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发
现身边的
不文明行
为，可扫
描左侧二
维码下载
漯河发布
APP 进行
报料。

龙江西路与高铁立交桥交叉口向东约 100
米路北，通信井盖移位。

黄河路与祁山路交叉口，车辆停在禁停线
上。

青河路畅通汽车维修中心门前，车辆停在
盲道上。

人民东路金地紫薇花园8号楼二单元楼道内
长期堆放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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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如公民德行的阳光，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

剂。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显著区别，就是人与人的交往突破了血缘地域的限
制，构建起一个“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
亲善、互助、友爱变得尤为珍贵。

走在公益路上的袁瑞涛就是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代表之
一。

■本报记者 陶小敏
机器轰鸣麦收忙。目前，“三夏”麦

收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6月2日，记者在舞阳县保和乡洼徐

村采访时，遇到了收割机手白民中。他皮
肤黝黑，话语中透着淳朴。

“干了20年了，这地不用量，我一看
就知道多少亩，一分也错不了。”白民中
的能力也得到了洼徐村村民的认可。

洼徐村是白民中每年麦收时节都会来
的村，收割一亩小麦正常收50元，倒伏
的小麦多收十几块钱。洼徐村几户小麦倒
伏的村民向他询价。“70元！保证比你们
用镰割的茬还短，麦子也能收上来。”“66
元吧，图个吉利！”“行！”三言两语间一
场讨价还价就结束了，村民和白民中脸上

都带着笑意。
白民中告诉记者，收割倒伏小麦对技

术有要求，技术不好的会有50斤~80斤
的麦子落在地里。他收倒伏小麦不仅收得
干净，余下的麦茬也最多只有几厘米。白
民中的儿子也跟着他收割小麦。儿子的驾
驶技术是他手把手教的，已经和他不相上
下。“他只会开，我不仅会开还会修。”白
民中笑称，这就叫“经验比学问大”。20
年来，白民中一直从事收割小麦的工作，
光联合收割机前后就已换过4台。

除了是收割机手，白民中还有一个身
份——舞阳县姜店乡白付湾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今年村“两委”班子换届选
举，白民中高票当选。

白民中表示，他外出收割小麦，乡里

领导知晓也允许，但他一直记挂着自己
村。在洼徐村干完，他就会回到白付湾
村，帮助村民们收割小麦。

“俺村的麦子熟得晚一点儿。村里还
有一台收割机，回去两天就能收完。”白
民中表示，给自己村的人收小麦，收费会
便宜一些。另外，对一些困难户、无劳动
能力的村民，他会提供从田间收割到拉粮
到家的全套服务。“当干部就得为群众服

务。我还是一名老党员，管好自己村里的
事是首要的。”

麦收时节，白民中外出收割小麦约
20天，能赚3万元左右，对此他很知足。
在机器少的那些年，他赚得更多，有5万
元左右。“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白民中
对这句话深有感触。他说，国家正在施行
乡村振兴战略，各项举措在农村也开始落
地，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收割机手白民中

■本报记者 张玲玲
39岁的王向涛是市中医院门诊党支

部组织委员、内科主治医生、心电图诊断
副主任技师。工作中，他一丝不苟、精益
求精，是医院业务骨干；工作之余，他热
心公益、助人为乐，用实际行动践行“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先后被评为漯河市优秀志愿者、“为
人民健康服务”红旗标兵，获得漯河青年
五四奖章。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王向
涛在保质保量完成科室工作的同时，积极

参与医院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值班，为就诊
患者及家属测量体温、排查有无疫区接触
史，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看到所在社
区招募党员志愿者的通知，王向涛在微信
群里第一个报名，利用休息时间参与社区
疫情防控，深入小区挨家挨户走访排查。
得知社区防疫物资紧缺，2020年 2月，
王向涛和爱人购买了30副护目镜、200
双医用橡胶手套、50包一次性手套等防
护用品捐给社区。

多年来，王向涛坚持以服务群众为宗
旨，把专业化服务和日常志愿活动结合起

来，多次组织并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服务
时长累计达 1200 多个小时，无偿献血
5000多毫升。市区双汇广场、人民公园
等公共场所，源汇区大刘镇、问十乡等都
有他为群众义诊的忙碌身影。

