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社会新闻
电话：4396809 E-mail：xcrbzbs@sina.com 3值班总编 黄延伟 编辑 王辉 校对 苏雪莲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BAIXING GUSHI

百姓故事

SHEHUI XINWEN

“新时代里树新风，黑恶势力一
扫清；安居乐业多幸福，生活质量大
提升；吃的穿的如过节，住的天天像
宾馆；农家院里有汽车，还有子女住
城中……”6 月 28 日，长葛市坡胡镇
孟排村 75 岁老人贺振军，兴致勃勃
地为村民诵读他写的诗歌。

贺振军 1965 年正式加入中国共
产党。从那时起，老人开始把自己的
感受编写成诗，前后写了上百首歌颂
党恩的诗，内容涉及脱贫、环境、经
济、农村见闻等，成为远近闻名的

“诗人”。
因孟排村地处偏远，过去经济比

较落后，年轻时贺振军想读书，可由于
没条件，小学都没毕业。因此，他对于
现在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感慨颇深。

“现在孩子们上学不但不交学费
还有免费营养餐，村民看病住院都能
报销，居住环境大为改善，老百姓生
活是越过越好，幸福指数也是越来越
高。”他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贺振军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将
此情此景写入诗中，成为新时代的新
村赞：两旁花木绿映红，中间街道宽
又平；住房整洁环境美，乡村变化胜
似城……

贺振军老人说，现在他的儿子一

个在湖北工作，一个在长葛市区工
作，且都在城市买了房，生活过得很
滋润。每隔一段时间到儿子家，他都
感到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不禁有感
而发：楼林高高穿入云，忙忙碌碌多
人群；灯红酒绿让人醉，还有许多外
国人。

不仅如此，经济发展日日新，分
分秒秒进万金；公司集团多如毛，还
有工厂遍农村；铁路高架似巨龙，东
西南北任你行；时速已超七百里，万
里江山一日程；新时代里气象新，扶
贫政策暖人心；幸福路上不掉队，文
明和谐新农村……这些诗都是他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字里行间洋溢
着朴实、真挚的情感，散发着泥土的
芬芳。

“ 我 亲 身 经 历 了 新 中 国 从 弱 到
强、百姓生活从贫到富的发展历程，
有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用诗歌记录祖
国的新变化。”贺振军介绍，他每完
成一首诗，都会通过手机发到微信朋
友圈，众多亲友点赞支持，成为他继
续写下去的动力。

采访结束时，贺振军念起了自己
最得意的诗歌 《许昌美》：魏都春风
随柳转，清潩河水花相伴；楼群长在
公园里，歌声笑声一串串……

老农写诗颂党恩
本报记者朱庆安

日前，市救助管理站开展“大爱寻亲、温暖回家”主题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热心市民参与，现场零距离感
受我市的救助工作，以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朱庆安 摄

6 月 27 日，热气熏蒸，大地
滚烫。一位女干部来到襄城县
十里铺镇仝庄村，一头钻进姚军
朴家“桑拿房”般的蔬菜大棚里，
汗流浃背地给豆角、茄子、洋葱
拍短视频，并发送到抖音和微信
朋友圈。

“闺女，天恁热，出来歇会儿
吧！”姚大娘心疼地说。

姚大娘口中的“闺女”名叫
李燕芬，是襄城县统战部台办主
任，驻该村第一书记。

仝庄村是个典型的软弱散
村，有事无人管，群众意见大，上
访告状是家常便饭。今年初春，
45 岁的李燕芬就像一只不知疲
倦的燕子，顶风冒雨，先后走访
仝庄村老党员、贫困群众 160 多
人次，用真诚打开了大家的心
扉。她首先推动村里实施财务
公开，接着狠抓村里班子建设，
召开村干部、党员会议，学党章，
重温入党誓词，并开展党员“初
心使命四问”活动，党员干部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解决了一批群
众关心的最急最盼的问题，群众
拍手欢迎。农民仝志刚佩服地
说：“看起来李书记治乱还真有
两下子！”

