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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现脑子活，敢想敢干。今年种
的 8 亩辣椒喜获丰收，加上火锅店的
收 入 ， 今 年 他 脱 贫 有 望 ！” 10 月 18
日，提起贫困户冶红现，建安区五女
店镇冶庄村党支部书记张群才说。

冶红现年轻时被磨面机“吃”掉
右手拇指造成肢体三级残疾，后又患
股骨头坏死，但头脑灵活的他并没有
因此而气馁。看别人出去打工挣钱，
他和妻子孙素花也到广东一家数控公
司打工，盼着干几年后能把家里的房
子翻新。

然而不幸的是，2014 年 9 月，冶
红现的妻子孙素花突发脑出血导致半
身不遂，冶红现的父亲也因病住院。
冶红现不得不回到村里，一边照顾妻
子和父亲，一边就近打零工维持生计。

“那时候，他的儿子和女儿年龄还
小，妻子和父亲需要花钱看病，生活
一度难以为继，他们家因此成了贫困
户。”冶庄村村委会主任冶水林说，一
时间，这个要强的汉子拖着本就有病
的 身 躯 ， 独 自 支 撑 一 个 家 ， 身 心 俱
疲，日子过得很艰难。

针对冶红现家的实际情况，驻村
工作队和村“两委”根据精准扶贫政
策，于 2017 年为冶红现及其父亲、妻

子、儿子申请办理了低保救助，为冶
红现申请了残疾人生活补贴，为其妻
申请了大病医疗救助，为其子申请了

“焕新乐园”救助项目和上学补助等。
同年 6 月，按照贫困户危房改造

政策，村“两委”联系工程队，为冶
红现家盖了 120 平方米三室一厅的平
房。“说实话，政府能给我盖新房，以
前连想都不敢想。住上新房后，素花
都高兴得哭了。”冶红现感激地说。

“那时候，我决定干点儿什么，不
能 一 味 地 ‘ 等 帮 助 、 靠 政 策 、 要 福
利’，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家里的贫困
状况，摘掉贫困户的‘帽子’。”冶红
现告诉记者，贫困不可怕，重要的是
要有摆脱贫困的决心和信心。

冶红现头脑灵活，发现自家大门
正对着村里的南北主干道，人流量较
大，外来务工的多。“如果能在家里开
个大众火锅店，生意应该不错。我把
这个想法给村干部一说，立即得到了
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支持。”冶

红现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红现
火锅店于 2018 年 11月开业。

红 现 火 锅 店 设 施 简 单 ， 干 净 卫
生，价格优惠。每位客人 15 元的大众
火锅和经济实惠的高汤烩面，对于务
工人员来说很有吸引力。

“刚开业时，店里的营业额并不
高，每天只有 300 元左右。经过一段
时间的精心经营，我的生意越来越红
火。”冶红现说，算是小有盈利，日子
改善了不少。

今年，冶红现种了 8 亩辣椒，由
于辣椒行情不错，预计能收入 3 万多
元 ， 这 对 他 家 来 说 是 一 笔 不 小 的 收
入。“所有的苦和累也值了，生活越来
越有盼头儿。” 说到收成，冶红现道
出了心里话。

如 今 ， 冶 红 现 家 的 日 子 越 来 越
好 ， 女 儿 已 经 出 嫁 ， 小 儿 子 学 习 很
好，他现在一门心思要凭自己的双手
赶紧摘下贫困户的“帽子”。

立下脱贫志 致富有出路
本报记者 朱庆安 通讯员 武书锋

本 报 讯（记 者 刘 晓 敏 通 讯 员 张
敏）10 月 17 日是国家第 6 个扶贫日。为
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问题，让困难群
众感受到党的温暖，当天，鄢陵县人武
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慰问活动和助学
活动，受到广大困难群众好评。

当天下午，鄢陵县人武部政委杜继
涛带队，先后赶往定点帮扶贫困村——

鄢陵县彭店镇慕寨村和王铁村开展扶
贫活动。

在慕寨村，杜继涛一行先后来到贫
困户王栓丁和冯深义的家，为两家人分
别送去了米、面、油等慰问品，了解他们
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及所需的过冬物品，
表示会按照他们的生活需求，尽快为他
们送来过冬所需要的物品。

