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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路与南环路交叉口，车辆逆行。 泰山路与湘江路交叉口丽景苑小区9号楼3
单元，电动车乱停放，存在安全隐患。

市民政局西侧“百年德胜”门前，公共停
车位被圈占。

辽河路市场门口，车辆乱停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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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

步注入活力。正是依靠敬业奉献，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敬业乐业的
民族，必定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缺乏敬业精神的社会，难免被人诟病和
轻蔑。

环卫“夫妻档”孙付平和冉翠花就是我市众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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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才：党员身份是一辈子的坚守

王水才王水才

环卫“夫妻档”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今年87岁的王水才，出生于贫苦农

家，在饥寒交迫中坚持读书，学生时代
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63年来，他把党
员身份当成一辈子的坚守，矢志不渝地

传承共产党人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的作
风。如今，年迈的王水才双目失明，但
他仍坚持每天听新闻，并把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编成顺口溜，在小区里宣
讲。

1934年，王水才出生于临颍县杜曲
镇长枪王村。王水才6岁时母亲去世，
父亲带着他和弟弟过着穷苦的生活。他
从小就帮着父亲干农活、做家务、照顾
弟弟，13岁才开始上学。

“因为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我直
接就上了二年级。”王水才说，他非常
喜欢读书，学习特别刻苦，成绩在学校
名列前茅。考上初中读了两年后，王水
才辍学回家务农。

尽管辍学在家，但王水才只要有空
闲就读书，和同学、亲戚借来的书，他
经常读至深夜。后来王水才在家人的安
排下和一名叫李秀婵的女子结婚。善良
的李秀婵主动承担了农活和家务，好让
丈夫多些时间读书。“她虽然不识字，
但深知读书好处多，经常鼓励我继续去
上学。”王水才说，中考前，妻子借了
粮食烙成饼，让他带着去学校参加考
试。

那年，王水才不负妻子所望，以全

县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的临颍高
中。然而对贫苦家庭的人来说，求学道
路异常艰辛。“我每周从家里带几个杂
粮馍，夏天两三天就发霉了，冬天硬得
跟石头一样。”王水才说，上学条件是
艰苦的，但好在结果如人意。1956年，
王水才被保送至许昌师范学校。在学
校，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还担任了
班级团支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58
年，王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谈及自己的入党经历，王水才显得
格外自豪：“入党是无上的荣誉。当
时，我心里有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坚
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决不辜负党
员的身份。”

毕业后王水才留校担任辅导员，随
后又到许昌师范学校附中任教。1974
年，因妻子身体不好，他申请调回临颍
县，在当时的临颍县广播站工作，至
1994年退休。

从老师到从事宣传工作，在每一个
岗位上，王水才都牢记党员身份，始终
践行着一名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为人
民服务。工作中，王水才兢兢业业、无
私奉献。

据王水才的同事回忆，20世纪90

年代初，王水才每天骑自行车二十多公
里，到单位分包的村庄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工作之余，他经常热心帮
农民干活，并通过多方协调，帮助分包
村庄修缮了一座长年失修的桥。

退休后，王水才养成了天天读报、
看电视新闻的习惯，并经常在社区和企
业宣讲党的政策，传递党的声音。

2015年后，王水才因眼病逐渐失
明。从此，他每天6点、8点、12点、
19点准时通过收音机听新闻，了解国家
大事，还经常把一些国家大事编成顺口
溜。

“‘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布局
好，‘四个自信’记心中，‘一带一路’
倡议好，世界各地都欢迎……”7月5
日，记者见到王水才时，他正在临颍县
粼水立方小区向散步的人讲自己编的顺
口溜，有人不明白的地方，他会详细地
解释。

“我出身穷苦人家，6岁时母亲就去
世了。我能从一个农村娃成长为国家干
部，点滴进步都是党给的，党员就是我
一辈子的身份。只要我还能说话，我就
要把党的声音、党的温暖传递给更多
人。”王水才说。

7 月 7 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东大街社区工作人员排查辖区“九
小”场所和沿街门店消防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王 培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日前，爱心人士翟璐在市区

丁湾农贸市场开办了一家爱心粥
屋，免费提供早餐。

7月8日早上6点30分，市区
丁湾农贸市场内的爱心粥屋门
口，环卫工人和附近的孤寡老
人、残疾人自觉排好队，领取大
米粥、蒸馍和菜。

75岁的空巢老人李颖吃着香
喷喷的饭菜，脸上笑开了花，她
说：“我一个人不想做饭，平时都
是有一顿没一顿对付着吃。这里
有了粥屋后，我每天早上都过
来吃热乎可口的爱心早餐！”

