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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上午，50多名老同志参
观了中牟县人民医院新区医
院，42年前，这些老同志在未
迁址的县人民医院呕心沥血，
无私奉献。通过参观，他们感
受到了新时代医院建设的成
果，对县人民医院近年来的发
展给予好评。
中牟播报 谢鹏飞
通讯员 邢小莉 文/图

中牟大蒜享誉中外，如今
又到了蒜苗覆膜的时候。在中
牟县有这样一个群种，她们蹲
守在劳动市场门口等待主家，
她们三五成群分工合作，她们
来自农村，只为贴补家用赚点

辛苦钱。17 日下午，记者在菜
农的蒜地里见到了这群正在忙
碌劳作的“临时工”。

“俺 5 个是‘合伙人’，专门
给主家的蒜苗覆膜浇水的。”45
岁的闫香兰说，“现在正是给蒜

苗覆膜的时节，俺5个合伙干这
都七八年了。”说罢，她又拉起
覆膜的机器吃力地一步一步倒
着走。一个妇女拿着小铲子把
两旁的土压在薄膜两边，另外3
个妇女正蹲在已经覆好膜的蒜

苗行间忙碌着。
记者走近后发现，46 岁的

吴玉枝手法敏捷，左右手同时
劳动，将塑料膜迅速地弄破一
个小洞，再把膜下的蒜苗露出
绿苗，简单又快捷。“俺家也是
种蒜的，家里忙完了就出来给
别人当‘临时工’。”她微笑着
说，“俺干活的手法快，她们开
玩笑说我是‘神手’。”

通过和她们交谈得知，她
们都是农村妇女，家里的孩子
还在上学或打工，为了赚点

“外快”，她们临时合伙，给蒜
苗覆膜的这十几天时间，每天
早上 5 点就骑着三轮车在劳
动市场等候主家，倘若给一亩
地蒜苗覆膜，她们最快也得两
个多小时，就这样一直蹲着或
是拉着机器，赚的钱平均分
配。“运气好一天能赚 100 多
块，有时候一天才赚二三十块
钱。”吴玉枝说。
中牟播报 杨亚博
邢昊冉 文/图

她们正在给蒜苗覆膜

记者贝宁和妻子张晓波

在中牟县有这样一对夫妻，丈
夫是资深记者，“劳动模范”；妻
子从事一线教育，是“最美教
师”。他们就是模范夫妻贝宁、
张晓波。 中牟播报 杨亚博
邢昊冉 通讯员 张效强 文/图

他获得中牟新闻届
第一个劳动奖章

贝宁在中牟电视台 21 年
来，先后在国家、省市媒体发
稿近 500 篇。其中有 100 多篇
作品获省市新闻奖。先后获
得“郑州市新闻报道工作先进
个人”、中牟县“对外宣传工作
先进个人”、中牟县“优秀共产
党员”、中牟县“劳动模范”等

多项荣誉称号。今年 4 月 30
日，中牟县庆祝五一国际劳动
节暨 2008～2014 年度劳动模
范表彰大会现场，贝宁作为一
名记者，获得中牟县委书记路
红卫亲自颁发的劳动奖章，这
在中牟新闻界还是第一次。

“我得向他学习，从他身上我
真切理解了知识改变命运这
句话的意义。”张晓波看着丈
夫由衷夸赞道。

她是中牟县“最美教师”

张晓波在教育岗位上工
作了31年，小学高级教师。现
任官渡路小学六年级班主任，
她所教过的班级多次被省、
市、县教育系统评为“文明班
级”等名誉称号。她连年荣获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先进工作者”。今年教师节，
她荣获中牟县“最美教师”光荣
称号。“晓波是个热血女性，她
经常说自己付出的同时也收获
了更多的关心和关爱，她是我
和孩子学习的标兵、模范”。丈
夫贝宁这样评价妻子。

生活中他们“并蒂花开”

一次，张晓波有个学生放
学后半夜还未回家，电话联系
不上，家长急得没办法，贝宁主

动陪着张晓波帮助寻找，找到
该学生后才知道，原来在别的
同学家住下了，家长感激得流
下热泪。

张晓波在工作之余主动承
担起家庭全部事物，要求丈夫
也不要请假，要全身心地投入
工作。并坚持每天观看中牟电
视台的自办节目，经常给丈夫
提出一些提高节目质量的意见
和建议。

