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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迎）有人说，比起
婆媳关系，妯娌关系更难相处。但在襄
城县十里铺镇坡张村，64 岁的李秋连用
实际行动证明，妯娌之间也可以亲如姐
妹。李秋连的婆家弟弟因病去世，弟媳
李军红肢体残疾，生活无法自理。好嫂
子 李 秋 连 主 动 承 担 起 照 顾 弟 媳 的 责
任。日前，2020 年度河南省“乡村光荣
榜”出炉，李秋连作为好妯娌的典型光
荣上榜。

弟弟因病去世
弟媳生活无法自理

11 月 17 日，气温突降，一场冬雨来
袭 。“ 我 弟 弟 是 因 脑 出 血 突 然 去 世 的 。
弟媳本来就有残疾，不能走路，也不会
自己吃饭。我们老两口儿都是 60 多岁

的人了，要照顾弟媳和侄子，还种了十
几亩地，每天忙忙碌碌。这不，前几天
我刚把麦子种上，这场雨来得正是时候
……”66 岁的刘大伟提起弟弟一家人的
遭遇，连连表示：他是兄长，弟弟撒手而
去，他和妻子不能对弟媳和侄子不管不
顾。

“照顾好弟媳是我自愿做的，谁让我
们进了一个婆家门，是一家人啊！”提起
三年多来一直照顾残疾弟媳的事，李秋
连言语朴实。

李秋连的弟媳李军红今年 47 岁，肢
体一级残疾，四肢僵硬，生活不能自理。
2017 年年初，李军红的丈夫患病去世，
本就生活困难的李军红变得无依无靠。
李秋连家和李军红家是前后院，李秋连
就主动承担起照顾弟媳的责任。

对弟媳就像对待亲妹妹
喂水喂饭悉心照料

李军红四肢僵硬，胳膊不会打弯。
李秋连每次帮她穿衣、脱衣非常困难，经
常累得满头大汗。李军红上厕所，李秋

连要在旁边照料，有时一不小心就会把
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即便如此，李秋连
从没一句怨言。

“有一次，秋连嫂在给军红喂饭。军
红 老 是 摆 不 对 姿 势 ，无 法 把 饭 吃 到 嘴
里。秋连嫂就想着把她从椅子上搬到床
上再喂饭。但秋连嫂也是 60 多岁的人
了，胳膊腿不是很灵活，一不小心，妯娌
俩同时摔倒在地。两个人脸上磕得青一
块 、紫 一 块 ，腿 上 、胳 膊 上 也 都 磕 出 了
血。”村民侯珍告诉记者，最后，李秋连硬
是把李军红弄到床上，给李军红擦洗干
净喂了饭。

“这样的事不止发生一次两次了。”
李秋连告诉记者，去年冬天的一天，大雪
过后，地上结冰，李军红要上厕所，李秋
连就推着她去。在回屋的路上，李秋连
怎么推也推不上去，脚下一滑，跌倒在
地，膝盖磕破了，血顺腿流。

李秋连就像对待亲妹妹一样悉心照
顾李军红：一日三餐，喂水喂饭；洗衣洗
澡，事无巨细。晚上帮她脱衣睡觉，早上
帮她穿衣洗脸，定时给她理发洗头、剪手
指甲和脚指甲。“照顾李军红费时费力，

给她喂一顿饭起码要一个小时，但秋连
从来没有抱怨过。俺有两个侄子。秋连
常说，把弟媳照顾好，孩子们不管啥时候
进家门能看到妈妈，也算是团团圆圆的
一家人。”刘大伟说。

好嫂子赢得乡邻纷纷“点赞”
荣登河南省“乡村光荣榜”

如今，在李秋连的精心照料下，李军
红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脸上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原来僵硬的四肢也比
以前舒展多了，能够用脚指头开关电视
机看电视节目了。

“如果没有秋连嫂无怨无悔地照顾，
恐怕早就没有军红这个人了。”“像秋连
这样好的嫂子，十里八村都难找。”……
提起李秋连，村民纷纷夸赞。

李秋连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而
且她患有轻度脑梗死和多种慢性疾病。
但是，三年多来，她悉心照顾弟媳。其事
迹感动了十里八乡的村民。正因为如
此，她脱颖而出，荣登 2020 年度河南省

“乡村光荣榜”。

好嫂子李秋连，无怨无悔照顾弟媳

本报讯（记者 张辉）加强党的
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
胜利的重要法宝。11 月 16 日，为期
三天的全市提升党支部书记“抓融
合、服务中心工作能力”培训班在许
都大剧院开班。此次培训旨在提升
机关党支部书记抓融合、服务中心
工作的能力，推动基层组织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更好地引领全市广大
党员严控疫情，扎实做好“六稳”“六
保”等中心工作，确保全年任务圆满
完成。

