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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4日，我市举行王延举、赵大鹏赴郑州
捐献造血干细胞欢送仪式。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

医生赵大鹏成为我市第 6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
心人士。

为了这一天，他等待了 5年。“也许被捐献者，
也和我女儿一样大，生命才刚刚开始啊……”9月
13日，在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直线加速器的操作

间，当记者问起肿瘤内科医生赵大鹏捐“髓”的缘

由时，他真情流露。

时刻准备静待花开

赵大鹏说，对于白血病患者而言，造血干细胞

（骨髓）移植堪称是他们的“救命稻草”。而他的造

血干细胞能与素昧平生的病患配型成功，这本身

就是一个十万分之一的奇迹，赵大鹏更坚定了捐

献的念头。

2019年，赵大鹏在献血时听说只要 8毫升的
血，就可以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志愿者。未来有可

能挽救一位血液疾病患者。这位满腔热忱的医生，

腿一拍说道：必须去！随即，笔一挥，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自此，他成为中华骨髓库大军中的一名志愿

者。

一晃，5年过去了。几乎快将这件事忘了的赵
大鹏，突然接到了汝州市红十字会的电话。

这通电话，从此写进了他的人生传奇，也改写

了一个陌生人的命运。

原来，有位白血病患者要找配型做造血干细

胞移植，中华骨髓库筛选合适的志愿者，而赵大鹏

则成了那个“天选之子”———配型成功。

在与赵大鹏交谈中得知，他的妻子刚开始担

心捐助对他的身体有影响不太同意，但就是这样

一句话说服了妻子，“也许被捐献者也跟我们孩子

这么大，生命才刚刚开始。”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

妻子二话不说默默帮他收拾起了行李。

救人于厄仁医之心

“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工作职责，

用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血液病患者的生命，那更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9月 14日，在市卫建委举
行的一场特别的欢送会上，即将赴郑州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赵大鹏坚定地说道。

党员医生赵大鹏，从事肿瘤放疗工作 8年的
他工作细致、严谨行医，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爱心。

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他主动请
缨，勇敢逆行，毅然决然在“疫线”坚持到最后，并

圆满完成任务。如今，他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由

“抗疫英雄”变身“捐髓英雄”，为生命续航。

据悉，9月 18日上午 8时 30分，赵大鹏在
郑州某医院经过近 5小时的体外循环，成功分
离出 20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这些造血干
细胞将在 24小时内，移植到一位白血病患者的
身体里。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王婉璐 杨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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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扎根基层一线，为民政事业挥洒着青春；她

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认真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

民”的理念……

她叫王亚红，现任蟒川镇民政所所长。自 1987
年 8月参加工作以来，她努力把一件件事关民生
的小事做好做实，让民政工作切实体现温度，起到

稳定器和减压阀的作用。

在成长中感悟初心

王亚红 18岁那年参加工作，刚接触社会救
助、城乡低保、救灾救济等民政工作让她根本摸不

着头脑。好在她勤奋好学，对工作有激情、有热情，

在短时间内迅速熟悉了民政工作的各个环节和流

程。后来，在镇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她很快熟

悉掌握了各项业务。从事基层民政工作以来，王亚

红想群众之所想，帮群众之所需，尽自己最大努力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王

亚红。那是一个春天，蟒川镇南部山区牛角岭村

的一名老复员军人冯留记到镇上领抚恤金。为了

省钱，冯留记老人硬是走了 30多里山路赶到镇
上，早饭都没吃。到了镇民政所，王亚红了解到情

况后，内心一阵阵酸楚，她赶快给老人打了一碗

鸡蛋茶，塞到老人手里两个馒头，让老人先吃饭。

领完抚恤金后，王亚红又从自己包里取了 5元钱
车费给老人，并将老人的水杯里灌满热水，叮嘱

他一定要坐车回去。这原本是工作中一件微不足

道的小事，但没想到，没多久，冯留记亲手用荆条

编了一个篮子送给王亚红，隔三岔五还托人给她

送来黄瓜、红薯、南瓜等自己种的农产品。每每收

到这些物品，都让王亚红感动不已，她说：“从这

些小事中，我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工作的伟大，民

政工作是为了人民群众，咱只是做了份内应该做

的事，却让群众时刻挂记，我必须倾尽自己的最

大努力，把工作干好，才能不负使命。”

