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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SHEHUI XINWEN

“党的扶贫政策好，让全家人过上
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7 月 11 日，
长葛市后河镇刘士华村村民盛宝红对
记者如是说。

初次见到她，记者很难把她跟贫
困户联系在一起：脸上的笑容、利落的
动作、简洁的话语中时常透露出自信
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今年 53 岁的盛宝红原本有一个幸
福的家庭。10 年前，小孙子两岁时被
医院诊断为血友病，每三天需要打一
针，每针 500 多元，仅他的医药费每月
就需要 5000 多元。这对一个普通的农
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然而，祸不单行。2016 年，盛宝红
老伴儿突患心肌梗死，连做两次手术，
花费 10 多万元，亲戚朋友都借遍了。

“那时候日子真难，难得过不下去了。”
回忆当时的情景，盛宝红感到很无助。

正当生活陷入困境时，全家人于
2017 年 被 纳 入 建 卡 贫 困 户 。 当 地 党
委、政府因户施策，为她家量身制订了

脱贫方案，村里给她的老伴儿安排了
协保员和保洁员的岗位，每月有 1800
元的收入，加上医疗费报销和上学补
助，让全家人的生活充满希望。

2019 年冬天，在村里的帮助下，利
用金融小额贷政策，盛宝红仅用了半
个月时间就申请下来 2 万元贷款，用于
做粉条。3 个月下来，她靠卖粉条挣了
1万多元。

看到收益，盛宝红更闲不下来了，
与帮扶人闫志远一起到后河镇和周边
跑市场，很快她的目光又瞄准了饲养
业。

“婶，别着急，我先打听一下养羊
风险大不大。”连续数日，闫志远和盛
宝 红 一 起 到 附 近 村 子 养 羊 农 户 家 走
访，向他们请教养羊的注意事项等，最
终确定了养羊这个项目。

听 说 盛 宝 红 购 买 种 羊 的 资 金 不
够，闫志远又拿出两个月的工资送到
她手上。村里还为她在后河村协调了
一块地方，供她养羊。

就这样，今年年初，盛宝红到商丘
购买了 20 只波尔山羊种羊。每天吃过
早饭，把孙子送到学校后，盛宝红就来
到羊圈忙活儿。如今，盛宝红家的羊
已经从 20只增长到 24只。

谈到养羊，盛宝红如数家珍：“波
尔山羊长得快，能长到一百五六十斤，
而 且 繁 殖 快 。 一 只 羊 一 年 可 生 产 两
次，每次产 4 只左右。按照每斤售价
20 元计算，除去饲料费外，每只羊每月
可赚 300元左右。”

村党支部书记胡永智说：“我们一
直关注着盛宝红家的情况。盛宝红不
等不靠，勤劳能干。我们村‘两委’干
部一定会尽力帮助她，不仅保证她家
不返贫，还要让她家致富奔小康。”“在
饲养过程中，村里的干部们也总来我
家询问有啥需要帮助的，如果遇到难

题，还帮忙联系饲养技术专家，随时给
予疑问解答和技术指导，确保在饲养
的过程中不出任何差错。所以，我养
羊有底气、有劲头。”盛宝红接着回答
道。

正 当 盛 宝 红 养 羊 做 得 风 生 水 起
时，在镇政府和扶贫办的牵线下，开始
有贫困户来她这儿取经，现有 3 户贫困
户跟着盛宝红学养羊技术。“不管哪儿
的贫困户，只要来学，只要我知道的，
我一点儿都不保留地教给人家，让大
家共同致富。”盛宝红说出了心里话。

“是党和政府让我重新树立起生
活和致富的信心，一步步敲开了致富
门，走上了致富路。”如今，盛宝红对未
来的生活充满信心。下一步，她将扩
大饲养规模，拓宽致富增收渠道，用勤
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帮扶干部引路 勤劳肯干致富
本报记者朱庆安通讯员胡玲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月10日，在市区劳动路与西大街交叉口，市房产交易租赁管理处的志愿者常伟和同事身穿红色马甲，手持小红旗，
站在路口进行文明交通劝导。近日，我市持续开展“文明天使”志愿服务系列行动，全面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提升市民
文明素质，倡导文明交通新风尚，营造和谐、文明的交通出行环境。 张啸 摄

