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密力助就业困难者再就业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新密市创新工作

模式，坚持不懈地为民办“十大实事”，提
出了“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服务，多渠道、
多层次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着力解决困难
群众就业难的问题。据统计，1～6月，新
密市累计城镇新增就业8528人，其中就业
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948人。下一步，新密
市将继续高度重视就业再就业工作，完善
措施并强力推进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援
助。 记者 王银廷 通讯员 康琪

荥阳建立“困难党员
红色爱心基金”

帮助困难党员1238人
本报讯“感谢党，感谢市委组织部对

我这个老党员的关爱！我还要发挥余热
为荥阳添砖加瓦哩！”近日，在荥阳市豫龙
镇碾徐村，75岁的老党员徐秀莲紧紧地拉
住荥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的手激动地
说。据悉，荥阳市始终对相关工作高度重
视，他们把联系基层、服务群众，关怀关爱
帮扶长效机制作为推进“三讲三提升”活
动深入开展的创新载体来抓，建立完善了

“困难党员红色爱心基金”，对符合帮扶条
件的困难党员进行有效帮扶，目前，已募
集爱心基金30余万元，已帮扶1238人。

记者 王战龙 通讯员 丁波

中牟教体局网格化促管理
本报讯 中牟县教体局坚持依靠群

众，强化基层基础，在全县教育系统着力
构建“横到边、纵到底、条块融合”及各级
力量集中下沉的网格化管理工作格局。
一是建立三级网格管理模块和三级网格
架构体系，对各分包模块内的学校管理、
教学教研、学校稳定和学生安全及各时期
的重点工作进行全面指导。二是加强网
格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加速推进教育管
理、学校管理的精细化，同时将教育工作
主动融入社会管理网格，发挥教育对全县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特色服务作用。

记者 张辉

装有2万多元现金的钱包丢了

执法局队员捡到后归还失主
本报讯 7日 17时，新郑市梨河镇的

郜先生去综保区（港区）办事，买饮料时随
手把钱包放在了车顶上。他打开瓶盖喝
了一口，然后驾车而去。到家后，他想到
装有 21200 元钱和 10 多张银行卡的钱包
不见了，就返回寻找。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人和他一样焦
急。综保区（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动
大队二中队巡查时，队员吴志刚捡到了郜
先生的钱包，但找不到失主。

7日 19时，吴志刚终于碰到找钱包的
郜先生。经核实身份，钱包完璧归赵。当
时，郜先生拿出 2000元钱表感谢，被吴志
刚谢绝。

昨日，郜先生给执法局送锦旗感谢。
记者 王军方

巩义地税全力助推大项目建设
本报讯 今年以来，巩义市地税局紧

紧围绕巩义市投资过亿元项目，采取措施
积极主动地为这些大项目建设提供优质
高效的服务，该局将大项目具体落实到科
室，并按照大项目类别建立起分包责任体
系，对项目建设的引进、筹建、投产、运营
等各个环节进行全程跟踪服务，针对大项
目建设企业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
领购等设置专门服务岗，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问题，实行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于俊霞

□记者 王战龙
通讯员 陈秀珍 文/图

本报讯 党员楚红奎指着身后刚落成
的大门激动地说：“父老乡亲们，从今天起，
咱们下咀村终于有自己的‘村标’了。”

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做服装批零生
意致富的楚红奎总是力所能及地为群众办
好事实事，2009 年他投资 1 万多元为本村
安装了 20 余盏路灯，并承担了电费，今年
又在通向下咀村的路口建成一座不锈钢大
门，既方便了群众，又改善了村容村貌。

而这仅仅是全镇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为群众所做的实事中的一件。近年来，
乔楼镇党委把“为民”作为基层党建工作的着
力点，用心做好中小学硬件设施建设，文化大
院、“一场两台”和农家书屋建设，实施安全水
工程、村级标准卫生所建设等为民实事。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全镇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共承诺、践诺事项 4137 项；在基层
组织建设年活动中，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6
个，开展困难党员帮扶、红色爱心基金捐
款、“三夏”帮扶队等活动 20 余次，参加人
员42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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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红芹，是个好媳妇”
许红芹——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在经历了婚姻

的失败后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她用自己一颗善良的
心，让一个即将破灭的家庭重新升腾起生活的希望。

“红芹可是个好媳妇，
要不是红芹，他们这个家
早都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了。”提起许红芹，登封市
卢店镇刘沟村的村民交口
称赞。

在刘沟村村委会主任
吴贤顺的带领下，记者来
到许红芹的家。走进小
院，看到房屋虽然显得简
陋，却归置得整齐、干净，
许红芹正在厨房给公婆烙
油馍。

问起许红芹如何走进
这个家庭，她有些不好意
思，在一边的丈夫杨彦涛
说起了往日的情景。“1996
年，家里经历了一次大变
故，前妻因为难产去世，家
里也因给妻子治病欠下外
债。妻子去世后我对生活
失去了信心，每天回来冷
锅冷灶，上有老下有小，感
觉没啥盼头，就整天不回
家，每天就是找朋友打纸
牌、喝酒，孩子只能由年迈
的父母照顾，即使是自己
的衣服也是老母亲来洗。”

