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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

在中原区棉纺路街道有位姓黄的老
人，默默地坚持半个世纪助学，不声张，
不求回报，不管是生活艰苦揭不开锅的
时候，还是家庭屡遭变故的情况下，依然
坚定助学，接济贫困学子。

采访中，这位耄耋老人不愿让记者
透露他的真实姓名。他说：“坚持帮助他
人做好事几十年，只图问心无愧，尽心尽
力，不图名利。”

黄师傅是洛阳市汝阳县人，1948 年
出生，今年67岁。他为人热情善良，上进
心强，人缘也很好。1968年，他走出家乡
的大山参军到郑州，经常接到家乡人写
来的求助信，大都是寻求经济上的帮助，

他都来者不拒，省吃俭用也会把积攒的
军人津贴寄给求助者。

1973 年，黄师傅转业后留在了郑州
一个集体单位，工作还是干老本行：开
车。成家后，家人也在纺织厂工作，家中
虽然不富裕，但还说得过去。恢复高考
后，家乡有许多有志青年考上大学，有人
又向他求助。“我十分理解他们的求助，
在那个贫困的山村，上学是唯一的出路，
我只能尽力去帮他们。”黄师傅说。于
是，黄师傅几乎是倾尽所有地帮助老家
的求助者，自己困难的时候甚至是拆东
墙补西墙举债度日，这些事他从来没让
家人知道。

改革开放以后，黄师傅抓住大好时
机下海创业，先后到荥阳农村承包土地
培育过苗圃、在老家开过磨料磨具公司，
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向他借钱上大学
的人也更多了，黄师傅总是想法帮助他
们。黄师傅说：“原来生活困难的时候还
想方设法助孩子们圆大学梦，现在手里
有点儿钱了，看到孩子手里面那张红红
的录取通知书，能忍心让他们辍学吗？”
就这样，黄师傅一直坚持助学，帮助他们
圆上大学的梦。

黄师傅在助学之路上到底投入多少
钱，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说，曾经在自
己经济条件好的时候，每年平均有 10万

元钱是帮着家乡大学生们上大学交学费
的。

帮助别人，不求回报。黄师傅从
来不主动和自己曾经资助过的人联
系，每次都是他们打电话问候自己。

“这些孩子很争气，有的出国了，有的
有很大的成就，我打心眼里为他们高
兴。”黄师傅说。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晚年的黄师傅家境并不好，爱人生病
多次手术，让这个家庭举步维艰。言
谈间，黄师傅说，越是在这个时候，他
越不愿意多谈自己过去所做的事，但
在心里却为自己这个埋藏内心的秘密
感到坦然、踏实。

爱心老人匿名助学半世纪
本报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冯建红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康昊增）近日，郑州水务建筑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正式挂
牌上市，成为管城区首家挂牌“新
三板”的企业。

郑州水务建筑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坐落在管城区货站街，主要承
担郑州地区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的施工任务。近年来，先后参
与或承担了郑州市索须河治理工
程、魏河治理工程、十七里河十八
里河治理工程、渑池县涧河治理工
程、郑州市生态水系输水工程、郑
州市积水点改造工程、郑州市引黄
灌溉龙湖调蓄水源工程、河南省南

水北调受水区郑州市供水配套工
程等国家和地方重点建设项目。
该企业在“新三板”的成功挂牌，为
管城区其他企业起到了示范引领
作用。

为加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切实把握资本市场发展的形势和
机遇，鼓励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
市场做强做大，他们针对辖区内
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优质中小
微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企业
心声，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积极研
究相关扶持政策。截至目前，管
城区“新三板”后备库入库企业已
有 30多家。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宁）为促进残疾人就业，中原区
残联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主动联
系企业，畅通渠道，通过举办招聘
会、对接会等形式，搭建残疾人就
业平台，有力促进了该区残疾人
就业。

日前，由中原区残联、中原西
路办事处、万达商业广场联合举
办的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在中原万
达购物广场成功举行。招聘会邀
请了郑州广民电动车有限公司、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
蒲建设集团、大商集团郑州新玛
特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中原新城

店、沃尔玛（中原万达店）等企业
参加，由于活动组织单位前期对
接到位，许多企业根据发展需要，
专门为残疾人提供了掐丝工艺
员、助理工艺师、设计师、收银员、
保安、保洁、理货员等 19 个岗位。
许多残疾人纷纷抓住机会，根据
就业意向与招聘企业进行交流，
选择适合的岗位。

中原区残联负责人表示，将
进一步了解残疾人的就业意向，
依托培训机构，组织开展专业培
训，鼓励残疾人自主就业、自主
创业，帮助更多残疾人解决就业
问题。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白云）记者昨日从惠济区城建局获
悉，该局推进服务型执法队伍建
设，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效，被省
住建厅授予“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系统四星级执法监察队伍”，成
为市内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首个成功创建省级四星级执法监
察队伍的单位。

