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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写我，还
是多宣传我们一线的
普通共产党员，他们
最辛苦、最具有奉献
精神。”走进李玉峰
办公室，记者刚说明
来意，作为市自来水
总公司纪委书记的他
便脱口而出。

在自来水总公司
的分工一览表上，记
者看到李玉峰分管的
工作：纪检监察、党
建、信访稳定、行风
和供水监察等。

“纪委书记分管

这么多工作，是否有
点不务正业？”

“班子成员人少，
我多干点没啥。”李玉
峰一个微笑的回答打
消了记者的疑问。

“ 当 前 形 势 下 ，
如何破解国企的发展
难题?”“面对市民
群众的新要求，如何
更 加 安 全 优 质 供
水？”……随同采访
的公司宣传处负责人
介绍，这些都是在国
企干了30多年的李书
记 常 常 给 大 家 上 的

“政治课”。
“5·12”大 地 震

后，他主动向党委请
缨，把独生子派往重
灾 区 绵 竹 市 参 加 抢
险。随后，他也赶到了
一线，成为灾区少见
的“父子兵”。

为 遏 止 偷 水 行
为，李玉峰协同市公
安局、法院、检察院等
六部门联合下发《关
于打击盗用城市公共
供水违法犯罪行为的
通告》，赢得了政府和
法律的支持，维护了
群众利益。

每 当 发 现 一 起
重 大 盗 水 案 件 ， 说
情 电 话 总 会 纷 至 沓
来 ， 但 他 全 部 回
绝，依法处理。

采访还未结束，
接到一个电话后，李
玉峰又要赶赴供水现
场。这，印证了一位
领 导 对 他 的 评 价 ：

“国企里最忙的纪委
书记”。

国企里最忙的纪委书记
本报记者 陈 思

说是采访乔宗旺，但
这位“敏于行而讷于言”
的村支书却能“缺席”就

“缺席”，憨厚一笑，闭口
不谈。倒是村民们争相
谈论“我的村长我的村”，
说他是“拿自己的钱，流
自己的汗，净给大家伙办
好事儿”！

可不是吗？这两天
就是新郑市龙湖镇泰山
村的“盛大节日”：投资
92.6 万元的万方蓄水工
程刚刚告竣。工程所在
地本来是泰山半山腰的

石头坑，乔宗旺“废物利
用”，把它改建为集旅游
观光和抗旱为一体的“景
点”。像这样的富民便民
基础设施，自 2006 年上
任，乔宗旺带领乡亲们已
相继完成了包括山体复
原、安全用水、“三环四纵”
村内通工程以及泰山新村
一期工程马武寨住宅区等
十多项了，总投资超过
2000 万元。不仅村民生
活条件改善了，而且，泰山
作为黄帝会盟诸侯之地，
黄帝文化资源丰厚，“泰山

牌”特色旅游也渐成气
候。在村里，记者看到不
少城里人也慕名而来，休
闲度假。

乔宗旺本来“家大业
大”，长期在外做生意。
2006年 8月，面对乡亲们
的呼唤，他毅然丢掉生
意，接过村党支部书记的
担子，甘心为改变家乡做
忠诚的“潜伏者”。对这
位党员干部的先进性，村
女干部张艳“揭发”说：

“三年来，乔支书掏自己
的钱办大伙儿的事，已经
突破500万元了。”

采访中，村内人文景
观园内的“二十四孝”雕
塑吸引了记者的眼球。
村民说，老乔有自己的

“道道儿”，提出了“先富
脑 袋 ，后 富 钱 袋 ”的 观
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提出“以孝治村”的理念，
通过评选“十佳好青年”、

“十佳文明个人”、“十佳
好婆婆”和“十佳好媳妇”
等活动，多年不和谐的泰
山村和谐得很呢！

舍小家为大家的村支书
本报记者 党贺喜

6 月 22 日 早 上 7
点，来自中牟的心血管
患者牛凯就在医院看完
了病，高兴地往家赶。

“哪有医生这么早给
患者看病的？”面对疑惑，
牛凯扭头说道：“咦！我们
老病号都知道，每天早上
6点半之前在办公室等刘
恒亮，一准逮个正着”。

刘恒亮，郑州人民
医院心内科主任，优秀党
员、中国医师奖、全国劳
动模范等荣誉获得者。

夏季不到 6 点半，

冬季不到 7 点，提前到
办公室为患者看病。他
二十多年如一日。

“主任已接诊 9 位
患者了。”在走廊，护士
张晓娜说：“昨天早上 6
点，主任接诊查房，下午
接连手术，晚上值夜班
忙到凌晨3点，今天6点
又开始接诊慕名而来的
患者。主任每天如此，对
病人热情似火。”

