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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辉）4 月 19 日，天
气晴好，襄城县颍阳镇大河村 75 岁村民
袁民生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后帮助 96
岁的母亲洗脸、穿衣，询问母亲想吃什么
早饭。“前几天，我在村干部和村民代表
的见证下，与弟弟签订了赡养协议。自
己的养老问题解决了，我可以安心照顾
母亲了。”

袁民生没有儿女和固定收入来源，
家庭较贫困。其弟弟身体不好，年逾九
旬的母亲长期与袁民生一起生活。2016
年，袁民生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母亲每个月都能拿到低保金，我是
村里的五保户。村里给我们交了新农合
和 有 线 电 视 的 费 用 ，给 我 们 修 整 了 院
子。逢年过节，村里还送来米、面等生活
用品。现在，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袁民生一边为母亲做早饭，一边笑着说。

然而，由于他和母亲年龄越来越大，
日后生活由谁照顾成为困扰大河村村干
部和他的问题。“我们建议他住进养老
院，但是他担心母亲的生活，拒绝了。”大
河村包村干部、脱贫攻坚帮扶责任人张
帅鹏说，“我们最终决定采取签订赡养协
议的方式，帮助像他这样的贫困老人脱
离窘境。”

4 月 14 日 ，大 河 村 举 办 了“ 议 贫
会”。在颍阳镇司法所、村干部和数十名
村民的见证下，袁民生和弟弟袁长生签

订了赡养协议。袁长生及其家人作为袁
民 生 的 护 理 人 ，负 责 照 顾 他 日 后 的 生
活。同时签订赡养协议的还有贫困户关
立仕。“袁民生等人的保障性收入已经超
过国家脱贫标准，但生活无人照顾。我
们此举就是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日后生
活问题。”张帅鹏说。

大河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0 户
41 人。经过协调公益岗位、帮助有劳动
能 力 的 贫 困 户 联 系 工 作 ，从 2017 年 到
2019 年，相继有 14 户 29 人脱贫。为了
帮助其余 6 户 12 人脱贫，大河村采取了
特殊助养、集中供养等措施，其中两人入
住 颍 阳 镇 敬 老 院 ，4 人 签 订 了 赡 养 协
议。贫困户张二生是参与集中供养的 2
名贫困户之一。

“真香！”当日，张二生在颍阳镇敬老
院食堂吃着热乎乎的肉包子说，“当时，
我担心进了敬老院受约束，不肯来。没
想到这里的条件挺好，一天三顿有热饭
吃，住宿条件也好。”

张帅鹏介绍，大河村的居村联养点
正在建设，将于近期投入使用。按照规
划，居村联养点建好后，关小银、关根宝
等贫困户将入住，实现就近集中供养。

对于已经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大河村“两委”一直积极关注，避免其返
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关崇垒 2017 年脱
贫后，因病丧失自理能力，失去主要生活

来源。在保证其全家享受低保政策外，
为增加其家庭收入，大河村村干部为其
配偶胡秋叶积极申请公益性岗位，保障
其家庭不返贫。

发展集体经济是决胜脱贫攻坚的现
实需要和强大动力。“通过村干部积极运
作，目前，大河村集体经济已经初具规
模。”大河村党支部书记余刚创说，“今

年，通过荒地承包、种植果树和套种经济
辣椒等，我村至少收入 8000 元。此外，
我村还在筹备实施品种羊养殖和大棚种
植项目。”

“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我村将
在上级领导和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实现整
体脱贫，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改善村容村
貌，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余刚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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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袁民生在“议贫会”上签订赡养协议。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代玺 文/图）“妈，我
真没想到还能见到您！”4 月 17 日，在建
安区桂村乡宫后村，四川人段久桂和 33
年未见的母亲冉秀珍眼含热泪紧紧地抱
在一起。原来，经过许昌民警王超等人
多方查询，流落许昌 33 年的四川老人冉
秀珍终于和家人团聚。

3 月 4 日上午，桂村派出所社区民警
王超像往常一样在辖区入户走访，在宫
后村与冉秀珍拉家常。从交谈中，王超
了解到冉秀珍不同寻常的经历。

冉秀珍已经 80 多岁，33 年前从四川
离家外出时迷路，流落到许昌，如今非常
思念亲人。

据 冉 秀 珍 讲 述 ，她 婆 家 在 四 川 省
奉 节 县 朝 阳 公 社 奎 下 大 队 金 子 村 ，和
丈 夫 段 永 和 育 有 长 女 段 久 桂 、次 女 段
久 梅 和 儿 子 段 久 明 。 33 年 前 的 正 月 ，
她 坐 车 去 看 望 当 时 在 湖 北 的 段 久 桂 ，
因 为 坐 错 车 找 不 到 家 ，辗 转 多 地 后 流
落 到 许 昌 ，一 路 讨 饭 到 了 宫 后 村 。 冉
秀 珍 在 宫 后 村 无 儿 无 女 ，如 今 很 想 回
老家认亲生活。

王超当即向桂村派出所所长尚建峰
反映了此事，尚建峰要求尽快帮助老人
找到亲人。

由于老人乡音浓，与人沟通困难，王
超专门找来辅警中队长安帅期“翻译”。
经过走访、收集线索、查阅相关资料，民
警确认曾经的四川省奉节县朝阳公社奎
下大队金子村经区划调整，已变为重庆
市奉节县太和土家族乡金子村。太和土
家族乡未设派出所，金子村暂由土祥派
出所代管。王超立即电话联系土祥派出
所，并向该所发出协查函，又先后联系了
太和土家族乡政府、太和土家族乡邮政

所、金子村干部罗月英，找到了段久明的
电话。然而，段久明的电话始终无法接
通。

王超没有放弃。他通过罗月英了解
到，段永和已去世，其子女的户口已迁往
河北省。4 月 14 日上午，王超通过太和
土家族乡石板村的黄德明联系到段永和

的侄子段久清，于次日与段久桂取得联
系。冉秀珍通过电话，听到女儿时隔 33
年再次喊“妈”，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4 月 17 日上午，冉秀珍在桂村派出
所民警的帮助下，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
人。段久桂和丈夫、儿子驱车数百公里
来到宫后村与母亲相认，并将写有“心系

百姓找回老人，为民解忧暖心民警”的锦
旗和感谢信送到了桂村派出所。

段久桂说，她真的不敢相信，家人找
了母亲 30 多年都没有找到，竟被许昌民
警找到。“若不是有王超等民警同志永不
放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哪有
我们母女相见？”

老人流落许昌33年
民警抽丝剥茧帮其与家人团圆

冉秀珍拉着大女儿段久桂的手，听王超讲述帮忙寻亲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