随后，杜继涛一行又来到慕寨村陈
家 小 学 ，为 该 校 5 名 贫 困 生 每 人 送 上
1000 元助学金及文具等，并鼓励同学们
勤奋学习，勇攀高峰，争取成长为国家
的栋梁之材。受助学生纷纷表示，感谢
解放军叔叔的关爱，他们一定刻苦学
习，报效祖国。

鄢陵县人武部：

扶贫日里活动多

10 月 17 日下午，许昌塔文
化博物馆里暖意融融，几十位
老人在一群年轻人的搀扶和照
顾下，饶有兴趣地在文峰塔游
览区参观。原来，为丰富老年
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帮助他们
能够安全、快乐地走出家门接
触社会，许昌荷爱同行社工服
务中心组织开展了以“赏‘塔
韵华章’，传播孝善文化”为主
题的助老活动。来自魏都区南
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区，五一
路街道办事处许继社区、万里
社区等社区的 48 位老人参加了
活动。

据介绍，今年以来，为更
好地解决老年群体所面临的身
心困扰，帮助老年人更多地接
触 社 会 ， 提 升 老 年 人 的 幸 福
感，许昌荷爱同行社工服务中
心大力实施“心港湾”精神关
怀服务项目，目前已取得了一
定实效，受到了广大老年人的
认可。“此次助老活动是该项目
中的一个活动。‘心港湾’精神
关怀服务项目的实施，旨在从
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身体健康
和心理健康三个方面出发对老
年人进行关怀。”许昌荷爱同行
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李丽告诉
记者。

活动中，了解到很多老年
人都想近距离地出门看看，感
受一下城市的发展，但因为年
龄大、行动不便，很难如愿以
偿 。 在 征 求 老 人 意 愿 的 基 础
上，他们决定带老人们先到许
昌塔文化博物馆等地游玩参观。

参观完文峰塔，老人们又
在社工及志愿者的带领下，依
次参观许昌塔文化博物馆各个
展厅。许昌塔文化博物馆还专
门派了一名讲解员。跟随讲解
员的讲解，老人们先后参观了

“塔之史”“塔之形”“塔之构”
“塔之韵”等展区，对塔的发展
历史，塔的分类、结构、建筑
风格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 文 峰 塔 是 许 昌 标 志 性 建
筑，见证了许昌历史变迁，今
天的文峰塔之旅，让我们深刻
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
关心。社工和志愿者对我们很
关心、很尊敬，为我们想得很
周到，我们心里很高兴。”来自
七一社区 83 岁的黄素玉老人告
诉记者。

在志愿者人群中，记者看
到 ， 有 两 位 提 着 药 箱 的 志 愿
者。李丽告诉记者，为确保老
人们的安全，应对突发情况，
该中心专门邀请许昌市人民医
院 的 医 护 人 员 前 来 “ 保 驾 护
航”。

李丽告诉记者，“心港湾”精
神关怀服务项目是由政府购买
的一项社工服务项目，该项目由
许昌荷爱同行社工服务中心负
责实施，服务社区包括魏都区南
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区，五一路
街道办事处许继社区和万里社
区，东城区空港新城社区、恒大
绿洲社区，建安区新元街道办事
处镜湖社区，国家许昌经济技术
开发区龙湖街道办事处屯北社
区等 10个社区。

精神关怀

让老年人生活更多彩
本报记者 刘晓敏 通讯员 刘静

金秋十月，在襄城县湛北乡北姚
村的山坡上，火红的高粱“点燃”了
深 秋 的 旅 游 旺 季 。 农 民 脸 上 绽 放 笑
容，游客驻足观光拍照，沉浸在丰收
的喜悦之中。

70 岁的北姚村村民孙宪明没有想
到，守着这穷山沟还能靠村里的产业
脱贫致富，“俺收的是两头儿钱，一头
儿是土地流转，每亩每年 1000 元；另
一头儿是在高粱地、油菜地打工的收
入，一年超万元。”孙宪明告诉记者。