“ 小 丹 ，你 看 我 的 头 发 理 得 好 不
好？“好，大娘您真精神！”7 月 9 日，在
东城区恒大绿洲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许昌荷爱同行社工服务中心联合社会
力量，在此开展为老服务活动，免费为
社区老人理发、义诊等。

当天，在恒大绿洲社区便民服务
中心室内，几位志愿者正为老人理发，
他 们 一 边 和 老 人 沟 通 ，一 边 认 真 修
剪。一旁，十几名老人坐在长椅上有
序等待。

“ 荷 爱 同 行 ”负 责 人 李 丽 告 诉 记
者，理发志愿服务队是“荷爱同行”链
接的社会资源，该队负责人黄晓东以
前开过理发店，如今是理发师培训班
的导师。之前，黄晓东经常带领培训
班的学生到敬老院为孤寡老人理发，
有时候会因不知道去哪开展活动而苦

恼。一个偶然的机会，黄晓东了解到，
荷爱同行社工服务中心是专门开展为
老服务工作的公益组织，并已融入社
区常态化开展活动，很受老年人欢迎，
于是就跟随“荷爱同行”一起做公益。

“理发志愿服务队的加入，既丰富
了社工中心的服务内容，又满足了老
年人的需求，非常好。”李丽表示。

在恒大绿洲便民服务中心室外，
有不少老人坐在凳子上排队测视力，
华 厦 眼 科 医 院 的 爱 眼 志 愿 者 分 工 明
确，忙而有序。爱眼志愿服务队是“荷
爱同行”链接的另一支社会力量。当
天，华厦眼科医院共来了 3 位眼科医
生，一位负责登记检查结果，一位负责
为老人测视力，一位负责用仪器为老
人检查眼底，看是否患有白内障、青光
眼等疾病。

“自从小丹入驻到我们社区后，我
们的生活可是丰富了不少，她组织我
们成立了红歌队、健身操队、手工制作
队 等 ，每 星 期 都 有 活 动 ，每 天 都 有 事
干，充实着呢！”“还不定期地联合社会
力量给我们理发、义诊，让我们充分感
受到了社会的关爱。”等候义诊的老人
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记者。

老 人 们 口 中 说 的“ 小 丹 ”名 叫 李
丹，是许昌荷爱同行社工中心的一名
社工，她专门入驻到恒大绿洲社区，组
织社区老人开展活动。自从李丹入驻
社区后，她每天走访老人，并根据老人
诉求，常态化组织社区老人开展活动。

退休教师李秀玲，今年 70 多岁，身
体硬朗。理完发后，准备离开时，社工
李丹叫住了她。“阿姨，先别走，送你一
条毛巾，擦擦汗。今天来参加活动的
老人每人送一条毛巾，这是我们的一
点心意。”“你们来给我们理发，不但不
要钱，还送毛巾，真是好！”李秀玲开心
地说。

当天，许昌荷爱同行社工服务中
心共为 30 位老人理发，为 100 多位老
人进行了眼科义诊。

“我们的工作目的就是要激发老
年人的潜能，让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秉承‘尊
重平等，分享阳光，传播快乐，温暖和
谐 ’的 服 务 理 念 ，进 一 步 丰 富 活 动 内
容，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许
昌荷爱同行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李丽
表示。

“荷爱同行”：为老服务在行动
本报记者刘晓敏

“自从社工入驻社区后，他们常态
化开展为老服务工作，使老年人的生
活更多彩，心理更健康，社区更和谐。
可以说，社工服务有效弥补了政府公
共服务的不足，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笔者在某
社区采访时，提起社工，一位社区干部
对之称赞有加。

对于社工，大家可能还觉得有些
陌生。社工即社会工作者。在我国，
社工作为一项社会职业，也是在近几
年才日渐清晰起来的。

现代意义上的社工，指的是综合
运用社工专业知识和方法，为有需要
的个人、家庭、群体等，提供专业的社
工服务，帮助其适应所在的社会环境，

增强或恢复社会参与功能，预防和舒
缓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在一定意义上说，社工服务能够
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同时也代
表着政府公共服务所需努力的方向。
因此，社工工作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我市社工工作起步于近几年，由
市民政局购买服务项目，如：许昌市社
区老年社会工作服务、许昌市区老年
人能力评估、许昌市养老护理员培训
及家庭照护者培训项目等。由各个社
工服务团队实施落实。

