行为，带动并影

响身边的人。

从医以来，孙旭娜一直在产房从

事护理工作。她用执着的坚守、温情的

服务和精湛的护理技能，赢得了产妇

及家属、同事和领导的信任和赞誉。工

作 16 年来，她多次获得平顶山市“优

秀护理工作者”、汝州市“最美护士”、

汝州市“抗疫优秀护士”等荣誉称号。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青春在哪里，汗水就洒在哪里。深入农村、服

务农村，让青春在基层一线闪光。”这是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科员、骑岭乡白马村驻村工作队员赵

艺翔一直以来的理想和追求。在她心里，白马村就

是她的第二个家，村里的乡亲们都是她的亲人，她

尽自己所能，解决大家的急难愁盼问题；倾其所

有，助力白马村稳步发展。日前，她被评为河南省

优秀共青团员。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赵艺翔严格要求自己，学

习上争高分，政治上求先进，活动中要积极，树立起

了作为共青团员应该起到的带头和模范作用。2021

年 8 月，赵艺翔响应党组织号召，到骑岭乡白马村

担任驻村工作队员。她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辛勤工

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自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开展以

来，她积极学习上级相关政策、主动参加培训，强化

帮扶意识，落实帮扶项目。为了准确把握白马村 27

户脱贫户基本情况，她多次上门走访，深入村里调

查研究、摸底工作，掌握一手资料，积极协助村两委

会上报有关信息。同时，与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

会人员共同商定帮扶措施，使帮扶工作扎实有序开

展，有效增加了脱贫户收入，有力改善了村集体经

济。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她吃住在村里，深夜入户

走访座谈，为困难群众做实事、做好事。

在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赵艺翔争取到

各级部门和驻村有关单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

问题。在得知“7·20”洪灾后白马村 8 组水井损毁，

新建水井费用较大，如果正常走手续审批周期较

长，将造成群众饮水难的问题后，她第一时间向驻

村第一书记汇报，并积极与单位协调，得到水利部

门的大力支持。经过认真选址，在白马村 6 组新建

360 米深水井一眼，彻底解决了 6、7、8 组群众的用

水问题。2021 年 11 月，她给 27 户脱贫户、监测户

送去了生活慰问物资，确保他们平安、顺利度过寒

冬。截至目前，她和驻村的同事们共争取扶持资金

40 余万元，协助村两委会解决了群众反映的热点、

难点问题。

她还根据掌握的困难群众实际情况，积极与卫

生、残联等部门沟通协调，帮助脱贫群众李妞提升了

残疾证等级，为一般农户张香芝办理了残疾证，帮助

脱贫户王新安重新办理了慢性病卡，帮助监测户田

桂芝签订了养殖代养协议以增加其收入，还帮助监

测户张桂芝介绍了一份每月 2500元的工作……

通过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赵艺翔树立了村

两委会形象和威信，增强群众发展的信心，赢得了

群众的一致好评。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闫超

驻村第一书记滕哲哲：

有想法 肯实干 驻村一线显担当

让青春在一线闪光
———记省优秀共青团员、骑岭乡白马村驻村工作队员赵艺翔

用 爱 迎 接 每 一 个 新 生 命
———记汝州市优秀护士、市妇幼保健院助产士孙旭娜

正在发言的孙旭娜

正在忙碌的李德胜

“硕硕，网课上完没？在家上课认真点。中午自己点的啥外

卖？你一个人在家，有陌生人敲家千万不要开门，第一时间给爸

爸打电话！”

“好的，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中午吃的麻辣烫，网课结束了，

我正在写作业。”

5月 12日下午，紫云路街道郭营村党群服务中心疫情防

控指挥部办公室里一片忙碌。刚打电话落实完一个返乡人员

信息的李德胜，突然想起了年仅 9岁的儿子独自在家，就用微

信视频交代孩子照顾好自己。简短的视频通话结束后，李德

胜的眼眶湿润了，他的耳边仍然回响着儿子稚嫩却懂事的话

语。

今年 42岁的李德胜是紫云路街道计生办主任、乡村振兴

办主任，同时还担任了郭营村的市派驻村第一书记。由于在工

作中对接市卫健委，自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街道疫情防

控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身上。

紫云路街道位于市区东片的城乡接合部，共有 8个行政

村、18个自然村，户籍人口 2.3万人，流动人口 8000人左右，疫

情防控工作难度很大。但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李德胜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人员团结一心，充分发动辖区党员干部