当日 8 时 30 分，开班仪式正式
开始。与会学员重温入党誓词、共
唱《我和我的祖国》后，市直工委书
记张玲芝围绕“扛稳责任 ，紧抓融
合，确保机关党支部建设高质量”这
一主题对学员进行了专题辅导。

开班仪式上，张玲芝要求各机
关党支部书记提升站位，增强做好
新时代机关党支部建设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明确目的，弄清机关党建工
作内容；厘清思路，坚定不移走融合
之路 。“我市党建工作虽有较好基
础，但还处在起步阶段，目前正在整
合资源 ，全方位调研 ，开展集中攻
关，进行全要素、全链条、系统性的
研究和实践，力争形成集成性解决
方案。下一步，我们要找准机关党
建服务中心工作的切入点，采取有
效举措，做实党建和业务同频共振、
有机融合的各项工作，在示范点创
建上提质增效，加大模范机关创建
力度，为‘智造之都、宜居之城’建设
凝神聚力。”张玲芝说。

据了解，此次培训将邀请省直
工委组织部部长阮孝学、省委党校
教授郭广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副局长马红伟讲课，并安排
了基层优秀党支部书记——省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许昌市分校党支部书
记梁宝锋、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税
务局机关第四党支部书记王留兴和
学员相互交流、传授经验。

本报讯（记者 张铮 通讯员 刘文
略）“‘一亩园，十亩田’，大棚种菜这活
儿精细，容不得半点儿马虎。农耕有苦
有乐，只有每个环节都用心，才能种出
让大家放心的绿色蔬菜。”11 月 15 日，在
许昌市长葛市老城镇王家庄村自家的
蔬菜大棚里，张利敏忙碌中透着认真。

张利敏是许昌新韵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作为许昌市“巧媳妇”创
业 就 业 工 程 示 范 基 地 的 带 头 人 ，她 不
仅 自 己 致 富 ，而 且 带 领 姐 妹 们 一 起 致
富。

禹州市神垕镇东大社区妇联根据
自身资源优势，积极打造“巧媳妇”品牌
工程，帮助贫困妇女脱贫致富。和源养
生瓷有限公司是神垕镇东大社区一家
以生产养生瓷为主的企业，还是许昌市

“巧媳妇”创业就业示范基地之一。该
公司董事长李亚丽在市妇联的引导下，
特意招收了 10 多名困难家庭妇女。这
些 妇 女 经 过 岗 前 培 训 ，锻 炼 一 段 时 间

后，已经成为企业的骨干力量，平均每
月收入 3000 多元。

襄城县孔莲家庭农场是许昌市又
一“巧媳妇 ”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
襄城县孔莲家庭农场位于襄城县湛北
乡姜店村，主要种植大棚葡萄、无公害
反季节瓜果蔬菜。在市妇联的帮扶和
引领下，该农场按照“女能人+公司+贫
困妇女”的结对帮扶模式，大力开展扶
贫工作。自许昌市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以来，该农场与 500 多个农户签订了种
植合同，共结对帮扶建档立卡贫困妇女
26 名，同时解决了周边留守妇女的就业
问题。

其实，自许昌市“巧媳妇”创业就业
工程实施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并不断加大扶持力度。为进一步扶持
和培育“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
地，激励和引导基地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工作，市妇联还充分利用妇女小额担保
贷款财政贴息政策，重点帮助有需求并

符合条件的贫困妇女获得贷款，解决她
们的创业资金问题。同时，市妇联推动
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扶贫贷款等各类政
策资金重点向“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
示范基地投放，以缓解其资金困难，努
力通过金融扶持，达到“就业一人，脱贫
一户，带动一片”的目的。

如今，在我市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这种灵活的就业模式，让农村女性从田
间地头解放出来，实现了天天能回家、
月月有钱花的梦想，过上了挣钱、顾家
两不误的好日子，同时给广大农村妇女
提供了发挥自身优势、展示才华、实现
自身价值的平台和机会。

目前，我市培育省级“巧媳妇”创业
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20 家、市级 160 家，
培训贫困家庭妇女近 3000 人次。同时，
市妇联加大“巾帼贷”金融支持力度，共
发放贷款 2484 笔，帮助妇女解决复工复
产、创业创收的资金难题。

11 月 16 日，市民在西湖
公园唱歌，享受美好生活。
入冬以来，我市老年人户外
活动多了一个选择。一些喜
欢唱歌的老人在市区西湖公
园自发组成老年合唱队，演
唱经典歌曲，丰富了自己的
文化生活。

记者 牛书培 摄

西湖公园欢乐多

我市培育省级“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20家、市级 160家

巧手改变人生 助力乡村经济

给党支部书记开培训班

推进机关党建
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