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食品药品行业，无论是多小的事，对于一名食药监管人员来说都
是一件大事。出生于1984年的吴红培，从2007年步入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队伍以来，就一头扎进了药品监管业务科室。在近10年的时间
里，她都在最一线的药械问题上奋斗，目的就是不让假药流入市场。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闫翠萍 文/图

她一心扑在药械管理工作上
当好最后“把关人”

她带队，蹲守涉案人员住宅
2016年山东疫苗案件曝光后，中原

区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中原区疫苗领导
小组，吴红培带领药械科全体成员通过
社区走访、居民咨询、夜间蹲守等方式，
联合辖区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对涉案
人员魏刚住宅展开了长达6个小时的蹲
守检查。

2016年 3月 25日，魏刚非法经营药
品的违法行为被行政立案，并于当日下
午移交至桐柏路公安分局治安大队，成
为郑州地区行动最快、证据最全、移交
最早的首批案件，获市局领导肯定。当
年 3月 31日，魏刚被抓获后，吴红培带
领药品科工作人员到公安局参与魏刚
首次问询，询问持续 6个小时至当晚
11时结束。现桐柏公安分局已将魏刚
刑拘。

除此之外，她还带领专业力量严格
排查疫苗接种单位，对辖区郑州市疾控
中心和中原区疾控中心及中原区全部
22家定点疫苗接种机构和其他3家疫苗
接种单位展开全覆盖式监督检查，并要
求企业全部提交3年来疫苗经营使用自
查整改报告，确保不出任何问题。

药监人是药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关
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大家利用节

假日加班加点是家常小事，尤其是双节
期间开展药品药械安全排查整治的时
候，面对全区 200多家药店、400多家医
疗器械经营机构，再加上多家零散的化
妆品零售店，吴红培和她的团队不知忙
碌了多少个白天和黑夜，想办法克服难
题、频繁出动人员车次，一次次深入经
营企业、店面进行检查，也不知多少次

回绝了药店的吃请，深受企业药店的好
评。

仅2016年，药械科就陆续开展多次
药品流通领域挂靠经营、“走票”等多项
专项整治，包括中药饮片、医疗机构制
剂室、药品流通领域、特殊药品等多项
检查，出动执法人员500多人次，检查涉
药、涉械类机构 1000余家，有效规范了
药械、化妆品市场经营秩序，确保了辖
区群众用药安全。

吴红培总是强调“药监人就是药品
安全的最后一道‘把关人’，职责要求我
们做好药品安全的监管支撑”。这10年
间，辖区没有发生过一例大的药害事
件，老百姓的用药安全得到保障，就是
因为有像吴红培这样一批药监人在默
默守卫。

10年来参与查处案件累计千余件
从事药品监督工作这10年，吴红培

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绩：获得了2014年
郑州市食药监局中原分局“优秀共产党
员”、2016年中原区先进个人、2016年郑
州市食药监系统“稽查大比武”团体第
二名等荣誉。

面对这些荣誉，吴红培从来都是淡
然一笑，用她的话来说：“我们是重新组
建的新局，而中原区又是一个大的老城
区，面对监管队伍人员不足、监管格局
分散的局面，我们的困难还很多，需要
沉下心去做的事情更多。”

10年来，吴红培共参与查处并制作
一般性案件累计达1000余件，收缴罚没
款 180余万元，其中查处药械涉嫌犯罪
案件 10余起，涉案金额 200余万元，已
全部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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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食药监局的执法人员、她是辛勤耕耘的园丁……
她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着不一样的美丽

女人如花花似梦
为谁芬芳为谁红

今天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郑州晚报·中原时报》特策划了一期妇女节专题报道，将各行各业优秀女性的事迹与读者共享。这些女性当中，有
食药监局的执法人员、有辛勤耕耘的园丁校长、有靠卖鞋垫几十年如一日做公益的退休老奶奶，还有奋斗在基层的社区工作人员。她们是我们这个时代
女性的缩影：自尊、自强，有爱心、有责任心。也正是她们，才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

