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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沈永军调到安全生产监管
工作，他根据办事处工作实际情况，在全
面推进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建立
和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机制、开展安全生
产宣传教育、深化专项整治、加强安全生
产监管、落实网格化长效机制等方面积极
为领导献计献策，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工作
任务，在几年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中，时刻
坚持5个字，即预、查、建、宣、结。

他时刻牢记安全生产要防患于未
然，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在大

检查中要求自己做到“全覆盖、零容忍、
严执法、重实效”，做到不打折扣、不留
死角、不走过场，务必见到实效。

工作中沈永军认真做好“安全生产
月”宣传教育工作。积极组织开展“科
学发展、安全发展”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宣传内容丰富多彩，以与群众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消防、道路交通、建
筑、校园、燃气、用电、特种设备等安全
知识为宣传重点，强化全民安全意识，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制定计划，有序推进工作进程

2009 年，他带着对城市生活的憧
憬，加入进城务工的行列。一次偶然
的机会，王建民看到了招收瓷砖厂技
术员的广告，就立刻到书店购买了相
关书籍连夜突击，第二天一大早赶去
面试。瓷砖厂厂长看他在行，人又聪

明，就聘用了他。
王建民边学边干，半年后就被提升

为厂长助理。2011年，王建民结交了一
位贵州瓷砖厂的朋友，从而产生了创业
的想法。他赶紧与厂家取得联系，买下
了一台瓷砖主机，然后返回家乡。

充满憧憬 进城务工

王建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排行老四。
高中毕业后，便辍学回家务农。后来，王建民做过
手机修理工、开过包子店。开包子馒头店时，25
岁的王建民积攒了不少资金，更加坚定了经商的
信念。 新郑播报 崔靓 文/图

王建民 创业者

艰苦创业 回报家乡

回 顾 创 业 之 路 ，王 建 民 深 深 感
激家乡这片养育他的沃土。同时，
他更感激党的富民强国政策和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他的瓷砖厂提

供广阔的空间，他将把这片感激之
情化作今后人生发展的动力，并尽
最大努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回报
家乡，回报乡亲。

心怀感恩 回报家乡

2012 年，王建民凭着多年的经验，
在家乡新郑开了豪富瓷砖厂。

如今，他的瓷砖厂有 600 多平方
米，每天生产 3000 多片瓷砖。他立足

“爱厂如家、厂荣我荣”的主人翁意识，

紧紧围绕“服务第一，宾客至上”的服务
宗旨，因豪富瓷砖厂独有的特色，赢得
了各方好评。他不仅细心，还充满爱心
和责任心，听取多方意见，努力改善服
务方式。

人生在于不懈追求

“一二三，使力！推！”1月19日，在新郑市洧水
路太极拳馆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20多个
青壮年学员正排着长队合力推向太极拳高手苏德
发。几分钟过去了，苏德发依然纹丝未动，而推他
的20多个人却已是满头大汗。
新郑播报 李显文 文/图

苏德发是福建莆田人，自幼习练
家传南拳，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武
术硕士研究生，运动学专家，原国家
队武英级运动员，曾多次获得全国 60
公斤级散打冠军，陈氏太极拳及推手
世界冠军，中国武术七段。同时也是
新郑太极协会总教练，陈式太极研究
会会长。陈式太极拳第十一代嫡宗
传人，国家一级教练，一级裁判，河南

省武术先进个人，被称为“太极逍遥
王子”。

苏德发告诉记者，虽然在擂台上叱
咤风云，但金牌、奖杯、荣誉来之不易，
是用累累伤痕、煎熬的疼痛换来的。与
太极拳结缘后，不仅重新点燃了他的习
武梦，还重获健康。从此，他对太极拳
更加痴迷，并开始积极投身于太极拳文
化传播事业。