北姚村位于襄城县湛北乡首山南
坡，全村 508 户 2210 人，2016 年识别
贫困人口 13 户 21 人。近年来，北姚村
通过绿化荒山，发展樱桃、油菜、向
日葵等种植业，并投资 220 万元建起占
地面积 6亩的北姚益众仓储基地，与豫
粮集团签订高粱产供合作协议，打造
集种植、销售、观光、采摘于一体的
现代农业产业园，使当地农民脱贫致
富。

“我们出去学习、考察，了解山区
村发展什么好，最后选定了种樱桃、
油 菜 、 红 高 粱 。 村 民 的 耕 地 以 每 亩
1000 元的价格全部流转出去，种植特
色经济作物。现在樱桃、向日葵、高
粱、油菜籽畅销四川、湖南等地区，
产品供不应求。还借此发展了乡村旅
游，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改善了乡
村环境，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北姚
村党支部书记侯铁旦说。

产业发展起来，乡村环境也逐渐
改善。“以前都是泥巴路，现在不同
了，公路通到山里，通组到户，家家
有了自来水，电网也进行了改造。”孙
宪明表示，生活更有奔头儿，如今在
外务工的不少乡邻陆续返乡发展。

穷村逆袭，花开正艳。北姚村只

是湛北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
丽乡村的一个缩影。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湛北乡
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做好“美环境”“种风景”这篇大
文章，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满意
度。

记者了解到，总人口 3.6 万的湛北
乡，森林覆盖率达 46%，生态环境较
好。2018 年以来，全乡 4 个贫困村全
部成功实现脱贫“摘帽”。湛北乡因地
制宜重点打造绿色经济，万亩油菜花
海、千亩海棠园、万亩红高粱、泉润
花 卉 、 农 村 电 商 等 乡 村 旅 游 扶 贫 产
业，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山前古庄、李庄、姜庄等村的千
亩海棠，成为一道深秋风景线，前往
观光旅游的人们络绎不绝。从 2017 年
开始，这些村庄瞄准“活宝贝”，开始
做“山水文章”，依靠交通区位优势，
原来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摇身一变成
了全县的旅游景区。

“不只是深秋看海棠，我们现在已
将核心景区的 2 万多亩土地全部流转，
打造四季花海，秋天火红的高粱也是
吸引游客的一景。”山前古庄村党支部
书记尹自胜告诉记者。可以说，湛北
乡通过“种风景”弥补了自身不足，
而且引入企业，“种”出了一片使农民
增收的产业风景。

“我们将继续巩固农业产业，以党
建引领，鼓励村民发展生态观光、乡村
旅游；同时，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湛北
乡党委书记姚鹏认为，产业发展了，村
民的精神生活也要跟上，下一步，该乡
将聚焦文化建设，通过一系列文化活
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种”出乡村好风景
本报记者 孔刚领 通讯员 古国凡 冯帅军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
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
10 月 16 日上午，在市区建设路曹魏古
城南城门，由许昌莲城爱心协会组织开
展的募捐活动正在进行。虽然天空下着
小雨，但路过的群众仍驻足观看，当从
活动现场的海报上得知，这次募捐是为
许昌公交 36 路司机彭建军捐款时，大
家纷纷伸出援手，为彭建军献爱心。

现年 47 岁的彭建军，是许昌公交
36 路司机。10 月 5 日是国庆节假期，彭
建军没有放假，仍然上班。当天下午，当
彭建军驾驶 36 路公交车行至许昌市中
心血站附近时，他突然感到头部非常不
适，无法继续驾驶。为确保乘客安全，他
拼尽全力把公交车稳稳地停到路边，又
嘱咐乘客安全下车，然后才痛苦地趴在
方向盘上，昏了过去。

经 诊 断 ，彭 建 军 是 突 发 性 脑 干 出
血，病情十分严重，目前正在许昌市立
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彭建军是他家的
顶梁柱，妻子孙亚萍没有正式工作，平
时打零工，大女儿在外地读大学，小儿
子还在上小学。一家人全靠彭建军开公
交车的收入生计。彭建军病倒了，让一
家人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了解到彭建军的先进事迹和家庭
情况后，许昌莲城爱心协会会长王广科
立即组织协会几位负责人召开会议，商
量为彭建军募捐一事。“大家一致表示