在此，《郑州晚报·中原时报》祝福中原区所有女性朋友节日快乐！

她带领学校走出了一条
特色发展之路

3月3日上午，在中原区妇联主办的
中原区“庆三八 展巾帼风采”成果展示
活动上，中原区桐淮小区小学校长胡秀
春荣膺“三八红旗手”。

胡秀春从事教学工作已经 20年。
桐淮小区是全国十佳科技教育示范校，
学校一直以来在科技教育方面成效显
著，如何在科技教育这条路上越走越
好，也是胡秀春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她
上任后，带领学校走出了一条特色之
路。刚走上工作岗位时，胡秀春总是担
心自己经验不足，教不会孩子们，便虚
心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用心学习先进
的教育教学理论，经常备课到很晚，作
业没批改完就带回家批改。同学们犯
了错误，胡秀春像个大姐姐似的和他们
聊天、谈心。经常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家
访，取得家长的支持和理解。

在胡秀春的带领下，学校通过校园
科技节等活动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积
极开展各种科技社团活动，带领学生去
科技馆、地质博物馆等进行科技体验，
老师带领学生开展科技实践活动，组织
学生、家长进行科技小发明的创作，科
技教育成果颇丰。

2016年，学校的微电影社团完成的
5部科学微电影在国际第一届微电影比
赛和全国第七届影像节比赛中均获得

一、二、三等奖的好成绩。学校的机器
人社团连续6年在全国机器人比赛中获
得一、二、三等奖的好成绩。

2015年，桐淮小区小学被中原区教
育体育局定为高效课堂改革实验校之
一。接到任务后，胡秀春带领老师们认
真学习先进的课改理念，和领导班子、
骨干教师多次讨论、制订推进改革的方
案、计划；请专家来指导，用课题来引
领。带领老师们一起到其他实验校学
习先进经验，和老师们一起备课、听课、
评课；一起讨论班级文化建设、小组构
建情况；一起开展教学研究，打磨课堂
流程。

导学案不知改了多少次，研讨会不
知开了多少次，课堂流程不知打磨了多
少次，逐步探索出了适合学校的课堂改
革之路，“活力课堂”也初见成效。学生
越来越喜欢新课堂，老师越来越喜欢新
的授课方式，老师多次在各级教学评比
中获奖，课堂改革推进的同时也促进了
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推进。桐淮小区小
学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家长示范校、郑州
市道德课堂建设先进校、郑州市校本课
程建设先进校等，胡秀春也被评为中原
区“三八红旗手”、中原区教育系统先进
工作者。
记者 张改华 文/图

任玉兰是万达社区副主任，2013年
5月到万达社区工作。几年来，从为社
区申请健身器材到组织文艺活动，任玉
兰凭着一股子韧劲儿，将社区管理得有
声有色。刚来社区时，任玉兰听到一
些体育爱好者因为没有健身器材而烦
恼，回来后就把这事记在心上，想方设
法争取上级的支持，一次次打报告，一
个电话一个电话地问，再不行就去上
级部门反映。凭着这股子韧劲，经过
连续两年的不断努力，终于得到区教
体局的支持，给小区配备了一整套健
身器材共 14件，这下大家可有地方活
动了。

为了满足社区不同层次居民的文
化、健身需求，任玉兰通过入户登记，走
访住户、通知报名等方式了解居民的文
化需求，在原有基础上又带领文艺骨干
成立了3支文艺队，分别是老人模特队、
广场舞队、太极拳队，发展文艺爱好者
100多人。

工作之余，任玉兰发现，随着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家中过时、过小
的旧衣物越来越多，卖废品没人收，扔
掉又造成浪费，还造成环境污染。看到
这些，任玉兰就主动联系社会公益组织
在社区安放了一个捐衣箱，让居民随时
都可以把家里不穿的旧衣物拿出来捐

赠；还组织动员辖区居民捐书捐物，并
将这些物资通过公益组织送到平顶山、
驻马店的贫困地区，使贫困家庭的孩子
们有了课外读物、学习用品、衣物、玩具
等。截至目前，社区捐赠旧衣物累计达
到2000公斤。

居民陈德营的老伴身体有多种疾
病，多次申请残疾证变更，任玉兰接待
了 11次，历时 8个多月，最后终于将全
部的手续办理完毕。陈德营非常感
动，每次见了任玉兰总是说：“小任，你
待我实在是太好了，有啥事需要我的
尽管说啊！”

