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4 月 9 日，海福增
和指导员郭瑞，副中队长宋彦
峰等巡逻到花园路与天伦路
交叉口时，发现一家私自经营
的液化气站点正在给几个空
液化气罐充气。检查时，忽然
发现一个液化气罐正在漏气，
屋里还有人准备使用明火做
饭，迅速上前制止，驱散人员，
并对漏气的罐子进行紧急处
置，控制了险情。因发现及
时，处置得当，未造成重大财
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并通知
安检部门把液化气站人员控
制起来处理。

在安排好巡防中队巡逻
防范的同时，海福增多次协
助相关部门进行设卡盘查，
有效地整治各类街面突出治
安问题。 2013 年 3 月 15 日
晚，在花园路国基路交叉口
设卡盘查时，发现一男子鬼
鬼祟祟，形迹可疑，上前询问
该男子，让其出示证件，谁知

该男子拔腿就跑，此时他们
迅速冲上前去，将该男子按
倒在地，该男子几经反抗，终
于被制服。经仔细盘问，该
男子是个惯偷，移交沙门警
务室依法处理，得到严惩，此
类先进事迹不胜枚举。

老海，其实并不老，今年
46 岁。海福增 2005 年入队，
2006 年就担任国基路巡防中
队中队 长 职 务 至 今 。 期 间
他带领队员抓获各类违法
犯罪嫌疑人 60 余人，治安拘
留 6 人，治安处罚 12 人，为
群众做好事 2300 余起，抢险
救灾和扑救初期火灾 56 起，
收到群众锦旗 10 面，感谢信
110 余封。由于工作突出，
认真负责，踏实肯干，海福
增同志多次被评为“市巡消
一体化优秀巡防队员”“平安
建设先进个人”“双基工程优
秀治安巡防队员”“市先进个
人”等称号。 李建英

21世纪社区的牛玉甫，您认识
不，他可是咱国基路街道的“名
人”。
为啥说63岁的老牛是街道和
社区的“名人”？牛玉甫虽然今
年已经63岁了，却多才多艺，
二胡、唱歌、书法样样拿得起。
他不但是社区民间组织的“热
心人”、“领头人”，更积极组建
了21世纪社区书画协会，成为
当仁不让的书协“会长”。到这
里，故事还没有说完……
记者 王翠

每个人身边都有那么一些人，让人感受到热心、有趣或者是特别，而他们也总会拥有着一些不

为人知的背后故事和温暖情怀，你能看到的，或者你看不到的。在咱自己的报纸上，来一起聊一聊

老邻居、好街坊，别让那些点点滴滴，如金子般的光芒都被生活湮没了。

如果认识这样的人，可以电话与国基路街道文明办联系，请致电65692856；如
果您想写写

他们，可以将稿图发送到邮箱：gjlxuanchu
an@126.com，并注明姓名+联系方式，稿件见报即

可领取一本好书噢。

火热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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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咱国基路街道辖区的街头，活跃着一
支治安巡防队伍，他们巡逻在大街小巷，
无论白天黑夜，无论狂风暴雨；不管是面
临灾难和暴徒，不管是面对群众的求助
和抱怨，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老海”的
中队长海福增，每日带着队员们为辖区
群众安居乐业值守岗位、兢兢业业，被咱
老百姓称为“绿城卫士”。

牛玉甫 2003 年退居二
线，在博爱县工作期间曾当
过 代 课 教 师 ，1978 年 的 暑
假，学校安排他到新乡地区
高招办帮忙，可以保证工资
照发，生活待遇也不错。从
那年开始，牛玉甫每年一到
暑假就被高招办提名借调帮
忙，干起了登记分数、上传
下达的数据统计整理工作。

每次上交省里的材料，
老牛都认真审核。他算盘
打 得 好 ，分 数 统 计 准 确 率
高，字也写得漂亮，当时河
南省高招办对他印象深刻，
后来干脆就让牛玉甫直接
到省高招办来帮忙。一干
就是 7 年。原本可以留在省
高招办的老牛，却回到了家
乡供电局工作，后从县商务
局退二线。

回 忆 起 与 教 育 有 关 的
那段时光，老牛泪光闪烁感
慨道：“我就是喜欢干与教
育有关的事儿。”

与教育有着
“不解之缘” 2006年，牛玉甫迁居至郑州市21世纪

小区，成为这里的一分子。当时，这里还是
柳林镇，21世纪社区居委会主任是张成海，
老牛到这个小区后先和张成海“报到”，自报
家门愿意参与社区的各项活动。有了根据
地了，老牛开始发挥余热，参与唱歌、二胡、
书法等活动，组队带着小区的兄弟姐妹出
去参与社会表演，生活充实得不亦乐乎。

21世纪小区有不少喜爱书画的居民，为
了让大家有归属感，牛玉甫自发成立了21世
纪社区书画协会，与物业协调了一间屋子作

为活动室，没事大家就一起聊聊天、写写字。
同时，牛玉甫经朋友介绍，参与到教育部中国
书画等级考试（CCPT）河南省考试办公室的
项目中来，为有意愿参加中国书画等级考试
的人做协调服务、组织培训等工作。

牛玉甫在学习书法、精心创作、培训传
承书法的各个角色中不停转换奔波，2014
年他再次创建了郑州市金水区书法教育志
愿者协会，把达到“中级书法师”的书友汇
聚起来，用老牛的话说，“就是为了带动和
帮助更多的人写好中国字”。

老牛忙活成立两个“协会”

“我现在比上班还忙”

国基路街道办事处辖区流动人口多，
地理位置复杂，治安状况不容乐观，消防
隐患突出。现在，又面临城中村升级改
造，国基路巡防中队承担着巨大责任和压
力。

2007年初，花园路汽配大世界临街门
面房，因用电不当引起火灾，接到火情报
告后，海福增他立即调派队员一起赶赴现
场。在消防官兵到来之前，拉起警戒线，
疏散群众，指导商户自救，之后又配合消
防官兵进行现场救护。嗓子喊哑了，也顾
不上喝一口水，有人劝他休息一会，他却
说“多休息一分钟，商户的损失就多几十
上百万，几分钟对我来说不算啥，对商户
来说就是生命和财产损失”。

海福增连续工作整整 24 小时，得知
火灾彻底扑灭后，成功保护店铺几十间，
挽回人民财产上千万。得知无一人员伤
亡时，他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一块
重石终于落地。

作为中队长的海福增，迎难而上，带
领全体队员，为百姓保平安，为巡防中队
当好带头人，做好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被老百姓亲切的称呼为“老海”。

为巡防当好带头人
为百姓保平安的“老海”

2011 年，国家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在
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了

“中小学校要开设书法课”的要求。
这份文件，可是给牛玉甫打了“强心

针”，老牛的干劲更足了。
记得是在三门峡卢氏县的一个学校培

训，那是个礼拜天，还下着大雨，50 多名山
区中小学教师冒雨骑着车赶来参加学习，
让牛玉甫看到了中小学教师对提高汉字书
写技能的渴望，至今记忆深刻，也使他认定
了，书法教育是个大事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在 2013 年到 2014 年间，全省范围内，
牛玉甫直接参与组织的书法培训课就达
31期，参训人员达3000多人。但令老牛忧
心的是，参与书法测评达到规范、流畅、美
观行楷书的合格率却不足30%。

如此更坚定了他从事书法教育事业的
信心，牛玉甫深知任重道远、意义深刻，他
说：“我现在比未退休时还忙，时间不多了
不能浪费，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中国书法
的传承，为让更多的人写好中国字多做点
事儿。”

（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