“时间就是心肌，时
间就是生命，我们的职
责就是与时间赛跑，让

每个濒临危机的患者尽
量得到及时治疗。”28年
来，刘恒亮时刻与时间
博弈，用仁爱之术践行
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

2006年 3月的一天
凌晨，正阳县有位心肌
梗死危重病人，他连夜
去“救驾”，病人得救了，
他却累倒了。

急诊心肌梗死介入
治疗风险大。2003 年 8
月，他率领科室率先在
我省开通了急诊心肌梗
塞绿色通道，创出了急
诊心肌梗死介入手术例
数第一、介入支架植入
成功率100％的奇迹。

“既要治好病，又要
少花钱。能省一分是一
分，老百姓攒点钱不容
易。”为让病人早出院，
少花钱，他最多时一天
做过 6 台手术，连轴转
一直做了16个小时。

“有人拿生命赌金
钱，有人拿生命赌权力，
我拿生命赌事业！”刘恒
亮淡淡地说。

与时间博弈的医生
本报记者 汪 辉 丁友明 图

因为工作繁忙，孩子
刚满百天，她就上岗工作
了；去年一年，几乎没有
休息一天，而经常加班的
她则笑称自己的生活是

“5+2，白加黑”；提起她，
居民总是一脸感激，“这
是我们的小巷总理啊，负
责、亲切……”

桐柏路街道水晶社
区党支部书记、社区主任
李金霞，从大学毕业后，
已 经 在 基 层 工 作 了 15

年。她担任过 4 个社区
的社区主任，她用点点滴
滴的奉献，将每个社区都
建得井井有条、和谐活
跃。在送变电社区的时
候，将那里建成了国家级
文明社区示范点；在担任
水晶社区的“一把手”之
后，短短两年，将这里从
一个三类社区提升为一
类社区。

在这里，她创新了
一个深受社区居民喜欢

的“五心服务”：爱心，定期
给困难群众送温暖；知心，
社区工作人员要做群众的
知心人；连心，和社区人员
心连心，互帮助；修心，举
办老年大学、科普课堂，充
实居民生活；怡心，去年一
年组织了一百多次活动，
丰富居民生活……在社区
办公室旁边，一间房子装
饰得很别致，这里有两个
橙色的布艺沙发，造型独
特的桌子，这里是她专门
建立的“聊聊吧”，不时有
群众过来和她谈心、分忧。

水 晶 社 区 一 共 有
2380人，李金霞谦和地笑
笑：“我认识至少九成人。”
谈起十几年如一日的基层
生活，她说：“基层工作非
常重要，我很热爱这份工
作，它丰富了我的生活，也
实现了我的价值，我还会
一如既往，带头工作、带头
加班，因为这里有两千多
人需要我。”

“我们镇共有商务
楼宇 8 幢，今年以来交
纳区级税收 993 万元，
我愿为楼宇经济添一把
力。”在我省第一个依托
商务楼宇设立的“红色
家园”——金水区柳林
镇“红色家园”，记者采
访了园长任拉拉。

近年来，金水区柳
林镇的楼宇经济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态势，众多
的企业在这里入驻。怎

样服务群众，凝聚社会
力 量 ，助 推 经 济 发 展
呢？今年 26 岁的任拉
拉带领“红色家园”的工
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辖
区企业，了解他们的困
难和需求。两年来，他
们协助辖区企业全部成
立了党支部，对于没有
成立党支部条件的企
业，“红色家园”在楼宇
里成立了恒华大厦联合
党支部，十几个流动党

员有了自己的家。在这
里，不但有活动场所，还
有图书室、休闲娱乐室
等，时事报告、法律讲座
等活动开展得有声有
色。今年，又有 3 名在
这个楼宇里工作的年轻
人向恒华大厦联合党支
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一个周末的晚上，
任拉拉接到一位商户打
来的电话，询问租写字
楼的事情，任拉拉给这
位商户介绍了相关情况
后约他第二天一早去看
房子，这位商户诧异地
说：“明天是休息日啊!”
任拉拉说:“这个你不必
担心，我一定会准时赶
到。”经过一番考察，这
位商户对柳林镇的楼宇
经济非常感兴趣，三天
后就入驻这里，并专程
对任拉拉表示感谢：“真
没想到，政府对租房服
务得这么好！”

