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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HUI XINWEN

7月 15日上午，建安区总工会党支部组织单位党员干部和职工开展了“我为公共文化献爱心”捐书活动，当天共捐书
500余册。图为捐书现场。

孔刚领 摄

本报讯（记者 孔刚领 通讯员 贺景
昌）连日来，禹州市煤炭局坚持真扶
贫、扶真贫，围绕“集中整改，全面提
升”这一主题，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大
走访、大排查、大整改”活动，查漏补缺
实打实，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按照禹州市统一要求，禹州市煤
炭 局 组 织 58 名 帮 扶 队 员 紧 紧 围 绕

“集中整改，全面提升”这一主题，

头顶炎炎烈日，分赴花石镇冯家门、
王庄等 9 个行政村，登门入户查漏补
缺。按照“五净一规范”的要求，该
局帮扶队员通过动员并组织所在村组

开展集中清扫行动，指导农户清洁家
园，做到院内净、卧室净、厨房净、
厕所净、个人卫生净和院内摆放规
范，有效地解决脏乱问题。对于没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他们则实行“一
对一”帮助打扫家庭卫生，做到了房
前屋后干净整洁，庭院柴草堆放规范
有序，屋内家具物品摆放整齐。在集
中清扫行动中，帮扶队员不怕炎热、
不怕辛苦，真心实意了解并帮助贫困
户解决实际困难，务实的作风赢得了
群众称赞。

禹州市煤炭局助力脱贫攻坚

不图形式求实效 （本报讯 记者 刘晓敏）“很多垃圾
在土壤中自然降解的时间远比我们想
象得长，烟头为 1—5 年，塑料为 100—
200 年，玻璃为 4000 年……”7 月 19 日
上午，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恒达社
区和禹州市大禹公益联盟联合开展垃
圾 分 类 进 社 区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 讲 台
上，宣讲老师的认真讲解，让听众感叹
不已：“没想到，我们随手丢的垃圾会
给地球造成那么大的负担！”

在活动现场，禹州市大禹公益联
盟负责人赵俊伟给社区居民详细讲解
垃圾分类、有害垃圾的正确处理方法
及垃圾变废为宝小窍门等。宣讲结束
后，赵俊伟又以有奖问答的形式向社
区 居 民 进 一 步 普 及 垃 圾 分 类 相 关 知
识。

在有奖问答环节，社区居民积极
参与，一问一答间，潜移默化地增长

了知识。回答正确的居民均有获赠礼
品，礼品是恒达社区事先准备好的环
保手提袋、小竹篮等。这些礼品都是
用麦秆纤维制作而成，非常环保。在
变废为宝环节，群众参与热情更高，
纷纷用从家里拿来的矿泉水瓶、旧衣
服等，现场学习变废为宝小技巧。

36 名志愿者还分别到恒达社区辖
区的超市、饭店等场所，给那里的工
作人员及群众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深
受超市、饭店工作人员的欢迎。“垃
圾分类的关键在于习惯的养成。普及
垃圾分类知识这一活动，我们会坚持
开展下去，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的同
时，让广大群众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倡导大家养成垃圾分
类 的 习 惯 ， 为 守 护 绿 水 青 山 作 出 贡
献。”赵俊伟表示。

垃圾分类进社区 有奖答题受欢迎

“买瓜吧，这甜瓜又甜又脆！”“中，
我买 10 斤，给瓜农帮帮忙。”7 月 16 日
下午，在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处文峰
社区，一辆装满甜瓜的瓜车吸引了社
区居民的注意。原来，文峰社区的十几
名党员志愿者正帮瓜农卖瓜。

瓜农贺宝强是建安区河街乡贺庄
村人，他家种了 3 亩甜瓜，因为孩子们
都不在家，自己一个人又采摘又卖，根
本忙不过来。天气越来越热，西瓜又大
量上市，甜瓜卖得不快，他怕卖不及都
烂在地里，十分着急。在了解贺宝强的
困难后，文峰社区领导一方面召集党
员志愿者到社区帮瓜农卖瓜，一方面

派人带领贺宝强把瓜车拉到人流量相
对较大的威尼斯花园小区东门口。

十几名党员志愿者很快聚集到威
尼斯花园小区东门口，并和该小区的
保安协调此事。车一到，志愿者就纷纷
行动，有的为瓜农招揽生意，有的帮忙
挑瓜，有的帮忙称重，有的在现场维持
秩序。有了志愿者的帮助，瓜农贺宝强
也放声吆喝起来，一时间，吸引了不少
社区居民及过往群众驻足购买。

炎炎烈日下，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忙碌，志愿者的衣衫被汗水浸湿了，瓜
车上的瓜也剩得不多了。“平时一车瓜
一天也卖不完，今天 500 多斤瓜很快就