王向涛还加入了市公益顺风车志愿者

服务队、沙澧社工志愿者服务队、水滴志
愿者服务队等多个团队。“跟随团队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不仅能使孤寡老人、残疾人
等弱势群体感受到社会温暖，还能让他们
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王向涛说，“能
帮助别人，我感到非常充实。”

王向涛：为群众提供健康服务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公交车前面摆放着十多本图

书，后面摆放着多种杂志；手机
扫描座椅后背上的二维码就能阅
读电子图书；拉手上同样有提醒
阅读的字样和电子书二维码；公
交车内电子屏幕上，循环播放着

“书香漯河”建设成果……坐上
200路公交车，浓郁的书香扑面
而来。6月3日上午，由市文广旅
局、市图书馆和市公交集团携手
共建的“书香文化”线路吸引了
众多市民的眼光。

“这个创意好，车上有书和杂
志，利用坐车时间读点书，肯定
会收到开卷有益的效果！”看到车
厢变成了流动的图书馆，市民李
先生欣喜地说。

“把读书和乘公交结合在一
起，利用公交车这个流动平台宣
传普及读书理念，让市民在乘车
的同时享受读书的快乐，不断增
强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马玲告

诉记者，车厢文化宣传阵地能引
导市民多读书、读好书，在全社
会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丰富文
明城市内涵，进一步推动中华汉
字文化名城建设。

市图书馆后续将积极做好
200路公交车的图书投放、维护
和更新，把内容积极向上、群众
喜闻乐见的好书送到乘客身边，
力争把200路公交打造成漯河一
张崭新的文化名片。

“200 路以‘书香文化’命
名，是公交集团的第七条文化线
路，拓展了服务范围，增加了服
务内涵。200路的20辆公交车将
成为流动的图书馆。”市公交集团
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漯河公
交从2018年开始重点打造文化线
路，此前已经形成了101路“许
慎文化”、103 路“党建文化”、
105路“劳模文化”、106路“宪
法文化”、107路“巾帼文化”和
115路“拥军文化”6条文化线
路。

■李小将
进入夏季，各类瓜果、蔬菜大量

上市。一些瓜农、菜农进城销售瓜
果、蔬菜随意摆摊儿，既妨碍交通又
影响市容，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难
题。

近年来，为解决城区周边农户进
城销售瓜果、蔬菜难题，城市管理者
在市区设置了季节性瓜果、蔬菜销售
点。这既方便了农户售卖瓜果、蔬菜
和市民就近购买，又保障了城市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形成了农户安心、市
民放心、城管省心的共赢局面。

城市管理者设置季节性瓜果、蔬
菜销售点，引导瓜农、菜农进城有序
经营，是变“堵”为“疏”、变“赶”
为“导”，彰显了城市管理者为民服务
的情怀，是城市管理的创新和进步，
值得肯定与推广。

当然，季节性瓜果、蔬菜销售点
设置后，城市管理者不能一划了之，
还要切实管好。要加大巡逻力度，发
现问题立即整改，不断提升城市管理
水平。

销售瓜果、蔬菜的农户，要自觉
遵守城市管理规定，确保摊点卫生干
净，不乱扔垃圾杂物、不乱倒污水、
不乱扯乱挂等，维护我们的城市形
象。

■本报记者 朱 红
“记得第一次接触公益是在2015年端

午节，我和其他志愿者给环卫工人送手
套、毛巾、粽子等物品。那次之后，我
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漯河的一个爱心团
队，走上公益的道路。”6月1日，32岁
的袁瑞涛回忆道。

加入爱心团队后，袁瑞涛参加了寻

访抗战老兵活动，足迹踏遍漯河三区两
县，共计寻访130余位抗战老兵，在为他
们带去礼品的同时也送上精神慰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袁瑞涛组织爱
心人士为市中医院、源汇区中医院各送
去2000多个医用口罩；帮农户销售滞销
的3000余斤红萝卜，解了他们的燃眉之
急。

几年来，袁瑞涛先后到龙泉小学、
黑龙王庙小学、三塔寺小学等学校陪孩
子们一起过冬至、玩游戏、上音乐课，
给孩子们送去学习、生活用品。同时，
他还帮助6名贫困学生到洛阳慈善职业技
术学院上学。此外，每年的夏季，袁瑞
涛还会在沙澧河沿岸开展防溺水宣传。