村里稳定了，李燕芬整个身
心 投 入 了 贫 困 群 众 脱 贫 致 富
上。她根据村里 8 户 21 名贫困
群众的实际情况，制订精准扶贫
计划，因户因人逐户脱贫；提出
了“近郊蔬菜产业化，城边饮食、
企业服务化”的发展思路，为困
难群众提供致富门路、就业岗
位。为了挤出更多时间扶贫，她
吃住在村与群众打成一片。不
顾寒冷酷暑和刮风下雨，她进入
贫困群众家中、走到田间地头，
帮助其脱贫致富。

“燕芬这闺女，可是俺的主
心骨、贴心人、救命大恩人呀！”
贫困户卢成安无限感慨地说。
70 多岁的卢成安患有双膝关节
病不能正常行走，今年 3 月中旬
的一天，家人带他去医院检查治
疗，听医生说需要做双膝关节置
换手术，费用需要 8 万多元时，
顿时泪流满面。回到家里，卢老
汉为了不拖累家人曾几次寻短
见。李燕芬得知后来到卢老汉
家说：“大伯，要树立活下去的信
心，没有过不去的坎，有困难咱
一起想办法解决。”李燕芬先从
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入手，为卢老
汉家中申报了最低生活保障，又
申报了公益岗位，并协调村里把
卢老汉家的耕地流转给大户种
植，增加收入；同时发动村民开
展爱心捐款，并征得县人民医院
的大力支持，很快入住医院，对
卢老汉成功做了双膝关节置换
手术。4 月 20 日，卢老汉恢复良
好，出院回家。

驻村驻心，帮扶帮到群众的
心坎上。在李燕芬的辛勤努力
下，全村出现了勤劳致富的繁忙
景象。菜农姚军朴说：“燕芬这
闺女为俺用网络直销蔬菜，各种
蔬菜畅销北京、郑州，15 座蔬菜
棚一年能收入 30 多万元。在北
京俺买了两套房子，如今的日子
过得真带劲。”目前，全村 8 户贫
困户 21 人，已脱贫 7 户 18 人，剩
余 1 户 3 人实行了兜底脱贫。但
李燕芬没有满足，她就像一只小
燕子，跑镇飞县，筹措修路资金，
实现街街通、户户通，为百姓致
富吐芬芳。

金燕飞来
筑富巢

本报记者孔刚领
通讯员古国凡

“听说邮政网点可以代开发票，
我就来试试，没想到一会儿就开好发
票了，真方便！”6 月 23 日下午，长葛市
市民闫女士在钟繇路邮政支局成功
办理一笔“税邮双代”业务后十分欣
喜地说。

闫女士告诉记者，她是做办公用
品生意的，经常需要代开发票。以前
代开发票必须到长葛新区的办税服
务 厅 办 理 ，来 回 跑 得 耽 误 小 半 天 工
夫，现在在自家门口的邮政网点就可
以办理了。

“税邮双代”业务是指税务部门
委托邮政部门代开发票、代征税款，
简称“双代”。该业务是税务部门、邮
政部门积极落实“放管服”改革和“便
民办税春风行动”要求，最大限度方

便纳税人办税的创新举措。
“这一便民业务可以充分发挥邮

政部门遍布城乡、覆盖面广的优势，
使自然人能够在推行该业务的邮政
服务网点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并代
缴相应税款，实现就近办税。”国家税
务总局长葛市税务局（以下简称长葛
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介绍，为进一步提升便民办税
服务水平，6 月 10 日，长葛市税务部门
和邮政部门联合推出“税邮双代”业
务。该业务推出后，深受当地广大纳
税人的欢迎。

为保证“税邮双代”工作顺利开
展 ，长 葛 市 税 务 局 在 税 邮 合 作 筹 备
期，就积极与邮政部门协商，从税收
政策、开票流程等内容对税务人员和

邮政窗口人员进行了分层次培训，同
时进行 POS 机缴款测试、系统测试和
业务测试等，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税邮双代”业务的顺利开展，进
一步深化了“放管服”改革，拓宽了便
民办税的服务渠道，是线下办税服务
厅的有效延伸。“下一步，长葛市税邮
双方将大力开展宣传引导工作，不断
完善‘税邮双代’工作机制，实现纳税
人、税务机关、邮政三方共赢。”长葛
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税邮双代”业务已同时在
长葛市的建北、钟繇路、后河、老城 4
个邮政网点铺开，后期将在长葛所有
乡镇邮政网点推出“税邮双代”业务，
力争做到市区、乡镇“税邮双代”业务
全覆盖。