同事眼中的“模范”

中牟电视台记者董礼虎
说：“时代需要像贝宁台长这样
的人。”

官渡路小学教师申伟彦说：
“张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贝宁、张晓波夫妻俩用朴
实的言行和坚实的信念诠释着
闪亮而火热的人生。

丈夫是劳模，妻子是标兵
记者贝宁与教师张晓波的故事

2014 年中牟红色主题邮票
集中巡展活动近日在中牟县文
化馆开幕，为期 24 场的巡展活
动将展出《毛泽东同志诞生
120 周年》《邓小平同志诞生
110 周年》《中国梦——民族振
兴》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邮集作
品共 60 多框。

结合今年《邓小平同志诞
生 110 周年》《中国梦——民族
振兴》等一系列红色主题邮票
的发行，发挥集邮文化“记载国
家大事、弘扬主旋律”的宣传、
教育作用，回顾中国共产党建
党93年来走过的光辉道路。本
次“庆祝祖国65周年华诞，红色
文化年”主题巡展活动从今年
10 月启动，相继在中牟全县各
乡镇、各单位展出，展现的多为
体现建党、建军、解放区、新中
国成立、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
期的集邮作品。
中牟播报 邢昊冉 杨亚博
通讯员 冯际广

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小
孙庄村的孙双林，痴情木工
活62年，80岁高龄依然坚
持每天做3个小板凳，村民
尊称他为“板凳爷爷”。
中牟播报 杨亚博 文/图

在孙双林小的时候，父亲
饿死在逃荒的路上，母亲因此
疯傻。年仅 18 岁的他便向中
牟县邢庄村最有名气的木匠
邢俊英拜师学艺。每天早上
起床后，他都要把师傅家的水
缸挑满水，然后开始打扫屋
子。有一次他扫地时捡到门
后的一张 10 元钱，便还给了
邢师傅。此后，邢师傅对他更
加用心，倾其所学教他木工技
术。孙双林常教育儿孙：“手
艺人凭本事吃饭，不是自己的
分文不能取。”

“板凳爷爷”孙双林在工匠房
里干木工活

每 当 村 里 的 小 孩 来 他
的木匠房玩耍时，无论多忙
他都会停下手头的活，给孩
子 们 做 些 刀 枪 棍 棒 之 类 的
木玩具。孙双林说：“看着
孩子们玩得那么起劲，我也
很开心。”

如今已是 80 岁的孙双林
每天还要坚持做工，在工匠房
的一角已经堆起了很多小板
凳。据他所说，每天做 3 个，
这些都是为腊月集会准备的，
一个能卖 15 元钱。“其实我不
在乎自己能挣多少钱，只想趁
着自己身体硬朗时多做点木
工活，这辈子手艺人吃饭的本
事不能丢。”孙双林说。

红色主题邮票
集中巡展到中牟

学成出师后，他曾在中牟
县建筑工会工作，后来回家种
地。村中谁家女儿出嫁，老人
过世，修屋盖房都要找他做木
工活。他的好手艺在村里人
尽皆知，无不称赞。他的邻居
张某说道：“‘板凳爷爷’人可
好了，俺家修个桌椅板凳都找
他，从来不要钱，活儿做得也
好。”他的徒弟孙某说：“俺师
父精益求精，木工手艺在俺村
好得很，十里八乡都知道俺师
父的名字。”

面对褒奖，他微笑不语，
继续低头做活。他用的锛凿
斧锯等工具都是自己亲手做
的，引绳削墨、量凿正枘更见
功底深厚，他雕刻在床头的
牡丹花更是栩栩如生，美轮
美奂。

做工精，做人实
村民争相称赞

“回家”
■图片新闻

10月17日是我国首个扶贫日。上午10
时，中牟县民政局局长、县慈善总会常务
副会长李晓莉带领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
来到官渡镇周庄村，看望白血病患者周
关梅，并为其送去了救助金3万元。
中牟播报 邢昊冉 通讯员 王伟 文/图

全国首个扶贫日
中牟慈善官渡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