据笔者了解，许昌市社区老年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由许昌荷爱同行社工
服务中心实施开展，目前，已取得一定
成绩，深受社区老人及社区干部好评。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
对社工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多，社工
服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相信，随着
社工服务项目的增多及社工从业者的
增多，社工这一职业，必然会被更多的
人所认知，也必然会被更多的人所敬
重。因为，社工工作是政府服务的延
伸，他们的辛勤付出，会让弱势群体得
到更多的心理疏导和关爱，会让社会
更和谐。

发挥社工作用 共建文明许昌
刘晓敏

JIETAN XIANGYI

街谈巷议

“你看，俺村街头巷尾干净
整洁，游园绿树成荫，花果飘香，
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7月 10
日，记者在禹州市褚河镇东南胡
村采访时，60 岁的老党员胡子中
禁不住夸赞自己的村庄。这个
戴着“贫困村”帽子多年的小村，
在短短 1 年时间里，已由昔日脏
乱差的贫困小村庄摇身一变，成
为干净整洁的美丽乡村。

“以前的村里卫生很差，杂
草 丛 生 ，打 工 的 人 不 愿 意 回 来
住。各家门前的路也都是坑坑
洼洼的泥泞路，下雨时鞋裤都脏
了，人车都很难走。”村民刘金花
对以往村里的脏乱差的情形记
忆犹新。

2019 年 6 月，在褚河镇政府
和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下，东南胡
村启动了美丽乡村改造。村里
筹措资金修建了长 1720 米的村
里道路，并修建了下水道。道路
修好后，该村党员干部与村民一
起 ，利 用 一 个 月 时 间 集 中 开 展

“美化家园”攻坚行动：清理积存
垃圾，拆除危旧房、拆除乱搭乱
建，整治脏乱生活垃圾点。

“我们粉刷了道路两侧的墙
体，打造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文化墙。在此基础上，
村党员干部带头，发动群众拆除
了荒废多年的旧宅子、老院落，
在这些地方建成了小游园、小花
园。”该村妇联主席宋文采告诉
记者。在“美化家园”攻坚行动
中，宋文采带领该村巾帼志愿者
服务队集中活动 10 多天，清理
垃圾死角，对道路、游园进行绿
化美化。

以往村庄里鸡鸭随处跑、污
水遍地流，现在村民们生活垃圾
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清理，尤其
是现在到了夏天，每天都有人来
清运垃圾和喷药消毒。看着村
子越来越美，村民们个个由衷地
感到幸福与高兴。

“看看现在，想想过去，村里
面貌真是大变样了！”如今，面对
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村民刘大
娘感受最深。她说，以前门前屋
后到处是柴草和垃圾，特别一到
夏季旱厕臭气熏天，现在通过乡
村环境整治强有力地推进，村庄
变美了，老百姓的思想观念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
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农民根本
福祉。记者注意到，东南胡村在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中 ，不 仅 重“ 面
子”，而且重“里子”。东南胡村
积极开展“好媳妇、好婆婆”等典
型评选、善行义举榜等活动，以
道德实践教化民风，促进文明乡
风 养 成 ，激 发 美 丽 乡 村“ 里 子
美”。

描绘乡村新画卷，乡村振兴
渐佳境。东南胡村党支部书记
胡子奇深有感触地说：“美丽乡
村建设有效增强了群众文明意
识，带动了民风的逐步好转，好
人好事层出不穷。今日的东南
胡村文明之风萦绕身边，呈现欣
欣向荣的新气象。”

东南胡村
昔日脏乱差
今朝美如画

本报记者 孔刚领通讯员 连彬

本报讯（记者 朱庆安 通讯员 李
原）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深化智慧城
管应用，持续提升系统运行效能，不断
提高统筹协调能力，让智慧城管更加惠
民、便民。

持续推动效能提升。我市加强对
信息采集单位的考核和管理，做到问题
发现无遗漏，全面提高信息采集质量；
严格落实案件延时、回退、挂账管理制
度，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提高案件立
案派遣的及时率和准确率；加大对责任
单位的考评力度，持续提升系统运行效
能；建立应急管理群，发动多方力量开
展随手拍活动，随时发现问题，以消除
管理死角。截至目前，全市共采集各类
城市管理问题 201000 个。其中，12319
热线受理市民群众投诉案件 3474 件，督
查重点问题 5200 余个，整体结案率达到
99%。