“税邮双代”：

便民服务促发展
本报记者刘晓敏

去年 5 月，长葛市南席镇古城村
44 名村民在村“两委”的带动下，主动
入股成为股份制集体公司的股东，众
人皆惑。

今年 6月，在除去 5万元的发展资
金后，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村民喜
获 5万余元分红，人皆称羡。

“咚咚锵，咚咚锵……”6 月 23 日，
古城村的文化广场里欢歌笑语、热闹
非凡，舞台上，舞龙、舞蹈、戏曲、小品
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舞台下，乡亲
们乐得合不拢嘴，掌声不断。

“村里建筑公司分钱了。俺孩儿
在外打工，我来替他领钱。这一沓红
票子真喜欢人！”72 岁的老人沈娥拿
着刚领到的红包对记者说。

去年 5 月，古城村村“两委”决定
成 立 一 家 股 份 制 集 体 公 司“ 自 我 造
血”，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村委会和村
民共同持股，每股 2000 元，自愿入股，
签订合同，盈利和风险同在，公司的
管理和运行人员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原因为何？古城村村支书杨亚
林给出了答案：火车跑得快，全靠车

头 带 ，古 城 村 村“ 两 委 ”经 过 摸 排 发
现，村里不仅没有集体经济，还没有
规 模 企 业 ，村 里 经 济 发 展“ 一 蹶 不
振”。在这种情况下，许昌市新汲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了。

一年来，该公司抓住开展“厕所
革命”的机会，成立了 4 支改厕队，每
队 3 个人，承包了南席镇马武村、西街
村、闫寨村、水寨村和古城村 5 个村的
改厕工程，还承接了其他村的文化广
场改建、危房改造、游园建设等项目。

据了解，迄今为止，该公司盈利
10 余万元，分红 5.04 万元，剩余的留
作下一步发展资金，44 名村民股东喜
获红利，笑逐颜开。

除此之外，年轻的杨亚林敢想敢
干，带领党员干部在刨掉“穷根”上下
功夫。村里大街小巷全部硬化，道路
两旁栽了绿植，还新建了文化广场、
农业扶贫基地。“村干部为了群众不
计报酬，提住劲儿干，群众都看在眼
里。村里变化大，村民们也有了精气
神。”古城村老党员张晓涛说。

“古城村成立公司是为了壮大集

体经济，让贫困群众过上好日子。”杨
亚 林 说 ，“ 小 康 路 上 一 个 都 不 能 少 。
我们村干部包户，反复动员贫困户参
加，最终取得贫困户的信任，他们想
方设法筹措资金入了股。”

今年 66 岁的杨海长是古城村建
档立卡的贫困户，一家 4 口人，上有 90
多岁的老母亲，下有Ⅱ级脑智力低下
的儿子。杨海长和老伴儿都患有冠
心病，需要常年吃药。

去年 5 月份，听说村里要成立建
筑公司，杨海长当即拿出 4000 元认购
了股份，他也是贫困户中唯一认购 2
股的股东。“跟着村里的思路走放心，
我相信村里的这代年轻人！”杨海长
说。

企业的发展不仅鼓了股东的腰
包，还给村内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
位 。“ 人 穷 志 不 能 短 ，贫 困 户 更 不 能
懒。我要靠自己的一双手去挣钱，靠
劳动脱贫致富。”贫困户杨海长除入
股公司外，还经常跟公司的改厕队打
工，忙一天能挣 100 多元。如今，他家
已经光荣脱贫。

“村里建筑公司成立一年，股东
们都分了红，我去年入了 2 股后，没有
想到一年就分红 700 元。”杨海长乐呵
呵地说，44 名股东中有 8 名都是贫困
户，巧借建筑公司发展的机遇，大家
都见到了利润。