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抓好源头，严防死守，筑牢了一道无比坚实

的疫情防控网。

“疫情防控工作与其他工作不一样，下发任务急、信息排查

要求精准、落实上报得快。”李德胜介绍说，他基本每天早上 7

点前到工作岗位，上午在单位安排一天需要办理的工作，下午

到郭营村协调解决村里的事情，晚上还要参加全市的疫情防控

视频调度会。等会议结束，他还需要详细梳理会议上部署的工

作，认真编制成一项项具体的任务，派发到各村（社区）支部书

记的微信群。

工作中，李德胜每个上午总是沉浸在电话和微信群之中，

梳理每一项任务，整理数据、填写报表、核实返乡人员情况以及

安排居家隔离人员上门做核酸、解除居家隔离等，一通通电话、一条条信息、

一本本笔记……填满了他的一天。在这样一天天充实忙碌的工作中，他最牵

挂的是因为疫情独自一人在家上网课的儿子。

疫情当前，亲情靠后。李德胜的妻子是市二高三年级的一名英语教师，当

前正值高考备考的关键冲刺时期，因疫情防控需要，妻子在学校闭环上课无

法回家。他的父亲是一名村医，疫情期间不仅需要到高速卡点值班，还要参与

村里的疫情防控，他的母亲需要在老家照顾家中年迈的老人。无奈之下，李德

胜只好将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独自留在家中。

从 4月 29日上网课开始，每天早上，李德胜总是早早起床做好早餐，交

代儿子吃完饭记着上网课后，匆匆忙忙赶往单位；中午有空了，他就会回家做

饭，如果工作忙了，就让儿子叫个外卖凑合着吃；下午忙完工作，仅是陪儿子

吃一顿饭，也不能在家中多停留，因为还要在每晚的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前

返回办事处。忙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总是深夜了。看着已经熟睡的儿子，

李德胜的心里虽然很不落忍，但他深知疫情防控是大事，对儿子的亏欠只能

以后慢慢补偿了。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负重前行。打赢每场疫情阻击战的背后，总有人在默

默付出。回想到疫情防控的点点滴滴，李德胜说，“希望疫情早日散去，到时候

一定要多陪陪媳妇和儿子，这些年亏欠他们母子的太多了！”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于俊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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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3日

上午，经历了

多天的阴冷，

天刚放晴，市第一人

民医院驻临汝镇郝

寨村第一书记滕哲

哲，步行来到村子西

边王占朝的韭菜地，

“王书记，我看着地

里的韭菜长得不赖，

这一茬应该能卖个

好价钱吧。”

被滕哲哲称为“王书记”的王占

朝，以前当过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如

今在滕哲哲的协调下，引进了 3座

大棚种韭菜。

“来郝寨村虽然不到一年的时

间，但我已经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

感情。郝寨村基础条件较好，是临汝

镇的明星村，近两三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村集体经济受到了较大

打击。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虽然个人

能力有限，但我想在各级党委政府

和村两委会的支持下，为发展村里

的各种产业出一点力。”

2021年 8月，滕哲哲经党组织

推荐，来到郝寨村担任第一书记，最

初的两件事让他记忆深刻，“来到村

里的时候，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形势吃紧和防汛的严峻时期，对我

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郝寨村共有人口 2800多人，10

个村民组，点多面广。“来的时候，市

第一人民医院给村里支援了 2000

个口罩和 50斤 84消毒液，这算是

我给村里送的‘见面礼’。那些天我

体会到了农村工作的千头万绪，每

天我都和村干部一起上街消杀，并

在村里的防控卡点值班，登记过往

车辆人员信息，排查返乡人员，统计

接种疫苗村民信息等，一天到晚总

有干不完的活。”

疫情防控刻不容缓，防汛更是

迫在眉睫。持续的强降雨，造成流经

村内的河水暴涨，村内老旧房屋存

在各种安全隐患。滕哲哲和村两委

会干部冒雨一条街一条街排查，对

老旧危房拉出警戒线，并深入每个

低保户、五保户家中查看房屋安全

和人身安全。暴雨过后，及时组织村

民对受淹的农田挖渠排涝。

“除了这些工作之外，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基层党组织建设等等，入

了村才知道，原来村里的工作事无

巨细，必须靠用心学才能做好。”滕

哲哲感慨地说道。

在忙于各项村务的同时，随着

走村入户的深入，滕哲哲想得最多

的是发展村里的产业，让村民们有

更稳定的收入。

郝寨村的传统手工麻绳制作技

艺，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昔日生产生

活中的各种绳具都离不开这种技

艺。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传统

的农耕文明技艺逐渐从人们的视野

中消失，但仍有一些老手工艺人一

直传承着这种技艺，当过村党支部

书记的王占朝就是其中的代表人之

一。“我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一直想

着把这种技艺通过新的载体传承下

来”，滕哲哲说。

心细的他通过网络搜索传统手

工麻绳制作技艺的传承途径，最终

决定用这种技艺制作手工艺品，实

现技艺传承和产业发展的完美结

合。他的想法也得到了王占朝的赞

同。为了把这种想法变为现实，滕哲

哲与王占朝一起，制作了第一批手

工麻绳工艺品。“你看我做的第一批

产品，我觉得很不错，这一个艺术花

篮，在网上可以卖到三四十元，下一

步我想通过手机直播和电商平台，

把郝寨村手工麻绳工艺品做成一个

品牌，以此带动村民形成特色规模

产业。”

滕哲哲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两

件他亲手制作的作品给记者看。一

件 10余厘米高的花篮，黄色的向日

葵花点缀在花篮上；另一件圆形的

蒲团摆件，正面用干透的树枝镶嵌

其上，镂空的白色花球、白色花瓣、

黄色花蕊做成的花朵，自然黏合在

枝头，古朴中透着精致。

滕哲哲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

人。村民张会强 2018年 9月从山东

临沂引进食用型东亚飞蝗养殖项

目，建起 30 座养殖大棚，年均收益

20余万元。新奇的特色养殖项目一

直吸引着滕哲哲的目光，有事没事，

他总爱往养殖基地跑，“在我的引导

下，会强哥正在申办养殖公司，我们

共同规划的发展思路是，2022 年扩

大生产，引进自动投喂系统；2023年

扩展线上销售渠道；到 2025年实现

蝗虫深加工，建设生产线，生产蝗虫

酱。”

“哲哲书记虽然年轻，但脑子

灵活、接触新鲜事物多，我很佩服

他。今年我准备继续扩大规模，建

设 500 平方米的长棚，提高养殖效

益。”张会强说。

听到张会强的表扬，滕哲哲有

点不好意思，“来村里时间还短，我

也没作出啥贡献，还得继续想办法

为村里多做一点事。”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滕哲哲（右）在走访群众（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