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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新闻

“老百姓养鸡为下蛋，养猪为过年，养狗为看家守院，养我们干部为了啥？如果不为老
百姓办实事，连鸡、猪、狗都不如。”这是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挂在嘴
边的“干部经”。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唐庄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太行山区乡镇就因他而名扬全国。在
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工作40余年来，吴金印始终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情系
群众家长里短的知心人，更是与时俱进引领群众发展致富的主心骨。他说，“把群众
带到富路上，把干部带到正路上”是他一辈子的使命。 新华社记者 双瑞

作为曾经响遍大江南北的老典型，
吴金印带领唐庄镇群众发展致富的历
程，既是几十年来共产党人带领人民
群众不断奋斗的真实缩影，也是党员
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践行群众路线的
生动教材。

吴金印，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党委
书记。40 余年来，他“干一处响一处，走
一路富一路”。他扎根基层，是情系群众
的知心人，更是引领群众致富的主心骨。

吴金印几十年为民富民，把挖掉穷根
当做最大的联系群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他带领群众治山治水，填饱了村民的肚子；
八九十年代，他引导群众发展乡村经济，农
民的腰包鼓起来；如今他率领唐庄镇走在当
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前列。

尤为难得的是，吴金印多年来作风
如一，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遇事同群众

商量。治水造田，关闭污染严重的石砟
厂，上蔬菜大棚项目、招商引资……发展
中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征求群
众意见的结果。这种尊重群
众意愿的工作方式，使得唐庄
镇“小矛盾不出村，大矛盾不
出镇”。

党员干部为人民做一件
好事、实事并不难，难的是一
辈子做好事做实事。吴金印
40余年奋斗在基层一线，始终
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他的工
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经得
起群众的检验。

“干部和群众，是种子和
大地的关系，心系群众苗得
土，背离群众树断根。”吴金
印用几十年的为民爱民实践

证明，人民的爱戴是真正的丰碑，群众满
意是对党员干部的最高奖赏。

郑州慈善总会
晚晴志愿者工作站
为老人提供爱心服务
本报讯“他们就像亲人一样”，“太
方便了，不出家门就能看病”……9
月7日上午，“快乐做慈善，爱心满绿
城”——2013 年郑州慈善日系列活
动拉开了帷幕，晶华城社区内歌声、
欢笑声连成一片。当天，郑州慈善
总会晚晴志愿者工作站在晶华城社
区正式挂牌成立，并吸纳了学校、医
院、爱心企业、社会各界人士等11支
志愿者队伍共300余人，形成了“1+1
爱心联盟”，并开展了义务理发、体
检等一系列志愿服务。

在活动当天，郑州晚晴医院和
市第二人民医院分别派出了 20 人
左右的医疗团队，免费为小区内老
人进行测血压、慢性病检查等服
务。中秋节就要到了，郑州慈善总
会工作人员还把月饼送到了一些
空巢老人手中，提前为他们送去了
节日的祝福。

郑州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周培
功表示，此次慈善志愿服务活动是
今年郑州慈善日前的系列活动之
一，也是慈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得
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涵盖职
业最广的一次，“1+1 爱心联盟”将
主要对晶华城社区及附近社区的
老人进行居家服务、心理咨询、娱
乐等志愿服务，今后会在全郑州市
的社区推广开展。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王治

“寻找我们身边的好
人好事”开始评选
9月17日之前向全市征集“郑能量”

本报讯 在您身边，哪些人用善心
打动着世界？哪些事件以真善美
让您动容？即日起，郑州慈善总会
将在全市首次开展评选“寻找我们
身边的好人好事”活动，9月17日之
前，您可以将身边的好人、好事推
荐给慈善总会。

郑州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为及时宣传慈善先进人物和先
进事迹，郑州慈善总会开展首次评
选“寻找我们身边的好人好事”活
动，联合省会多家新闻媒体收集、盘
点近一年来发生在你我身边令人感
动的人物和事件，并进行集中表彰。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期
间，我市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
期刊等报道过的慈善新闻和慈善
人物，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的慈善
故事都可以参加评选。

通过前期评选之后，郑州慈善总
会还将在10月10日前通过走访、筛
选盘点出2013年最具慈善精神的故
事在省会新闻媒体上刊发播出。

报名联系电话：60993832，邮
箱为：zzcszh@163.com。
郑州晚报记者 裴蕾
通讯员 李帅帅

行驶在唐庄镇街道上，百威英博、北
新建材等世界500强和银金达、六和集团
等国内知名企业的厂区从眼前掠过，花
园、医院、学校、文化中心俱全的新农村社
区秀美堪比别墅区，让人怀疑究竟是置身
大都市还是小乡镇。