长葛市南席镇古城村“自我造血”产业兴——

富了股东 美了古城
本报记者孔刚领

一面面文化墙，引导着群众崇尚文
明；一个个先进典型，激励着群众崇德
向善；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丰
富着群众的文化生活……连日来，在禹
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到处涌动着清新
文明之风，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该办事处创建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他们牢牢把握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根本，以“乡风
民风美起来、人居环境亮起来、文化生
活‘富’起来”为目标，多次召开会议，全
面研究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方案，并通过
定期督导的方式，推动这项工作与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同步迈进。

该办事处依托道德讲堂、文化站、
社区文化活动室、百姓大舞台等公共宣
传平台，拓宽宣传教育阵地，广泛开展
快乐星期天、好家风好家训、道德模范
巡讲、诚信等主题活动 100 多场，上万
人受益，形成了“领导干部讲政策、专家
学者讲理论、第一书记讲社情、道德模
范讲故事、致富能人讲本领”的良好局
面。

在道路和老旧小区改造方面，他们
先后投入 180 万元对书院前街道路重
修，投资 60 万元对建设南路、创业西路
翻修，投资 7 万多元对 4 条背街小巷改
造提升，投资 380 万元对 11 个老旧小区
进行改造，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
强。

该办事处还把培育文明风尚贯穿
到社区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完善居
规民约、居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
理事会等制度，切实保障居民的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如明确了
红白事办理流程、标准，限定了彩礼数
额，使红白事开支大幅缩减；评选道德
模范、颍川好人、好乡贤、五好文明家
庭，传播社会正能量。

“现在社区打牌、吵架、比阔气的人

少了，到图书室、远程教育室学习的多
了，形成了比勤劳、比致富、比团结、比
文明的良好风气。”寨子社区居民马党
峰说。

志愿服务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部分，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
该办事处创新工作方法，逐渐形成了

“一社区一品牌、一网格一特色”志愿服
务工作模式和生活关爱、医疗咨询、心
理慰藉、文化宣传等特色服务品牌，把

“服务触角”延伸到群众身边，为居民提
供点对点、零距离的“菜单式”服务，受
到了市民的欢迎。

目 前 ，该 办 事 处 注 册 志 愿 者 5362
人，建立志愿服务站 16 个，成立志愿服
务队 20 支、志愿服务分队 89 支，先后开
展城市清洁行动 150 余次，参与文明城
市宣传 50 多次、医疗体检 40 余次、志愿
帮扶 200余次。

不仅如此，他们按照“一有七中心”
标准，建成高标准综合文化站和社区综
合文化中心，每个社区建有文化广场和
文化活动室，设置了宣传栏、文化器材、
体育设施，同时成立了文化志愿者服务
队，定期到各社区开展文艺演出，让“建
起来”的文化阵地“转起来”。

“每到周末，我不用跑腿就能在家
门口听大戏，专业水平不亚于正规剧
团，听着、看着心里舒畅着哩！”南街社
区居民穆建民兴奋地说。

据了解，从 2011 年起，该办事处 3
次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每个社区至少
被评为禹州市文明社区以上的殊荣，实
现了精神文明建设全覆盖。

文明新风拂面来
本报记者朱庆安通讯员潘高锋

“自去年 5 月底出版以来，目前已
印刷两次，销量不错。其间收到许多反
馈，不少家长认为这本工具书符合中小
学生学习心理，趣味性强，能快速识字，
解决了孩子识字慢、识字难、识字散等
问题。”6 月 27 日，《“汉字开花”趣味识
字读本》编著者、建安区实验中学老师
张素勤告诉记者。目前，该书在省内各
大书店有售，读者反映良好。

出身教育世家的张素勤，至今已有
30 多年教龄。她历时 10 年，以坚韧不
拔的毅力，打破常规字典按音编排的方
法，以“字根+偏旁”的模式，将常用汉字
形象地分为 22 个村、922 个家庭，编纂
出了中小学生汉字学习工具书《“汉字
开花”趣味识字读本》。