愿为楼宇经济添把力
本报记者 张冯焱 文/图

2380人的“小巷总理”
本报记者 李 娜 实习生 李景开 文 李焱 图

谁能想到，一个
创办时只有资金40万
元的小工厂，如今已
经发展成为一家资产
总额超亿元、年销售
额6亿多元、员工近千
人，以饲料、养殖为主
要业务的龙头企业，
成为河南省饲料行业
唯一一家国家级农业
产 业 化 重 点 龙 头 企
业、唯一一家设立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高
新技术企业。

提起河南广安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由“小不点”变“巨无
霸”的发展历程，广安
生物的创办人，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高

天增坦陈“秘诀”。
“企业的发展壮

大离不开党对经营工
作的指导。”除了生产
经营中的战略战术之
外，高天增有着独特
的经营理念。这位有
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
员在确定企业发展指
导思想时，果断地提
出：“一定要把优秀的
员工培养成党员，把
优秀的党员放在关键
岗位上。”

高天增把企业党
建工作与经营工作有
机结合，创建了“将党
组织建设与企业‘三
会一层’有机融合”的
创新党建工作模式，

即：将企业的党组织
建 设 与 企 业 的 股 东
会、董事会、监事会、
经营层结合起来。

作为企业发展的
领航者，公司党委始
终 不 忘 吸 收 新 鲜 血
液，始终坚持从一线
员工中发现先进分子
和后备力量。公司中
的每个部门、班组当
中都有党组织，都有
最优秀的带头人，公
司的总裁、部长、班组
长都是优秀党员。

新模式的实施，
坚持了党委制定的发
展方向，坚持了董事
会的发展战略，坚持
了 经 营 层 的 发 展 高
效，经过不断改进与
完善，这种机制为企
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
供了新动力。

2005～2008 年 ，
公司党委连续四年被
高新区党委评为“优
秀基层党组织”，公
司党建工作的经验入
选中共中央党校党建
教学优秀案例，并成
为“中共中央党校党
建教学优秀案例调研
基地”。

创新党建模式 助推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潘燕

最近几天，在市
盲聋哑学校工作近 30
年的孙晨老师工作之
余总会到校园里转转。
昨日上午，当记者走进
孙晨所在的图书管理
室时，她正望着窗外玩
耍的学生：“想到要离
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感觉很寂寞。”

图书管理室略显
简陋，但墙上的一张
照片很醒目。这是胡

锦涛总书记与孙晨握
手的照片，也是她最
珍贵的收藏。去年教
师节前夕，总书记看
望慰问了市盲聋哑学
校的师生们，当听到
孙晨获得过全国“江
民特教园丁奖”时，总
书记亲切地与她拉起
了家常。

“你在这里工作
多长时间了？”

“28年。”

“28年了，不容易
啊。”

总书记的这句“28
年了，不容易啊”让孙
晨激动万分。从进校
时的青春韶华，到如
今的满头银发，孙晨
经历了岁月变迁，唯
一不变的是她热爱的
这份特教事业。

去年，孙晨所带
的高三（2）班，13
人参加高考，有 12
人考上了大学，在她
眼里，这些盲聋哑学
生都很出色。

52岁的孙晨还有
三年就要退休了。今
年，刚从教学一线转
到 图 书 管 理 岗 位 的
她，对这份清闲的工
作不太适应。她仍然
希望回到课堂上，回
到学生中间去。“我离
不开教学，和孩子们
在一起，我很快乐。”

离不开教室的特教老师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文 丁友明 图

黄河风景名胜区附近的“农家乐”
“渔家乐”在郑州颇有名气，它的创始
人是一名大学生村干部，名叫李广胜。

24 日晚，李广胜带着记者去
“黄河人家”农家乐采访。

34 岁的李广胜是惠济区最年
轻的村支书，“我是个闲不住、一心
想干事的人。”看上去很精干的李广
胜这样评价自己。

李广胜是花园口镇花园口村
人，毕业于郑州大学。“大学毕
业后我在郑州市实验化工厂工
作，很受领导赏识，但我一心想
回到村里干番事业。”2007 年 6 月
通过公开选聘，李广胜成为花园