6号楼市政退休职工张小燕身体多
病，爱人又得重病去世，两个孩子还未
成年，爱人去世后她曾一度处于悲痛
中，不能自拔。任玉兰得知后，就带着
社区干部常去她家和她聊天，不断地安
慰开导她，每次张小燕都感动得泪流满
面。当她遇到采暖费交不上的困难时，
任玉兰又多次与物业联系沟通并给予
帮助解决。后来，张小燕的心情慢慢开
朗起来，脸上又有了笑容。

社区工作繁杂而又琐碎，但任玉
兰说：“我愿做一枝白玉兰在社区静静
开放，用淡淡的清香为居民带来快乐
和幸福。”
记者 张改华 文/图

在中原区一条喧闹繁忙的小街一角，经常会看到一位自做鞋垫卖
的老人。她就是中原区三官庙街道中原中路一社区的退休老共产党员
雷存（上图左）。

雷存又名雷爱存，现年65岁。她并没有显赫的地位和富有的家
产，仅仅依靠1000多元的退休金和卖鞋垫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并年复
一年地为公益事业奉献着爱心。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宋卫平 文/图

她用做鞋垫赚来的钱
帮助别人

工资只有1000多元，还常自掏腰
包慰问困难居民

雷存退休以前任郑煤集团王庄煤
矿家属安全协管员，那时候就热心公
益。她发动学校学生为职工写安全信
数千封，发动家属们为职工做安全鞋垫
数千双，让安全生产意识潜移默化在职
工心中。

退休后，闲不住的雷存开始缝制鞋
垫，又批发一些袜子、钥匙链、指甲剪等
小物件摆地摊，将所得收入接济给需要
帮助之人。不仅如此，逢年过节，她在
自己并不富裕、每月工资仅有1000多元
的情况下，自掏腰包买来米、面、油等慰
问辖区生活困难的群众。看到报纸、电
视上一些贫困家庭的报道时，她都想法
设法送去自己的一份爱心，少的几十
元，多则上千元。

500元、700元、1000元……
靠着卖鞋垫，她一直在捐献爱心

2008年 1月 20日，雷存看到报道
称，一个叫王正阳的 5岁男孩因患白血
病无钱医治，便辗转打听到男孩所住的
医院，送去500元钱。

岗坡路思达门口曾长期寄住着一
名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精神恍惚的流
浪汉，饿了，去垃圾箱里扒拣食物吃；渴
了，就到自来水管前猛喝。雷存看他可
怜，便时常给他端水送饭、送衣赠被，曾
遭到周围一些人的不解，甚至讥讽嘲
笑，但她视而不见，不改初衷，直至救助
站的同志将其领走。

汶川大地震，举国震惊。雷存第一
时间自费订制了一个印有“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心系汶川灾区”的大红条幅，
悬挂在岗坡路马路边，号召人们为灾区
重建贡献力量，并将700元钱捐给灾区，
将亲手缝制的700余双鞋垫通过邮局捐
献给在灾区日夜奋战的武警官兵。当
她得知汶川的伤员到郑州市中心医院
救治时，又送去亲手包的200多个粽子，
在场的医护人员也很动容。

她用微薄的收入彰显着人间大爱：
玉树大地震，雷存又在第一时间将1000
元现金捐给灾区。

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她积极响
应，踊跃报名，加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
与困难党员张桂花结成帮扶对子，经常
到其家中走访，帮助解决日常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逢年过节，雷存总是自己出
资购买米、面、油等慰问品到张桂花家
中看望她，祝她节日快乐，并鼓励其自
强不息，战胜困难。

2010年“八一”建军节，雷存自费买
来400多斤西瓜送给驻扎在中原西路的
武警官兵。自此以后，每年的建军节，
她都以不同的方式送去慰问。

2011年“七一”建党节前夕，雷存拿
出 300元，顶着中午的太阳买来 5台电
扇送给了辖区的困难群众。

吴灿原是岗坡路 5号院的居民，丈
夫去世多年，自己患重度类风湿，一级
残疾，无业，儿子上学，生活非常困难。
雷存了解她家的情况后，多次去她家进
行慰问，直至其去世。

常言道：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
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
做好事。一桩桩，一件件……雷存的爱
心仍在继续。

她凭着一股韧劲儿
将社区管理得有声有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