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余红洲 卢松娥

“我愿意，只要我们两个人好好干，一切都会好起来！”
后来，经媒人牵线后，杨彦涛第一次和许红芹见

了面，他直言不讳地告诉许红芹：“俺家上有80岁的
父母，下有一个 16岁的女儿，还有 1万多元的外债，
你还愿意跟着我吗？”而有着一次失败婚姻的许红芹
并没被杨彦涛这样的“条件”吓退，反而被眼前这个
男人的真诚所感动，她说了一句让杨彦涛至今都记
忆犹新且备受感动的话——“我愿意，只要我们两个
人好好干，一切都会好起来。”2006 年，许红芹带着
自己 3岁的小女儿走进了这个家庭，也让这个家庭
升腾起了希望。

走进这个家庭，许红芹成了家里的劳动力和贤

内助，每天出去打工外回到家还操持家务，家里逐渐
发生了变化。

“红芹是一个好妻子，来家里的几年把里里外外
打理得井井有条，刚来的时候并没有嫌弃我穷，还不
断地鼓励我好好干。你看现在，经过我们俩的共同
努力，我们欠的外债早几年都还完了，还用上了洗衣
机、空调、冰箱、太阳能，而且还供着大学生呢！她唯
一的缺点就是有时候光发脾气。”杨彦涛说。

“我发脾气还不是因为你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听丈夫这样在记者面前卖自己的“赖”，许红芹

“辩解”道。

吴贤顺说，红芹来到这个家，变化最大的就是彦
涛，这些作为乡里乡亲的我们都看在眼里。“彦涛
的前妻去世以后，彦涛整天用酒精麻醉自己，我
们看到他每天都是低着头，耷拉着脑袋，走路一
摇一晃，几岁的孩子也扔给父母不管不问，更别
说出去打工挣钱了。红芹来了以后，他慢慢地变
了，不仅把酒戒了，还在附近找了份工作，现在走
路总是挺胸抬头”。

别看红芹对丈夫“苛刻”，对老人可是关爱有

加。来这个家后，许红芹每天是变着花样地为老人
做各种好吃的，每日三餐尽量做到顿顿不重样，热菜
热饭伺候着，让老人吃得开心舒心，即使自己每天在
外工作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也亲自为老人做
饭，从不让老人动手。在日常生活中，大小事也大多
随着老人的性子来，从不惹老人生气。每逢过年过
节，总不忘给老人钱、买礼物或添置衣服。许红芹
说，老人们为子女操劳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照
顾他们还不是理所应当的？

“以前他走路耷拉着脑袋，现在是挺胸抬头”

俗话说后妈难当，在这个家里许红芹就充当着
这样一个最难当的角色。刚来到这个家时，杨彦涛
的女儿杨亚婷刚好上初三，为让女儿好好学习，每
逢女儿星期天回家，许红芹总是给女儿做好吃的，
并总是抢着把女儿一星期的脏衣服拿来洗。许红
芹清楚地记得：那是女儿上高中时，一次开家长会，
她坐在杨亚婷的座位上，无意中翻开作文本，看到
这样一段文字：“都说后妈狠毒，可我的后妈不是这
样的，她就像我的亲妈一样……”这让她感受到做
母亲的幸福，也让她更加喜爱眼前这个懂事的女
儿。她说：“亚婷 6岁时便失去母亲，没有像有些孩

子那样，强烈地抵触后妈，她在内心里始终渴望能
重获母爱，面对这迟来的母爱，懂事的她也是心存
感激。她把这股力量化作动力，那一年争气地考上
了登封一中。”入学之初，许红芹高高兴兴地专门跑
到登封带着女儿买新衣服。如今，杨亚婷已是一名
大学生。

许红芹进入这个家庭 8 年了，虽然日子过得紧
巴巴的，可是一家人的团结和睦却让邻居们艳羡不
已。对于未来，杨彦涛更是充满了希望，他计划两个
人再加劲干几年，等大女儿大学毕业后，自己再搞一
个林下生态养殖场，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儿的风俗：“习惯性”做好事
一村民免费为村民安路灯、建村大门

荥阳乔楼镇党员践诺事项4137项

本报讯 7 月初，省卫生厅下发通知，确定
郑州市金水区，中牟县，漯河市召陵区，南阳市
卧龙区，濮阳市濮阳县5个县（区）为“河南省卫
生应急综合示范县（市、区）”。省卫生厅 2010
年组织开展了河南省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县（市、

区）创建工作，并组织专家实地考核验收。经过
一年多的评估，最终确定5个县区为“河南省卫
生应急综合示范县（市、区）”。

同时，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局作为全省惟一
一家申报创建全国卫生应急示范区的单位，要

按照创建要求，做好卫生应急预防与准备、监测
与报告、应对处置等各项工作。8月份，国家“创
建国家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县（市、区）”专家组将
来金水区进行复核评估工作。

记者 王翠 通讯员 薛淑娜

我省确定首批省级卫生应急示范县（市、区）

金水区、中牟县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