“我们每天四五点起来打扫卫
生，这个时间段正好忙完，能坐
下来吃碗热饭实在太好了！”几位
环卫工人边吃饭边对记者说。

“这个爱心粥屋是6月23日开
始提供爱心早餐的。现在每天早
上在这儿吃饭的人大约在70人左
右。”41岁的翟璐是丁湾村人。今
年6月，翟璐看到附近有许多环
卫工人、孤寡老人及流浪者，就
决心开设一家爱心粥屋。

“目前，粥屋的资金主要来自
爱心人士的捐赠。我每天都会把
当天的就餐人数、志愿者人数、
馒头数量等账目发到爱心人士群
里，接受大家的监督。”翟璐告诉
记者，爱心粥屋吸引了很多爱心
人士加入到奉献爱心、志愿服务
的队伍中来。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
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希望爱心
粥屋能唤起更多人的爱，持续点
燃内心向善的力量，为建设和谐
社会贡献一份力量。”翟璐说。

■本报记者 朱 红
7月8日，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到，

26年如一日、甘做“马路天使”的环卫
“夫妻档”孙付平和冉翠花，成为7月份
“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今年55岁的孙付平和妻子冉翠花都
是环卫工人，已从事环卫清扫清运工作
26年。夫妻俩立足本职、乐于奉献，干
好各自辖区的保洁工作之外，还义务承
担起附近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的清扫清
运工作，并上门帮老弱病残居民清扫垃

圾。在万祥街社区，提起孙付平夫妇，
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

每天凌晨3点20分，孙付平会准时
叫醒妻子，装好开水、蒸馍，4点到达工
作岗位。两人先是借助路灯的光亮打扫
第一遍；7点打扫第二遍；中午在路边吃

点自带的干粮，下午 1 点多打扫第三
遍、第四遍。“有时间我们也会打扫第五
遍，干工作不能嫌累。”孙付平说。

2020年疫情期间，市民响应号召居
家减少外出，孙付平夫妇肩上的担子更
重了。他俩承担起万祥街、花园里街、
水楼后街、水楼前街、京广北街、小铁
路街6条背街小巷30多个垃圾存放点的
清运任务，此片区每天垃圾达六七吨。
妻子负责打扫，孙付平负责运垃圾，并
严格执行清扫消毒措施。夫妻俩疫情期
间累计清运垃圾300吨，保证了辖区卫
生整洁和居民的身心健康。

2020年5月，两人的事迹被中央电
视台《焦点访谈》报道，夫妻俩也被誉
为“马路天使”。

作为一名党员，孙付平恪守初心、
爱岗敬业，曾多次获得市级“环卫之
星”、市“十佳市民”、“漯河好人”等荣
誉称号。

■本报记者 王 培 通讯员 陈红改
7月7日晚上6点10分，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骑警郑骥龙巡逻
至黄河路铁路涵洞附近时，一辆私家车突
然停在他面前。车主神色慌张，称儿子惊
厥，要去市二院就医，但时逢晚高峰，车
辆较多，希望能得到交警的帮助。

郑骥龙看到车上一名3岁左右的孩子
口吐白沫、身体抽搐，立刻拉响警笛为私
家车开道。向中队汇报后，他通过对讲机
通知沿途执勤的同事提前疏通道路。

同事张玺斌听到消息后，在黄河路与
交通路交叉口，和郑骥龙汇合。两人驾驶
摩托车一前一后护送求助车辆，用时3分
钟就将患儿安全送达医院。

■李小将
前段时间，本报《我是创文啄木鸟》

栏目曝光了多起商家和市民圈占公共停车
位的问题。目前，有的已经整改到位，有
的依然如故。

有关部门在城市道路边施划停车位，
目的是缓解停车难题。然而，个别商户和
个人把公共停车位圈占起来，专供到店消
费的顾客和自己使用。

除了本报曝光的商家和市民外，笔者
探访发现，圈占公共停车位的现象还有不
少——个别人为了方便自己停车，甚至在
公共停车位安装地锁；各大医院门口，一
些人为了多收费，把公共停车位圈占起
来，有人要停车就得交费。

在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管是
谁，都不该把公共停车位据为己有。我们
应向圈占公共停车位的行为说不。在此也
提醒圈占公共停车位的商家和市民，还是
尽早自行清除为好，别等有关部门找上门
强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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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璐：爱心粥屋暖人心

7月7日下午，市妇联邀请市中级人民法院监察室工作人员到召陵
区青年镇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 杨 旭 摄

骑警紧急开道
护送男童就医

向圈占公共停车位说不

老人和环卫工人享用爱心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