卖完了，终于可以早点儿回家了。”瓜
农贺宝强开心地说。他热情地让志愿
者吃瓜，均被婉言谢绝。

最后，志愿者又你一兜、我一兜地
把挑剩的甜瓜全部买下，分送给附近
的 环 卫 工 人 和 威 尼 斯 花 园 小 区 的 保
安。

“帮瓜农卖瓜活动的开展，既帮了
瓜农的忙，又充分激发了社区党员的
积极性。在社区党员的影响和带动下，
社区居民也纷纷施以援手，积极买瓜，
彰显了社区居民崇德扬善、乐于助人
的优良品质。”文峰社区主任于大红告
诉记者。

爱心大接力 让瓜农早回家
本报记者 刘晓敏

“虽然是困难户，虽然是一个弱
女子，可她乐观向上有爱心、踏实肯
干有毅力，一个人坚强地撑起一个
家，令人肃然起敬。” 7 月 19 日，记
者来到建安区五女店镇冶庄村采访，
提起该村“好媳妇”赵雪梅，该村党
支部书记张群才说。

今年 37 岁的赵雪梅，2004 年和
丈夫张德强结婚后，两人一起在深圳
打工。中专毕业的赵雪梅，担任车间
班 组 长 ， 每 月 有 近 5000 元 的 收 入 。
2007 年年底的一天，丈夫张德强突然
吐血，随后昏迷休克。经过 30 多个
小时的抢救，张德强保住了性命。经
诊断，他患的是肝硬化，以后不能干
重活，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赵雪
梅一个人的身上。

有人劝赵雪梅趁年轻，不如早点
儿离开这个家。赵雪梅却选择了继续
陪在丈夫身边，照顾丈夫，教育好两
个孩子，撑起这个家。赵雪梅说，人

得知道感恩，公公婆婆一直待自己像
亲闺女一样，俩人都 70 岁了，还坚
持在村产业扶贫基地务工，又把家里
收拾得整整齐齐，生活上一点儿也不
让我操心。我就得提着劲干好工作，
给家里多挣点儿钱。

张德强治病花了 30 多万元，每
个月吃药需要近 2000 元，他家因此成
了贫困户。但不管生活有多苦，赵雪
梅都没抱怨过。现在，镇里给赵雪梅
安排了社保所公益岗位，给张德强安
排了村里的公益岗位，两人都有了固
定的收入。赵雪梅的工作是在镇社保
所为老人提供查询、咨询服务。会电
脑的赵雪梅还经常为村里帮忙录入信

息、打印表格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好闺女”。

在 家 里 赵 雪 梅 是 好 儿 媳 、 好 妻
子、好妈妈，当公公婆婆农忙时，她
主动操持家务；当丈夫生病心情不好
时，她忍受委屈包容理解；当孩子学
习生活有压力时，她耐心引导鼓励。
乐观、坚强、能干的赵雪梅被村里评

为“好媳妇”，深得街坊邻居好评。
赵雪梅告诉记者，她上中专时学

的幼师专业，很喜欢孩子，想考一个
教师资格证，现在只要有时间都会看
考试的书籍。在赵雪梅的影响下，丈
夫张德强也乐观坚强了。政府的各项
扶贫政策和帮扶干部的倾情帮扶，让
他们一家感觉生活又有了很多希望。

赵雪梅：用瘦弱肩膀撑起一个家
本报记者 孔刚领 通讯员 武书锋

“今天办理房屋交易手续，我没
想到这么顺利。”7 月 19 日，在禹州市
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产转移业务的
李 女 士 告 诉 记 者 ，在 工 作 人 员 引 导
下，她当天就办完了手续，3 天后可拿
到不动产权证书。

今年以来，禹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不动产登记交易专区从群众、企业自
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从群众和企业的
角度设身处地设计办事流程，压缩办
事时间，精简办事程序，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尽最大可能地提供便民利
民服务措施。

在互联网建设中，该交易专区开
设不动产网上办事大厅，开通不动产
登记微信服务公众号，办事群众可通
过网上办事大厅和微信公众号办理
和查询部分不动产登记业务。前来
办理查询业务的群众，可通过自助查
询机来查询相关的业务。

该交易专区共设置 16 个窗口，凡
是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的，根据
企业需求不分节假日，可随时预约办
理，做到随来随办。对不能亲自到场
的，业务受理部门工作人员还提供上
门和送证服务，并向社会广泛公布上
门 服 务 预 约 电 话 。 针 对 老 、弱 、病 、
残、孕等特殊群体，开辟绿色服务通
道 ，随 时 为 他 们 做 好 引 导 和 咨 询 工
作。