不断拓展监管范围。我市下发《关
于将市区外围过境干线公路和中心城
区单位小区庭院纳入数字城管监管范
围的通知》，督促有关市辖区政府（管委
会）、市直有关单位新增数字城管三级
平台，并从 4 月 1 日起每周三次对过境

干线公路进行巡查督导，发现问题及时
派遣至责任单位处理；将中心城区单
位、小区庭院纳入数字城管日常信息采
集 ，发 现 问 题 ，督 促 责 任 单 位 及 时 处
理。截至目前，全市共采集干线公路问
题 419 个，中心城区单位小区庭院问题
375个。

整治出入市口环境。市数字化城
管中心按照《许昌市城区出入市口环境
整治指导意见》中的日常管理标准，组
织人员和车辆对市容市貌、环境卫生、
市政设施等突出问题进行日常采集，定
期现场督办，使出入市口环境得到明显
改观。截至目前，全市共排查环城公路
以及出入市口道路设施、交通设施、环
境卫生、市容秩序、街面秩序、绿化管养
等方面问题 6700 多个。

做好大气污染治理。我市对油烟
污染、车辆带泥上路、渣土沿路抛撒、道
路扬尘、黄土裸露等问题进行专项采
集，同时组织力量开展夜间检查，做到
问题随时发现、随时派遣、随时督办。
截至目前，全市共采集有关问题 4500 余
个，重点督导问题 420个。

让智慧城管更加惠民便民

提起“最美护士”王亚丽，也许人们
对她并不陌生。去年 6 月 16 日，她路遇
一名晕倒的老人，见情况危急，就立即
上前双膝跪地实施救助，直到救护车到
来。整个抢救过程持续了 40 分钟。她
站起身时才发现，自己双膝青紫疼痛，
而且还跪破了皮。

随后，各级媒体分别对此事进行了
报道，广大网友纷纷点赞，称她为“最美
护士”。

其实，王亚丽的“最美行为”并非偶
然，早在 2018 年的许昌市“最美健康卫
士评选中”，她就获得了“最美护士”的
称号。今年，她的家庭又因孝老爱亲、
与人为善，被许昌市妇联授予 2019 年度

“最美家庭”称号。
现年 38 岁的王亚丽家住禹州市洪

山庙街。作为家庭一分子，王亚丽是个
好儿媳、好母亲、好妻子，她孝敬公婆，
善解人意，勤劳能干，和婆婆在一起时，
常常被别人误以为是婆婆的女儿。她
的丈夫心地善良，爱老助老，经常帮助
素不相识的老人。她的儿子学习优秀，
乐于助人，是个十分懂事的孩子。“孝老
爱亲，与人为善”是这个家庭的家风家
训，遵循这一家风家训，一家人用各自
的爱心构建起了爱的港湾。

作为社会一分子，王亚丽是禹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工作中，
她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总是重活累活
带头干、抢着干，为同事作出了榜样。

“王亚丽不但长得美 ，心灵更美 。
她业务素质好，工作能力强，对产妇如
亲人，深受产妇和家属的好评。”采访
中，王亚丽的同事表示。

2017 年 ，王 亚 丽 被 安 排 到 农 村 扶
贫。入村后，心地善良的她，一看到贫
困户有难处，心里就不是滋味，总会尽
己所能，帮助贫困户。在一年多的扶贫

工作中，王亚丽先后为贫困户购买新衣
60 多件，还为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定制
了坐便凳、桌子、椅子等物品。

2019 年，王亚丽荣获禹州市总工会
“五一劳动奖章”，并获得 2000 元的奖
金。让大家暗自赞叹的是，第二天，王
亚丽就将 2000 元奖金捐给了禹州市红
十字会。

王亚丽的丈夫在禹州市卫健委工
作，由于丈夫工作繁忙，王亚丽就主动
承担起了照顾老人的重担。公公住院
时，王亚丽在医院病房里整整照顾一个
月 ，婆 婆 生 病 时 ，王 亚 丽 更 是 悉 心 照
料。医院同病房的人都以为王亚丽是
老人的亲闺女，两位老人也常夸耀自己
的儿媳和亲闺女一样亲。