口村一名大学生村官。
“我一直想找个创业的好项

目。想到我们村紧邻黄河风景名胜
区，发展农家乐餐饮是个致富的好
路子，就筹资50万元于2006年5月
开办了黄河人家农家乐。”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河人
家”年产值达 180多万元，年盈利
达 30万元以上，年纳税额近 10万
元，安置本村剩余劳动力30人。

在李广胜的鼓励及“黄河人

家”的示范带动下，花园口村建起
了“黄河楼”、 “老渔夫”等 16
家“农家乐”， 20 家“渔家乐”，
仅此一项花园口近郊游年产值增加
1500 万元，安置本村剩余劳动力
400余人。

虽说同行是冤家，但李广胜
总是尽可能地帮助想办餐饮服务
的乡亲，也因此树立了威望，在
去年 10 月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
他被高票推选为村支书。

大学生村官创办“农家乐”
本报记者 刘国润 文/图

精密磨具车间，成
形的双面油石摆放整齐；
烧成车间，大大小小的砂
轮摆满窑车；加工车间，工
人正为产品作最后的“修
体”……一到公司，白鸽磨
料磨具有限公司固结磨具
公司经理刘喜润首先要到
各个车间转一转，这几乎
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刘喜润大学毕业就
到了白鸽集团。2003 年
初，精密磨具公司产品

质量下滑，市场萎缩，
基本停产。刘喜润通过
竞 聘 当 上 了 该 公 司 经
理。上任后，他首先了
解产品结构、各生产工
序的关键技术以及产品
市场需求，并加强与用
户的沟通，确保产品质
量满足用户需要。他还
注重强化内部管理和新
产品开发。经过努力，
精密磨具公司产品质量
和经营形势逐步好转。

2007 年 8 月，精密
磨具公司和另外两个公
司整合成为固结磨具公
司。刘喜润又通过竞聘
成 为 固 结 磨 具 公 司 经
理。他按岗位标准选拔
人才，并认真做好分流
人员的思想工作，帮助
他们寻找新岗位。经过
整合，公司精减了 100
多 人 ， 但 生 产 未 受 影
响，产品质量稳定。

受金融危机冲击，
去年 9 月下旬起，固结磨
具公司的订单大幅减少。
刘喜润坦言：“小企业生
产成本低，在‘大路货’上
与它们竞争，固结磨具公
司不占优势。我们的出路
在于，发挥‘白鸽’这一品
牌优势，积极研发替代进
口的新产品，并尽快产业
化。”功夫不负有心人，他
们重点研发的磨火车机
车轴砂轮今年投产，市场
效果良好。

“这是我们在郑
的浙江党员最感荣耀
的荣誉。”走进位于金
水路上的河南省浙江
商 人 联 合 支 部 委 员
会，支部书记王兴标
指着墙上“先进基层
党组织”的奖牌，一
脸的骄傲。

其实，这个 浙 江
党员在郑州“温暖的
家”是王兴标一手建
起来的。

2000 年 ， 在 老 家
温州任村支部副书记
的 王 兴 标 来 郑 经 商 ，
他发现不少老乡党员
只顾做生意，从来不
过组织生活。

“要为在郑党员
提 供 一 个 政 治 学 习 、
思想交流、相互联络
的平台。”与几个老乡
商量后，王兴标向两
地党组织提出了成立

“河南省浙江商人联合

党支部委员会”的申
请。2007年4月支部委
员会正式成立，身为郑
州五金机电城总经理、
河南省浙商联商贸有
限公司董事长的王兴
标 任 党 支 部 书 记 。从
此，在郑近 30名浙商党
员有了“家”。

“我们在郑经商，
要当好桥梁，助推两
地发展。”王兴标经常
组 织 两 地 对 接 活 动 。
目前已为 21 家浙江企
业 成 功 介 绍 38 个 项
目，5家企业在河南投
资建厂。

王兴标曾光荣地
被推选为中共郑州市
二七区第九次代表大
会代表,郑州市第十三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党支部 2008 年获
金水区“先进基层党组
织”称号，个人被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

他为党员建起一个“家”
本报记者 陈 思

砂轮磨出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武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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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本报推
出一组先进人物报道，旨在展示各行各业优秀党员的
风采，激励更多的党员永远站在时代前列，推动党的
各项事业不断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