28 岁 那 年 ，苏 德 发 从 国 家 散 打
队退役。此时的苏德发身体多处有
伤。在朋友建议下，他开始练太极
拳。

最初，苏德发不屑一顾，那不是广
场上老头、老太太练的太极操吗？带着

质疑，苏德发决定试一试。
就这样，苏德发相继跟随当地10多

个太极拳师练习打太极拳。每天早晚
坚持，时间久了，苏德发明显感觉身体
有了很大变化，困扰他多年的旧伤明显
好转，精气神也好了起来。

练太极拳后旧伤好转

2006年，苏德发拜太极拳大师陈世
通为师。在恩师悉心调教下，苏德发身体
状况一天比一天好，不仅修复了他练武时
落下的各种毛病，还改变了他的心性，原

本急躁的脾气一天天变得平和淡然。
苏德发说：“学太极拳，悟性至关重

要，还需要心静。长时间练习可改变人
的气质，还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

拜师学艺增长知识

常进才 文学作家

“我会不停地写下去，笔耕终生”
沈永军“安监战士”

强化红线意识 立足本职工作

常进才从小生活在河南省登封市徐
庄镇徐庄村关湾，一个偏僻的山村农家。
8岁时，母亲因病去世。20岁时，父亲不
幸坠马身亡，临近高考的他无奈退学。当

时家里用不起电灯，常进才白天下地干
活，夜幕降临时，便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坚
持读书、写作。1988年，他在《登封报》文
艺副刊上发表了处女作小说《莽子哥》。

21年来，常进才先后发表新闻、文艺作品500多
篇，出版小说散文作品集3部，近百万字，并先后
两次荣获郑州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见到常进才时，他正在整理发表的作品和底稿。
两张书桌上堆满了各种书籍。厚厚的一摞荣誉证
书，记录着他这些年努力拼搏的足迹。
新郑播报 巴明星 文/图

今年43岁的沈永军是新建路办事处企业安全生
产办的一名工作人员，2000年从部队转业来到
新建路办事处，至今已经15个年头，工作中始终
坚持“无间歇、无终止、时时警惕、处处落实”。
新郑播报 李显文 文/图

自1994年参加工作以来，常进才先
后在国家、省、市级媒体刊播散文、随
笔、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等题材作品500
多篇。在他的影响下，妻子、孩子都喜
欢读书。2013年，他的家庭被新郑市委
宣传部、新郑市文广新局、新郑市教体
局评为新郑市“十佳书香家庭”。

2016年新年伊始，他的一部20万字
的长篇小说，如今已经完成10万字。生
活中，他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学
创作上，多年来乐在其中，乐此不疲。“我
可能成不了巴金、老舍以及王蒙、贾平凹、
莫言等这样的名人大家，但我仍然会不停
地写下去，笔耕终生。”常进才说。

失去双亲 被迫辍学

能睡个好觉是“安全人”的奢侈
品。因为工作忙碌，和家人一起吃顿
饭都很难。这也是沈永军工作的真实
写照。

沈永军说：“神经时刻都是紧绷
着的，谨慎、再谨慎，从来不允许自
己有一点放松。但作为一名安监战
线上的战士深知，安全生产是一种
责任，不仅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

责、对企业负责、对社会负责，更是
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是一切工作
的真谛，是发展的前提和根本；深知
安全生产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只有率领全员扎扎实实地开展安全
监管工作，将各项安全工作举措落
到实处，务求实效，不断夯实基层管
理，才能有效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
生，创造出更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保持警惕，再忙也不能放松

书是常进才的命根子，这话一点
不为过。小时候家中贫困，他就捡鸡
毛卖了钱买连环画，向亲戚借钱买
书……聊起昔日窘迫的时光，常进才
仍记忆犹新。一次，他在新华书店看
到一本《红楼梦》，无奈囊中羞涩，就
背了半袋子大豆到集市上换钱买书。

当他手捧着买来的《红楼梦》时，激动
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抱着书看了一
夜。由于看得入神，煤油灯把额前的
头发都烤焦了。

如今，看着书架上、床头边、车厢
里一本本如同珍宝的书籍，常进才觉得
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酷爱文学 乐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