该交易专区还开设“一窗式”受
理窗口，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业务工
作整合到一个部门一个窗口受理，办
事群众只提交一次要件，只需一次叫
号、排一次队、跑一个窗口、收取一套
材料，变群众跑腿为工作人员跑腿，
真正实现让群众“只跑一次”的目标。

该交易专区负责人介绍，不动产
登记涉及千家万户，关系企业和群众
重大财产安全，是政府对外服务的重
要窗口。下一步，他们将开通 EMS 免
费邮寄业务，群众足不出户，在家门
口就能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朱庆安 通讯员 冯二帅

本报讯 （记者 朱庆安 通讯员 马
成天） 连日来，许昌中心汽车站按照
上级有关要求，正紧锣密鼓、扎实有
效地落实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筑牢安
全新防线。

该汽车站负责人介绍，推进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是构筑安全事故两道

“防火墙”。他们把这一体系建设作为
当前重要工作来抓，采取得力措施，
有力推动了安全工作顺利开展。

“查”资料。该汽车站组织人员
认真查阅 《河南省道路客运站企业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指导手册》，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辨识评
估管控基本规范》，查河南省地方标
准 《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规范》，并按
照 《河南省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
重 预 防 体 系 建 设 评 估 标 准》 整 理 资
料，进行事故类型描述或事故后果与
作业步骤描述，排查项目以及危险源
因果关系、逻辑关系，为进一步规范
安 全 管 理 打 下 基 础 ， 做 到 防 患 于 未
然。

“观”成果。他们在醒目位置悬
挂 《企业风险分布四色图、企业作业

安 全 风 险 比 较 四 色 图 、 风 险 点 告 知
卡、岗位风险管控应知应会卡、岗位
风险管控应急处置卡、重大风险告知
牌等安全方面的有关注意事项，制订
相 关 配 套 方 案 ， 健 全 “1276213248”
管理机制，为实现全站安全发展筑牢
根基，做足保障。

“考”成效。该汽车站资料整理
齐全后，相关岗位职工要做到岗位安
全职责、危险因素和风险、预防措施
和管理措施、安全隐患、应急处置措
施等“五清楚”，把每一个风险点落
实到实际工作中去。同时，该汽车站
对关于安全方面的重要岗位，采取笔
试和面试的形式进行过关，凡是不过
关的岗位职工要利用周一培训会、班
前会、集中培训进行学习，直到应会
知识掌握为止。

“提”水平。该汽车站鼓励员工
掌握人的失误、设备的故障、作业环
境 差 、 管 理 缺 陷 等 危 险 有 害 四 大 因
素，熟知风险分级规则，做到正确分
级，同时利用工程技术、个人防护、
培训、管理、应急处置等措施指导安
全生产，从而实现“纵深防御、关口
前移、源头治理”的目标。

许昌中心汽车站

建双重预防体系 筑牢安全新防线

7月 17日，天下着雨。
在魏都区北大街道办事处杨根

思双拥社区“八一小课堂”，记者看
到，孩子们正在学习绘画，遇到不
懂的问题，只要举起手来，马上就
有志愿者过来辅导。

郭跃鹏在某画室少儿部正给孩
子辅导绘画。当被问起为什么参加
志愿服务时，她的回答特别简单：

“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这样做挺好
的。”

谈起当志愿者的体会，郭跃鹏
说：“通过志愿服务活动，我和其他
同事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能力，还能
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很开心。这
样 的 爱 心 助 教 ， 我 将 一 直 坚 持 下
去。”

据了解，今年 7 月 8 日至 8 月 9
日，该社区的“八一小课堂”开办
有音乐、绘画、古筝等兴趣班，由
经验丰富的志愿者轮流免费授课，
解决了官兵子女暑假没人管的问题。

该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彩 伦 介
绍，近年来，驻地部队官兵外训任
务重、照顾家庭的时间少，尤其到
了暑假，人生地不熟的官兵子女只
能留守在部队大院里。为此，该社
区开设“八一小课堂”，架起军民

“连心桥”，得到了广大官兵及家属
的一致好评。

“社区开设的‘八一小课堂’真
是好，不仅解决了广大官兵及家属
的后顾之忧，还让孩子们多学了一
项技能。”提起“八一小课堂”时，
军人家属刘慧金对记者说。

“孩子暑假没地方去，这下好
了 ， 志 愿 者 义 务 培 养 孩 子 兴 趣 爱
好，既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

家人也省心多了。”另一位军人家属
接着说。

志愿者为孩子们辅导音乐、绘
画、古筝等，生动活泼、寓教于乐
的教学氛围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正在学习的任莹同学说，她去
年在“八一小课堂”学习了不少新
东西，“谢谢志愿者，他们不仅细心
地给我讲解各种知识，还教会了我
很多做人的道理。长大后我也要向
他们学习，把爱心传递下去……”