民政工作打交道最多的是老、弱、病、残、儿童等

弱势群体，为避免他们多跑腿，王亚红在便民服务大

厅专门设立了社会救助服务窗口，为群众办理临时

救助、医疗救助、爱心救助、低保救助等业务开设了

“方便之门”，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2015年 4月，
《人民日报》以“河南八项救助、一门受理”为题，大篇

幅报道了蟒川镇“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工作成效，

蟒川镇的工作作为先进经验被学习推广，全省各地

多个县区民政部门前来交流学习。

在事业里担当使命

蟒川镇是个山区乡镇，很多村子特别是山区

的自然村往往只住了几户人家，这些人大部分还

是鳏寡孤独等受救助对象，因此王亚红很大的一

部分精力就是走山串村，核实情况、实施救助。从

事民政工作 35年来，她走遍了蟒川镇的每一座
山、每一个村、每一户困难群众。王亚红说：“咱干

民政工作，就得认真细致，只有用心了，才能确保

不遗漏该救助的人员。”

木厂村位于蟒川镇南部山区，村民张良家中

的两个子女同时考上了某专科学校。按照“金秋助

学”的政策，本来需要本科以上才能享受到政策补

助，但通过多次走访，王亚红了解到，张良一家生

活非常困难，并且在深山村里要同时供两个大学

生非常不容易，一家人为孩子的学费发起了愁。为

了两个孩子能够顺利入学，王亚红经过多次奔波，

为他家争取了相关助学补助。

石灰窑村村民李社夫妻二人均身患重病，儿

子身故后，儿媳残疾外嫁失联，孙女孙子年幼，一

家人生活极度困难。通过走访，王亚红为他们夫妻

办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为李社的孙子孙女

申请办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并且联系两个

孩子所在学校，为他们免除一切费用，从根本上解

决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困难问题。

在工作中主动作为

做好敬老院管理也是民政工作的一项重要工

作。蟒川镇敬老院有房屋 94间，在院集中供养特
困人员 86人，其中全失能 11人，半失能 12人。为
了照顾好这里的老人，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

为、老有所乐，王亚红悉心管理，在安全上无微不

至，在管理中强化服务，让养老院老人加入日常管

理的互动中，选出部分有能力的特困老人组成院

务管理委员会参与管理，成立了卫生组、安全组、

养殖组、种植组、护理组等，负责敬老院日常事务

管理和参与重大事项决定。

针对敬老院拥有 2亩多闲置土地等条件，王亚
红积极探索适合项目，根据不同季节种植时令蔬菜，

养殖生猪，通过划分“责任田”，评选“种植能手”等形

式，提高院民的成就感和荣誉感，调动大家参与的积

极性。在王亚红的协调下，为敬老院修建凉亭一座、

廊道绿化 22米，栽种乔灌结合绿植，在院内打造出
景观小品，绿化、亮化、美化使敬老院环境焕然一新。

添置各类图书杂志 500余册，棋牌桌椅四套，开放文
化活动室 3个，老人们在活动室内看电视看书，在亭
子里下棋打牌，在廊架下看报听戏，每逢传统节日组

织文艺表演团体来慰问演出，丰富老人们的精神生

活。2020年，汝州市敬老院管理现场交流会在蟒川
镇敬老院召开。

蟒川镇共有留守儿童 540名，困境儿童 164
名。在镇区所在地核桃园村，蟒川镇建设了“儿童

之家”，每年的儿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传统节

日，王亚红都要精心组织相关活动，和留守儿童

一起欢度佳节，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端午节、中秋

节等节日的风俗和来历，一起包粽子、吃月饼。在

“金秋助学”和“冬日暖阳”助学活动中，对全镇困

境家庭的优秀学生逐一走访调查，落实其家庭生

活状况，对符合条件的学生全部给予救助。在开

展“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工程”中，多次

走访鼓励 2021年参加高考的孤儿王梵博，接到
录取通知后第一时间将其纳入助学保障范围，享

受每学年 1万元的资助，从根本上解决了孤儿上
学难的问题。用心用情的关爱，使困境儿童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多年来，蟒川镇民政工作先后获得河南省