王亚丽的丈夫也是至善至孝之人，
他不但对父母及岳父岳母孝敬有加，而
且对其他老人也格外体恤。王亚丽的
丈夫经常在下班路上买菜，他会有意照
顾老年人的生意。如果卖菜老人的菜
所剩不多，他就会全部买完，好让老人
早点回家。

今 年 年 初 ，疫 情 蔓 延 。 为 抗 击 疫
情，王亚丽在医院加班加点，每天从早
上 7 点工作到晚上 8 点，连续在岗 30 多
天。她还带领科室人员主动请缨，到禹
州市北高速路口卡点值守，为过往司乘
人员测量体温。这个工作白天还好，一
到晚上就特别冷，常常冻得两脚生疼，
手指僵硬，但她毫无怨言，直到疫情稳
定，她才带领同事撤离。

由于各方面的成绩都较为突出，近
年来，王亚丽曾先后获得禹州市“三八
妇女红旗手”“出彩禹州青年”“红十字
最美应急救护天使”等荣誉称号。“今
后，我会更加努力，用心工作、善待他
人，担得起‘最美’二字，为社会和谐作
出更大贡献。”王亚丽表示。

王亚丽家庭：

善孝幸福一家人
本报记者刘晓敏

目前正值甜瓜大量上市季节，虽然
甜瓜没那么多果汁，但它口感脆甜，且
价格适中，深受人们喜爱。

7 月 8 日，记者在建安区昌盛街道
办事处岗珠社区看到，一排排、一株株
瓜藤恣意伸展着，挂满了圆润饱满的甜
瓜。

“这是我家种的‘日本甜宝’，吃起
来又香又甜，拿到市场上尽管比别人的
价格贵一些，但卖得快。今年俺家 6 亩
多甜瓜，一季净赚一万多块没啥问题。”
居民周香臣用手指着自己的瓜地，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你尝尝，甜着呢!”在周香臣的瓜
地里，他摘了一个甜瓜让记者尝尝鲜。
记者接过一个甜瓜，用手掰开后轻轻地
咬了一口，满口香甜。

记 者 刚 想 迈 开 脚 进 瓜 地 看 一 看 。
周香臣一把拽住记者说：“慢点儿，小心
踩到瓜蔓。”一问才知道，原来甜瓜和瓜
蔓连在一起，如果瓜蔓踩坏了，营养供
应不上，瓜就长不好。

“大热天，甜瓜根不捂吗？”记者见
瓜地里有薄膜，不解地问。

“那薄膜是甜瓜种刚发芽时候铺上
的，那时候天气还冷，特别是晚上，气温
不稳定，一是怕苗冻坏，二是不会长草，
把苗的营养都抢走了。”周香臣回答道。

谈起种瓜的经历，现年 59 岁的周
香臣说，他从小喜欢吃甜瓜，与甜瓜结
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在乡亲们的指导
下，逐渐掌握了种瓜的技术。10 年来，
他和老伴每年都种甜瓜，不仅饱尝了口
福，还拉到城里卖，以增加全家人的收
入。

说着，周香臣给记者算起了种瓜的
经济账：“三月中旬，我们就开始育苗，
施肥、拔草、打药、浇水一样都不能少，
几乎每天都埋头在地里干活儿，一直忙
到 7月下旬。”

“出去打工也不好找活儿，像俺这
么大岁数，人家也不愿意要了。俺在家
种甜瓜，相对自由点儿，挣钱肯定比出
去打工多些。”周香臣介绍说，他地里施
的都是有机肥，所以口感好、甜度高，每
到成熟季节，采摘的甜瓜在市场上不愁
卖。

如今，他基本上每天傍晚采摘甜瓜
300 多公斤，第二天一大早开车 10 多公
里到城里卖，每公斤 3 至 4 元，不到半天
都卖完了，效益非常可观。

“俺种的瓜个个都保甜，根本不用
挑，很多顾客买回家尝尝，感觉个个都
好吃，所以我卖的大多是回头客。”周香
臣说，前段时间，地里雨下得多了，影响
了产量，即使这样今年甜瓜亩产超过
2000 公斤，预计收入 2600 元不成问题。

“小小的甜瓜不起眼，可是我们致
富的‘金瓜瓜’呢!”在一旁的周香臣妻
子接过话茬笑着说。

甜瓜飘香富农家
本报记者 朱庆安

百姓故事
BAIXING GUS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