翻开《“汉字开花”趣味识字读本》，
在一个个“家”里，一个个“沾亲带故”的
汉字“聚”在一枝枝开花的枝丫上，让人
很容易认出、辨识相同和不同之处。

“在教学过程中，我逐渐发现，汉字
也像人类一样，是有‘家族’的。汉字是
由每个‘家族’的‘字祖’（即字根）‘父生
子、子生孙’，逐步演变形成的。”张素勤
表示。

从 2009 年始，张素勤开始系统地钻
研趣味识字，决心要把自己多年来对识
字研究的积累编撰成书，以方便中小学
生快速识字。

编著工具书岂是易事？仅商务印
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就容纳了
13000 个汉字。张素勤要做的，就是把
这些汉字按照“家族识字”的规律重新
归纳、整理。在参阅大量汉字工具书
后，她以 1100 多个字根为分类依据，把
10000 多个汉字归入对应的“家族”。

2016 年 8 月，13000 个汉字整理完
毕，全部归入字根“家族”。考虑到中小
学生的实际识字情况，张素勤又依据中
小学课本精挑细选出 5500 个常用汉字
整理成册，交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审核出
版。

在张素勤的家里，300 张写满字迹
的卡纸、70 万字的校对稿、30 多斤重的
草稿纸，像一面坚固的城墙摞放在桌子
上，见证着张素勤编著《“汉字开花”趣
味识字读本》的艰辛。

由于劳累过度，2017 年 9 月，张素
勤生病住院。入院前，她还不忘叮嘱丈
夫把装着卡纸的背包带到医院，以便抽
空整理。她的丈夫在心疼之余，只能当
好“贤内助”。

天道酬勤。2019 年 5 月，凝聚了张
素勤 10 年心血与汗水的汉字快速学习
工具书——《“汉字开花”趣味识字读
本》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出版发行后，社会反响强烈，
不少教育同仁和学生家长纷纷道贺，对
张素勤的辛勤付出深表钦佩，对读本的
使用价值给予充分肯定。

2019 年 9 月下旬，河南省基础教研
室组织专家莅许观摩中小学基础教育
成果，张素勤编著的《“汉字开花”趣味
识字读本》因其内容新颖、实用性强、推
广价值较高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专
家普遍认为，该书注重汉字规律和儿童
认识规律，具有鲜明的趣味性、实用性，
较好地消除了小学生识字的困惑，对促
进汉字识字教学和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由于成绩突出，该书被评为 2019 年
许昌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张素
勤本人被评为 2019 年度“十佳最美建安
人”，张素勤家庭被评为 2019 年度许昌
市文明家庭、许昌市“最美家庭”等。

“下一步，我准备在《‘汉字开花’趣
味识字读本》的基础上，专门编一本针
对低年级和幼儿识字的趣味读本，相信
会为幼儿识字教育开辟一条新捷径。”
谈及今后的打算，张素勤表示。

张素勤：
10年笔耕著华章

本报记者刘晓敏

“投资理财一定要注意：一是不要
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高息‘理
财’，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二是不要被
小礼品打动，不接收‘先返息’之类的诱
饵，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三是要通
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近日，
鄢陵县金融局在县委、县政府门前，组
织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
在咨询台前，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宣传
非法集资防范事项。

2020 年 6 月是第 8 个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月，鄢陵县金融局充分发挥职能优
势，多措并举积极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
传月活动。此次宣传月活动共组织驻
鄢 9 家金融机构参加，通过设置展板、
悬挂条幅、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

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和讲解防
范非法集资相关知识，让公众对非法集
资的特征及危害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除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外，鄢陵县金
融局还以此次宣传月活动为契机，积极
利用“云上鄢陵”、微博、微信、抖音等新
媒体渠道，加强线上宣传，扩大宣传覆
盖面，进一步增强宣传效果，提高社会
公众对非法集资的识别能力。

“ 防 范 非 法 集 资 宣 传 月 活 动 的 开
展，旨在通过多层面的宣传，揭示非法
集资的特征和危害，引导广大群众理性
投资，远离非法集资风险；提醒群众守
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共同营造良
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鄢陵县金融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防范非法集资 守住“钱袋子”
本报记者刘晓敏通讯员庄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