惠济区城建局以“网格化”管
理为依托，延伸服务执法触角。充
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在建筑市场
管理中的作用，发挥“三级网格”服
务引导作用，去年以来，先后联合

上级部门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3
次。为加大对违法施工行为的查
处打击力度，建立与区相关职能部
门及辖区镇（办）之间查处违法施
工的横向联动机制，对执法部门
依法查处后拒不整改或未整改到
位的违法施工项目，通过组织协
查、开展联合执法等方式，坚决打
击违法行为。去年全年共发告知
函 10 份，涉及违法施工行为 28
起，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5次。该局
还坚持对处罚对象 100%全回访，
及时了解违法行为的纠正、整改
的后续情况。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吴宏伟）管城区航海东路办事处
映月路社区依托网格化运行平
台，实现社区事务自治共管，开展
20 余项公益服务项目，为辖区党
员群众提供优质服务2万余人次。

映月路社区围绕“社区建设
年”活动，强化“办事为民、服务为
民、管理为民”的亲民理念，坚持
党建引领，推行“一征三议两公
开”的工作法，从 2 月份开始通过
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发
放居民自治征求意见表 2000 余
份。根据辖区特点划分7个网格，
针对社会管理和民生诉求，联系

发动群众，开展管理和服务工
作。充分发挥楼院长、楼栋长和
党小组长作用，定期开好党小组
长会、楼院长楼栋长会和物业联
席会，让居民自治尊老助老志愿
者队、居民自治义务巡逻志愿者
队和居民自治环境治理志愿者队
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先后解决民
生热点和各类社会问题 300 余
件。同时，免费向辖区居民提供
12 个活动场馆和 20 余项公益服
务，利用红色网络教育家园、社区
四点半课堂、道德讲堂、国学文化
进社区系列讲座等，提升辖区居
民整体素质。

管城区

首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中原区

搭建残疾人就业平台

惠济区城建局

升级省四星级执法监察队伍

映月路社区

着力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昨日，二七区福华街街道办事处航海北
街社区李百玉老人家中传来阵阵欢笑声。
这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一边配合妻子整理上
衣，一边向前来慰问帮扶的街道、社区工作
人员讲述他多年来的幸福生活。

1961年，河南省林县青年李百玉高中毕
业，被保送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程学
院，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1968年，李百玉来
到青藏高原日光城拉萨。生活环境、自然环境
虽然艰苦，但作为一名军人，他无怨无悔。直
到 1983年，一场突发的车祸打破了这一切。
在一次去小型电站检查工作的途中，李百玉遭
遇车祸，导致胸椎断裂。在住院治疗的头一年
里，医院几乎每个月都要下一份病危通知书。
最终，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李百玉顽强地从
死神手中挣脱了出来，但是却落下了严重的身
体残疾，身体高位截瘫，全身仅胳膊、手、头部
可以活动，胸部以下全无知觉。

命运关闭了一扇窗，就会打开一扇门。虽
然车祸带来了巨大不幸，但幸运的是他有一位
温柔善良、不离不弃的爱人。妻子崔再英除了
要照顾上学的孩子，做饭、洗衣、干家务，最重要
的是照顾瘫痪在床的李百玉。擦洗、翻身、喂

水、喂饭，这么多年来，在崔再英的细心照料下，
卧床的李百玉没有得过一次褥疮。结婚45年，
崔再英照顾伤残的老伴32年，家里一直干净整
洁，丝毫看不出有一位瘫痪在床的病人。

2010年，作为革命伤残军人，李百玉病退
来到郑州，成为二七区福华街街道办事处重
点帮扶照顾的优抚对象。为了减轻老伴的压
力，李百玉让家人照着医院的病床，在自己的
床上安装了几根钢管，吊着几个拉手，运用胳
膊的力量活动身体，锻炼自己。现在李百玉
不用别人帮助，就可以自己挪动到轮椅上。
说起自己的老伴儿，李百玉老人两眼泛出泪
花：“多少年了，就没有看见她好好歇着，不是
忙着照顾我，就是在照顾孩子。还在西藏时，
那边青菜不好买，为了一家人能吃上青菜，她
还自己种菜。”

一个，强忍病痛，学会独立；一个，默
默 奉 献 ，无 怨 无
悔。45 年的坚守，
不 离 不 弃 —— 这
是军人的爱情，更
是 一 对 普 通 百 姓
的爱情。

45年的爱情坚守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孙姝妍 杨秀玲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郑磊 通讯员 芦延军
文/图）3 月 27 日，东风路街道科技市场社
区联合区食药局、区工商局等职能部门，
对辖区新开饭店进行了规范整治。

“老板，你新开的店，怎么还在使用老饭
店的餐饮卫生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还有，
一次性消毒餐具是不能收顾客费用的，这样
做不行……”在新开饭店“超长牛肉面”的店
内，一位胳膊上戴着“食品安全网格义务巡查
队”字样红袖箍的老大爷正在“执行公务”。