在杨根思双拥社区，除了“八一
小课堂”，还有军娃活动室，让孩子们
在家门口就能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
暑假。“宝宝，慢慢滑下来……”在该
社区一个宽敞的军娃活动室内，68
岁的军属黄静兰，正带着 2 岁的小
孙女在儿童滑梯上玩耍。看着小孙
女兴高采烈的样子，黄静兰高兴地
说：“社区考虑得真周到，这里是娃
娃最喜欢来的地方。”

据了解，该社区还建立了军民
联络站，其中一项职责就是加强与
教育部门的联系，以解决军人孩子
的上学问题。前段时间，有一名王
姓军嫂带着孩子随军，孩子入学成
了她最操心的问题。该社区干部了
解情况后，及时与教育部门联系，
孩子上学问题很快有了着落。“在新
地方，人生地不熟，以为啥事都难
办。没承想到了许昌，就像到了家
一样。”这名军嫂感慨道。

李彩伦告诉记者，让官兵子女
健康成长，是社区、军人家属和志
愿者共同的心愿。下一步，他们将
认真听取官兵及家属的意见，不断
改进工作方法，让孩子们度过一个
幸福的童年。

军营花朵“成长记”
本报记者 朱庆安

“ 咱 自 己 种 的 菜 ， 没 有 打 农 药 ，
乡亲们谁家没有菜了，都可以来这个
菜园随便摘。” 7 月 17 日，在襄城县
麦岭镇岗西村的一片农田里，一位老
人正拿着小铲修整菜地。看到记者前
来，他笑呵呵地说。

这位老人叫偏银周，曾经是参加
抗战的新四军战士。今年 89 岁高龄的
偏老身体健康，精神矍铄，一直热心
公益、乐善好施，2012 年还曾被评为

“襄城十大好人”。
1943 年，家乡闹灾荒，家里揭不

开锅，偏银周不愿意在家等死，就含
泪离开了家乡。年仅 13 岁的偏银周一

路逃荒至泌阳县，经介绍，在那里找
了 个 “ 饭 碗 ” —— 放 牛 。 有 一 天 ，
偏银周正在山上放牛，遇到了 3 个新
四军战士，于是入伍参军，逐渐成为
一名小侦察兵。

1944 年 6 月的一天晚上，偏银周
在回驻地的路上发现一伙日军在几个
伪军的带领下，带着迫击炮、轻机枪等
武器向附近的沟竹村行进。他立即跑
回驻地，向部队领导汇报。部队立即
部署对这伙日军、伪军进行夹击。战
斗中，偏银周为参加战斗的战友送饭，
不幸被敌人击中右腿。

虽然没有全歼日军，但是偏银周

及时发现敌情，避免了整个村庄遭受
洗劫。战斗结束后，偏银周受到部队
表彰和嘉奖。

1955 年至 1962 年，偏银周在兰州
铁路局从事铁路建设工作，后因病回
家乡襄城县麦岭镇岗西村务农至今。
2015 年，他获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

“如今吃不愁、穿不愁，政府还发
优抚金，生活无忧无虑。”偏老乐呵呵
地对记者说。

临近中午，记者来到偏银周家，
刚 进 门 偏 银 周 就 吩 咐 起 了 老 伴 儿 ：

“老蔡，下午取点儿钱，咱村有个孩
子考上学了，学费还没凑齐，咱也帮
着凑凑……”

“中啊！下午就取。”蔡大娘一边答
应着，一边偷偷告诉记者，他发的优抚
金不舍得花，都攒着，村里困难孩子上
学啊、看病啊，都尽力帮衬。

“他就看不得别人作难，总说能伸
手帮一下就帮一下。俺家种的果树，结
了果子除了卖一部分，他总要留一部
分送困难户。”蔡大娘笑着说，言语中
并无抱怨。

偏 银 周 很 关 心 村 里 孩 子 们 的 教
育，经常来到村小学，为孩子们讲述过
去艰苦的斗争历史，勉励孩子们要好
好学习。

“偏爷爷对我们很好，给我们买书
包、买书籍。哪个同学家里有困难，只
管给他说，他总是乐意帮忙。”岗西村
小学学生小华说。

84 岁入党的偏银周一直不忘自己
的初心，他说，自己家里富了，看到村
里还有一些群众因病致贫、返贫，心里
很着急，希望乡亲们都能走出困境，共
同富裕起来。“不能光顾着自己过得
好，还得关心帮助别人。”

老战士偏银周的出彩人生
本报记者 孔刚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