民政系统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单位、河南省文明

敬老院、平顶山市文明敬老院、汝州市民政工作

先进单位、汝州市敬老模范单位、汝州市十大敬

老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王亚红个人也获得市

民政先进工作者、“五一巾帼”标兵、市新长征突

击手、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马鹏亮

“今年是我从教的第 17个年头儿。十几年来，我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要做
好老师，也一直努力奔走在做好老师的路上。但怎样的老师才算是好老师呢？我

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对学生的爱，唯有真爱才能长远。”9月 15日下午，在汝
州市第一高级中学，2634班班主任兼英语老师石晓燕这样向记者介绍。

今年，石晓燕教高中一年级，这届学生将于 2026年毕业，班级编号为 2634。
她刚送走的毕业班学生是 2337班，于今年参加高考，高考成绩揭晓后，她所带的
班级超额完成指标，并且是平行班中成绩最好的。

“去年石老师所送的毕业班学生入学时程度比较差，石老师对学生很有爱

心，学生都愿意和她说知心话。她关注学生的成长，平时的测试，每次考试前充分

动员，考试后及时总结奖励，还自掏腰包给学生买奖品以示激励。整个班级团结

向上很有活力，高考中，远超预期的本科上线率也在预料之中。这也是石老师认

真负责、教学有方的直接体现。”分管一年级 31班到 40班的级部长贾国栋谈起
石晓燕如此评价。

“我不是特别严厉，学生不怕我。他们明白，管他们的是制度，学生都很服从管

理。”石晓燕说，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了，他们自然理解，不管是教学谈心还是管理，

只有把对学生的爱贯穿教学始终，才能指引教导学生在各方面都加快成长。

今年 40岁的石晓燕 2007年毕业于许昌学院英语教育专业，毕业当年就以
第二名的成绩通过招教考试进入汝州市第一高级中学，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在高中教学，工作节奏相当快，特别是担任班主任，工作从早上 5点多到晚上 9
点多，加上查寝，一整天都得在学校。“基本没怎么接送过孩子，有段时间，公婆生

病做手术，我娘家妈也生病了，可不管到哪边，都是催我赶紧回学校。他们都知道

我忙，所以我更得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教学。”

正在记者和石老师说话间，地理老师拿着一本书来“告状”，交代这是学

生上课时偷看的小说，然后匆匆回去上课了。谈起学生犯错的管理问题，石晓

燕说，别看学生个子那么高，其实也才十五六岁，心智还都不成熟。学生还是

孩子，需要将心比心地去关爱引导。“简单的批评有时不一定是好办法，”她谈

起了早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班里 3名男生因穿短裤被学校拍住，扣了班级
量化分 3分。3名同学主动找到石晓燕认错，觉得给班级荣誉抹黑了。恰好学
校宿舍需要更换床板，论劳动量，这可是个“大活儿”，石晓燕主动争取，班里

的男同学全部积极参与，尤其是那 3名男生干得尤为卖力。等劳动结束后，石
晓燕给学生拿来毛巾打了热水，并通知学生，学校经过研究，给班级的量化分

加了 5分。同学们一边擦洗一边高声唱起了“喜羊羊、美羊羊……”谈起劳动
当天的场景，同为 15岁的学生秦梓宇和郭一远都表示，是有点累，但参加集
体活动觉得很充实，“我们不怕石老师，她很温柔，老师对俺好，但俺也不能放

肆，她还在讲课中穿插人生哲理。”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他们唱得很有喜感，那种快乐会让整个班级更团结，更

有活力。”石晓燕说。今年刚从商丘师范学院毕业来学校任教的魏梦瑶是学校“老

带新”活动中石晓燕的“徒弟”，“早几天石老师嗓子不舒服，加上肚子疼，嘴唇都

有点发白。我们都劝她早点去看医生，但她一直坚持把课上完才去医院，第二天

一早就又坚持来上早读了。石老师和蔼、热情，对学生有爱心，经验丰富，我得好

好向石老师学习。”谈起石晓燕，魏梦瑶这样说。

（平顶山日报记者李鹏程）

王亚红：35 年扎根民政奉献为民

石
晓
燕
：
把
对
学
生
的
爱
贯
穿
教
学
始
终

赵大鹏：捐“髓”救人，我时刻准备着

“加油”

成功捐献

走访群众中的王亚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