同意募捐，于是我们就先在许昌莲城爱
心协会微信群中发布了募捐公告，协会
志愿者积极行动，纷纷捐款。”王广科告
诉记者，随后，他们又向魏都区文明办
提出开展募捐活动的申请，得到准许和
支持，魏都区文明办还为他们协调了活
动地址，让他们在曹魏古城南城门开展
活动。

“燕明玉捐款 20 元，魏保兰捐款 10
元……”在募捐现场的捐款名单上，记
者看到，经过一上午的募捐，现场共募
集捐款 500多元。

临近中午，王广科一行带着许昌莲
城爱心协会志愿者的捐款及现场募集
到的捐款共 5000 元，来到许昌市立医
院，把 5000 元善款交到彭建军的妻子孙
亚萍手中。“谢谢，谢谢你们！要不是大
家给俺捐款，俺真不知道该咋办了。”孙
亚萍激动地说。

据了解，由于病情严重，彭建军目
前仍处于重度昏迷状态，情况十分危
急。彭建军住院 11 天期间，已经花费医
疗费 10 多万元。“这几天，总有好心人
来给俺捐款，在此，俺再次表示感谢！”
孙亚萍非常感动地对记者说，“在你们
来之前，有一对不愿留下姓名的老夫
妻，他俩给俺送来 300 元后，啥也没说
就走了。”

彭建军的事迹引起了我市广大爱
心人士的关注，大家纷纷行动，为彭建
军一家共同谱写了一曲爱之歌。“彭建
军不顾个人安危，为乘客安全着想的精
神令人敬佩。我们会继续为彭建军募集
善款，并及时把善款送到彭建军的妻子
手中。希望我们的行动能为彭建军一家
解燃眉之急，也希望彭建军能够早日康
复，好人应该一生平安。”王广科表示。

病魔无情人有情
莲城谱写爱之歌

本报记者 刘晓敏

10月 20日，
第六届中原乒联
巡回赛许昌站在
我市举办，来自
省内新密、登封、
鄢 陵 等 地 的 16
支代表队及 120
余名乒乓球爱好
者参赛。主办方
负责人曹子建表
示，举办此次巡
回赛就是搭建一
个交流技艺、施
展才华的广阔平
台，意在以球会
友，增进了解、增
进友谊，共同促
进全省乒乓球水
平整体上台阶。
图为比赛现场。

朱庆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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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刚领 通讯员 武鹏
亮）日前，我市知名摄影家丁爱民应邀
赴莫斯科参加庆祝中俄建交七十周年
摄影精品展，他的作品受到好评并被收
藏，俄罗斯有关方面向丁爱民颁发了收
藏证书及参展证书。

丁爱民为我市退休职工，曾任中国

艺术摄影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艺术摄
影学会理事，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许昌市艺术摄影学会主席。他的多幅摄
影作品获得全国大奖，其中，《喜盈门》先
后被 10多家报刊转载发表，《人民画报》
曾选作封面，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
1981 年荣获文化部、农业部等六部委主

办的全国农林牧副渔业艺术摄影展一等
奖，随后还陆续参加13个国家的巡展。

据了解，中俄建交七十周年摄影精
品展，由莫斯科政府和俄罗斯孔子学院
共同举办。丁爱民此次携带《大写的中
国人》等十几幅获奖作品和他拍摄的电
影《杨水才》参展。

丁爱民作品亮相中俄建交七十周年摄影精品展

“儿子、儿媳都在环卫处上班，工
作很忙，我在家给他们看孩子，洗洗衣
服、做做饭，为孩子们专心工作当好后
盾！”日前，记者采访党的十九大代表、
许昌市环卫处退休工人李秋霞时，她
显得精神焕发。

“大家平时都开玩笑，说我是个正儿
八经的‘工二代’。”谈起自己当初如何当
上环卫工，李秋霞说，她的父亲是许昌第
一代环卫工，和时传祥一样扫过大街、挖
过淤泥、淘过大粪。她母亲没有工作，年
轻时经常在大街上给父亲帮忙，一家人
都对环卫工作有特殊的感情。