吴金印仍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标志
性打扮，头戴一顶军绿色小布帽，身上松
松套着件白色上衣，脚蹬一双黑色的老布
鞋，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认出来。他指点
着唐庄新貌对记者说：“帮助群众挖掉穷
根，就是最大的联系群众。”

十多年来，唐庄镇先后投入 5 亿多

元，修筑“五横五纵”10条道路30公里，完
善水、电、气、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吸引
了3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落户产业集聚
区。2012 年全镇工业产值 33.8 亿元，帮
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了业。

“车轱辘一转，一年十来万。”在贴息
贷款政策引导下，买货车跑运输的村民越
来越多。唐庄镇正在实施的“万亩林果
园”、“生态观光园”等农业现代化建设工
程，也让农民的腰包迅速鼓起来，改变了
从前“一家一户，一镰一锄，一犁一耙”的
小农经营方式。

“种了20亩桃，去年卖了11万元。”45

岁的马胜奎家住石屏村，正好位于唐庄镇
万亩果园内。指着自家宽敞明亮的小楼
和新买的轿车，他难掩心中的喜悦：“现在
俺村家家有果树，户户走富路，这都是托
了老吴的福。要不是他，俺现在还和以前
一样在土里刨食吃，更别说发家致富了！”

“当干部，只有为老百姓干实事，心里才
踏实。”吴金印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吴金
印带领干部群众在山上造田，让吃糠咽菜的
村民吃上了白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引
导发展乡镇企业，昔日花钱靠救济的农民摆
脱了贫穷；如今，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近万
元，家家住洋楼，看病上学就业都在家门口。

新华社9月9日刊发

在原本就不算大、因种了几畦黄瓜豆
角而更显拥挤的唐庄镇政府院内，很难看
到几个干部的身影，树影婆娑中透着一股
安静。在吴金印的带动下，全镇干部都沉
在基层，每人负责几个项目，经常吃住在
工地。

“只有生活在群众中，才能了解群众，
知道群众在想啥，才知道自己该干点啥。”
吴金印说，唐庄镇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群体

智慧的结晶，群众最有智慧，群众最有力量。
早年在狮豹头乡工作的 15 年里，吴

金印 7 年住在军烈属、“五保户”家里，8年
住在治山治水的工地上。到唐庄镇后，他
不住机关、村委，而是串百家门，每天给老
百姓交饭钱，一边帮他们跳水扫地，一边了
解基层情况，跟群众商量制定发展规划。

“全镇大人小孩都认识他，他了解的情
况比村干部还多还透，他一到山上去就有

人围过来打招呼。”吴金印多年的老同事
孟双喜老家在山上，他介绍说，村民一提
起吴金印就夸赞“这样的干部少见”。

回想起几十年来的工作，吴金印感慨
万千：“光靠咱一个人啥也弄不成。为群
众办事群众支持，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吴金印说：“干部和群众，是种子和大地的
关系。心系群众苗得土，背离群众树断
根，离开群众就是死路一条。”

“为群众干事心里才踏实，干部要走在正路上”

吴金印的“干部经”不是说说而已。
镇里上任何项目，他都是裤腿一挽身先士
卒；他的手机号是公开的，随时可能接到
群众反映情况的电话和短信。他自己不
会操作，经常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忙回短
信。吴金印说，干部一心为公是共产党的
优良传统，为群众干事心里才踏实。

1995 年前后，唐庄镇准备搞高效农
业蔬菜园区提高农民收入，要建100多座
日光温室大棚。为了少花钱多办事，镇里

提供建筑材料，村民义务劳动，每个镇领
导干部负责一个组。吴金印要求吃住在
工地，围着100多吨钢筋用玉米秆搭了许
多草庵。

有人背后说闲话：“这年头了谁还在
工地上住茅草庵？离家七八里地，来回也
不算远。这是老典型作秀吧？”时任唐庄
镇镇长的韩立平去问吴金印，吴金印说：

“是不是作秀咱心里最清楚，咱不做出行
动咋调动群众干？再说，100 多吨钢筋堆

着，夜里谁顺手拿走几根谁知道？这一圈
都住着干部，鼓舞士气，也能看好材料。”

那一次，全镇干部从9月份住到天冷
下霜，场地空了才撤。“大棚建好后承包给
各村群众，为致富发挥了大作用。”韩立平
回忆说。

干部走正路，直接效果是赢得群众的
信任。2005 年，当几个贫困村被划归唐
庄镇时，有村民兴奋地说：“老吴是真正为
老百姓干事的，肯定能让俺过上好日子！”

群众满意是对党员干部的最高奖赏
■新华快评

□新华社记者 双瑞 张兴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