袁瑞涛说：“公益路上，我能做的还
有很多。我将继续努力前行，尽最大的
努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影响
和带动身边的人加入这个光荣而伟大的
事业中来。”

袁瑞涛：走在公益路上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代取票、帮推轮椅、蹲地上进行安

检……6月2日，漯河西站，铁路部门工
作人员帮助7名坐着轮椅出行的残疾人顺
利坐上高铁。

家住源汇区的朱女士告诉记者，此次
一起出行的7人均为下肢残疾，且是第一
次乘坐高铁出远门。“天津的残联组织了

一个活动，我们一起报名了。但我们不知
道如何乘车。”朱女士说，在朋友的建议
下，她提前在铁路部门网站上申请了“重
点旅客服务”。

6月2日一大早，朱女士就接到漯河
西站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其乘车信
息。8时40分许，一行人刚进入车站广
场，几名穿着红马甲的工作人员便迎了

上去，全程帮着推轮椅、取车票，并在
验票口、安检处等地方开辟绿色通道，
之后引导着几个人乘坐无障碍电梯，安
全上了车。

“经历过这一次，我们再也不害怕出
远门了。”朱女士说，“感谢高铁西站工作
人员细致周到的服务，让我们感受到了来
自社会的关爱。”

6月3日，漯河日报社行管党支部携手漯河医专三附院走进郾城区龙塔街道北环
路社区开展“学党史 办实事 义诊送健康”活动。

见习记者 陈 迪 摄

6月3日，国网河南检修公司驻马店运维部的志愿者到郾城区特殊教育学校，为孩
子们带去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横车纵马，“棋”乐无穷；群
英聚一堂，一棋连八方。2021年
3月，龙争虎斗、精彩无限的全国
象棋比赛在各地火热开启。这场
由中国体育彩票组织开展的2021
年“好运‘弈棋’来”中国体育
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电视争霸
赛不仅是一次比拼，还是一次象
棋的交流，更是一次对体彩公益
理念的传播。无论象棋爱好者，
还是体彩实体店购彩者，都成了
此次比赛的参与者。大家齐聚一
堂，上演着一场场激烈的“楚汉
相争”。

自3月民间棋王争霸赛火热
开启以来，全国各地民间象棋爱
好者齐聚体彩实体店，以棋会
友，切磋棋艺，进行了一场又一
场既紧张激烈又充满和谐乐趣的
象棋博弈。

2021年“好运‘弈棋’来”
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
电视争霸赛，扬千年象棋文化，
展魅力运动风采。中国体育彩票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长期对象棋
运动及全民健身的普及和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此次民间棋王争霸赛让象棋

文化深入民间、贴近群众，不仅
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国粹，而
且丰富了广大群众的体育文化生
活，宣传了体彩助力全民健身的
理念，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国家公
益彩票的责任与担当。

从街头到社区，从乡镇到城
市，通过棋盘博弈与交流，每一
位走进体彩实体店参与民间棋王
争霸赛的参与者都感受到了欢乐
和力量，为体彩公益事业注入了
新的活力。

6月，全国海选阶段比赛将进
入最后选拔阶段。如果你想在

“楚汉之争”中崭露头角，只要年
满18周岁且为非职业选手，即可
登录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
选择最近的体彩实体店，在方寸
之间一展棋艺。 体彩

■见习记者 刘净旖
“谢谢你们，我刚才还在焦急

地寻找背包呢！”失主黄女士感激
地向顺河街街道泰中社区工作人
员赵永丽说。

6月2日下午，顺河街街道泰
中社区工作人员赵永丽下班后，
在民生街路边发现共享单车中有
一个背包，里面有身份证、银行
卡和现金3000元。她在原地等了
1个小时没有等到失主。随后，她
和社居委会主任徐鹏飞联系，两

人一起把背包交到派出所。随
后，民警核对信息，现场联系失
主，将背包交还给了黄女士。

7名残疾人出远门 高铁站开辟绿色通道

棋王争霸赛 等你来参与

“书香文化”公交线路开通——

公交车“变身”流动图书馆

公交车上摆放的图书。

捡到背包还失主

变“堵”为“疏”
多方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