1990 年 11 月，李秋霞走出车间，走
上了日晒雨淋的环卫岗位。一个 20 多
岁的姑娘，拿着扫帚扫大街，一开始，
李秋霞还有点儿不好意思。然而，了解
李秋霞的人都知道，她的父亲是许昌
第一代环卫工，母亲也曾干过多年清
扫员。因此，李秋霞对环卫工作有着特

殊的理解与热爱。
李秋霞是个一旦认准某件事就要

把事干完美的人。每天 6 时，李秋霞就
来到岗位上，遇到有车辆停靠在路边，
她就弯下腰慢慢地把车下的垃圾扫出
来；遇到窨井箅子堵塞，她就用手一点
儿一点儿把杂物清干净，一天几千米
的路段清扫下来，“满脸都是灰，胳膊
抬不起来。”李秋霞说，自己的活儿干
完之后，她还主动帮助年老的工友。

由于常年超负荷工作，李秋霞的
脊柱严重弯曲变形，经常疼得连走路
都困难，可她仍坚守一线，汗水经常把
袜子、鞋子都浸湿了，脚几乎天天被磨
破，每走一步都钻心疼。在长期的一线
工作中，李秋霞注重学习与积累，善于
总结。结合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她提出
10 多个合理化建议，包括一线作业方
式、清扫保洁工具的改进以及应急预
案、检查考核方法等多个方面，其中 6

个被许昌市城市管理局认定为创新项
目，在一线管理中进行推广。

一个普普通通的环卫工人，不怕
脏不怕累，兢兢业业，舞动扫帚书写了
辉煌的人生篇章，从而当选党的十八
大、十九大代表。

“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干了 27 年？”
记者忍不住问。“我是共产党员，共产
党员就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李秋霞的回答有力
而干脆。

长期的勤恳工作让李秋霞赢得了
很多荣誉，2009 年 4 月，她被评为河南
省劳动模范；2011 年 6 月，她被评为河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2011 年 4 月，她又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2 年，她
还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从此，作为十
八大代表的李秋霞肩上又多了一份使
命 ，她 经 常 抽 时 间 进 社 区 、企 业 听 民
声、访民情，然后把相关资料反映给有
关 部 门 ，为 政 府 部 门 当 好 参 谋 。2017
年，她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九大。

2018 年 8 月，李秋霞光荣退休。如
今，除了干好家务之外，她还会走出家
门 ，为城市环境卫生“品头论足”，她
说：“我不能忘记共产党员的使命，要
为 文 明 许 昌 建 设 增 光 添 彩 、奉 献 余
热。”

李秋霞：舞动扫帚写文明
本报记者 孔刚领

本报讯（记者 刘晓敏）为深入推进
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巩
固创建成果，提升创建人员整体素质，
10 月 12 日，由市创建办组织的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专题培训会在魏都区
政府一楼会议室举办。我市各县（市、
区）相关负责人，各相关部门、单位相关
人员等参加了培训会。

会上，相关专家围绕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从宏观意义和微观要求方面
进行了讲解，重申了文明城市创建的重
要意义，进一步普及了文明城市创建相
关知识等。会与人员认真听讲，受益匪
浅。

据我市近日发布的《第三季度城市
文明指数测评报告》显示，群众对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持肯定态度，普遍认为文
明城市创建促进了城市整体环境和规
范管理的提升，显示出文明城市创建是
一项深得民心的惠民工程。但在创建

意识、创建氛围、市民文明素质、城市管
理水平等方面仍有待增强和提升。此
次专题培训会的举办，为我市下一步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
向。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性、必要性和
紧迫性，进一步增强创建意识，力争做
到创建工作全覆盖；要认真学习掌握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真正按要求
一项项地对标达标，一项项地认真落
实，切实推进全市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
作扎实开展；要进一步增强创建氛围，
激发群众创建积极性，切实提升全市人
民文明素质；要勇于担当，敢于攻坚，以
昂扬的工作热情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投身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以扎扎实实
的工作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
答卷。

我市开展专题培训
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