这位老大爷名叫张录洗，是科技市场社区三
方小区的楼栋长。

近来，辖区内有很多五小门店存在新旧更
替现象，为保证新开店食物安全有保证，实时
掌握、监管饭店真实情况，保证居民用餐安全，
科技市场社区组织5名对网格情况比较熟悉的
楼栋长建成了一支“食品安全网格义务巡查
队”，按就近、方便的原则，每个巡查队员均与
5～6家五小饭店建立起联系机制，由网格长领
队，加强卫生监督，规范商户经营行为。

科技市场社区组建食品安全网格巡查队

3月26日下午，惠济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教文体局在东风路小学组织
了“维护校园周边环境、共建文明社区”宣传活动，发放宣传册500余份。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摄

郑州春来早。
天气转暖，我市沿黄特色都市

生态观光业也折射出勃勃生机。
如何使得这一独特产业之路走得
更快更稳更远？

昨日上午，沿黄地带走来一群
人大代表——金水区人大兴达路
街道工委组织辖区部分市区两级
人大代表，为本地沿黄特色都市生
态观光产业发展“把脉开方”。

代表们先后来到鸿宝园林名
贵花木养殖基地、马渡水果种植采
摘园、来童寨渔船农家乐、黄岗庙
渔业专业合作社、老庙岗遗址及历
代建庙石碑等地找感觉。

围坐而谈，理性支招。市人大
代表杨顺合开了第一“腔”：“每到
周末，很多城里人到我们这里烧
烤、休闲，说明我们已具有相当的

人气儿。如何把人气儿转变为财
气儿？我觉得发展旅游，应该对现
有资源充分规划盘活利用，引入现
代科技元素，发展高效观光农业。”

“我觉得发展旅游，应首先加
大环境卫生整治和基础设施的投
入，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丢咱
郑州的人。”区人大代表郭惠明说。

兴达路街道是金水区唯一的
沿黄办事处，辖区沿黄一线拥有大
片平整的土地、连片的鱼塘和厚重
的历史文化积淀，具备发展都市近
郊游的优越条件。

如何把这份难得的不动产
激活？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楠道
出初衷：“借助于人大代表的智
力和远见，让高手们为发展沿
黄生态旅游和高效农业发展把
脉。”

人大代表支招沿黄观光业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宋建庆

在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
吉祥社区办事大厅，每周一总能
看到一位送报纸的老人。他叫熊
少林，今年 85岁，8年如一日义务
为社区和辖区离退休党员送报
纸，被居民们热心地称为“义务送
报员”。

熊少林老人退休前在中铝河
南分公司技改部工作，1983 年退
休。突然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
下来，熊少林有些不适应，觉得生
活一下子变得枯燥无味。恰在此
时，中铝河南分公司退休办工作人
员找到了熊少林，问他是否愿意为
吉祥社区和离退休党员送发企业
报，熊少林老人爽快地答应了。

由于《中国铝业报》是周报，
所以每周一上午吉祥社区的工作

人员都能在社区见到老人。时间
长了，大家熟了，工作人员总是关
切地提醒老人上下楼梯时慢点
儿，或者招呼老人坐下歇会儿。

岁月如梭。老人义务送报，
竟然整整坚持了 8 年。在这 8 年
里，他风雨无阻，每周一都按时把
报纸送到订户的手中。

熊少林有个女儿，家也住在
吉祥社区。去年，女儿患肺癌，长
期住院，女婿还要上班，在周一到
医院照顾重病的女儿之前，老人
依然坚持把报纸送完。今年初，
老人的女儿离开了人世，这让步
入耄耋之年的熊少林备受打击，
但之后不久，他依然背起装报纸
的布袋，步履蹒跚走在辖区送报
纸的路上。

耄耋老人熊少林
义务送报整八载

本报记者 朱华 通讯员 刘中英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
员 赵慧璞）为推动社会关注自闭
症人群，由壹基金发起，管城回族
区红十字会、管城回族区奇色花
福利幼儿园、航海东路街道办事
处、大商超市富田太阳城店联合
主办的“2015 壹基金蓝色行动之
人人都是笨小孩”公益倡导活动
昨日举行。

上午 10 点，来自社会各行各
业的 400 名爱心人士和广大志愿

者朋友不约而同来到活动现场，
在百人合唱《笨小孩》的蓝色快闪
中拉开了活动的帷幕。人们通过
现场彩绘蓝色T恤、扫描二维码关
注、网上发布微博或微信的形式，
通过线上线下互动，传递对自闭
症儿童的关注和祝福。

在由自闭症特殊需要人士手
工制作的精油香皂、串珠手链爱
心义卖活动中，参与活动的人们
纷纷慷慨解囊，奉献自己的爱心。

管城区红十字会开展
关注自闭症儿童倡导活动

昨日上午，金水区各街道办事处、局委悉数上阵，在文博广场举办普
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共展出宣传展板150余块，悬挂条幅30余条。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