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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路与柳江路交叉口向北约60米路东，
下水道堵塞。

解放南路与珠江路交叉口向南约 180 米路
东，交通标志牌脱落。

漯河三高家属院门口，下水道堵塞，污水外
溢。

人民路与五一路交叉口附近，有人私装地
锁，占用公共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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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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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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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震
41岁的张昆是源汇区干河陈街道党

政办主任，同时负责联系姬崔村开展工
作。在源汇区干河陈街道姬崔村，提起
张昆，村民都很熟悉。

12月3日，记者见到张昆时，他在
和其他驻村干部以及村“两委”干部开
研判会，准备入户开展政策宣讲，帮助
村民打扫卫生。

姬崔村 71岁的老党员安和林告诉

记者：“张昆主任是我们村民知心人，
不管是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还是作
为包村干部，他为大家解民忧，办实
事，带领我们村发展村集体经济，村
民待遇越来越好，看病可以二次报
销，家里的水、电都是村里统一改
造，人居环境提升了，村民的钱袋子
更鼓了。”

今年 7 月，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席
卷而来。张昆作为干河陈街道疫情防

控后勤保障的负责人，在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承担着保障后勤物资的重要职
责。

筹措防疫物资、清点库存、分配防
疫物资成为张昆每天必做的工作。我市
主城区全员核酸检测期间，张昆凌晨时
分独自完成了20余箱物资的领取和搬
运，忙完又带领党政办工作人员，将物
资一件件整理好，又一件件分发到38个
核酸检测点，并对每一类物资做好登
记。虽然辛苦，但是他毫无怨言。还有
多少个口罩、多少瓶洗手液、多少瓶酒
精、多少支额温枪、多少双医用手套等

他都了然于胸。他在工作中常说，好钢
用在刀刃上，现在物资紧张，把物资统
筹起来用，才能保证防疫工作正常开
展。

“张昆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还组
织好防疫宣传、后勤各方面工作，晚上
下班后还会经常接到临时安排的工作。
但无论多晚，他都是第一时间处理。每
天晚上，我们办公室的灯总会亮到深
夜。他常说，一线的同志们还在值守，
他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我要保证能够第
一时间调配到位。”张昆的同事杨明瑞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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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旭
在市区建设路167号院，提起解巧

玲一家，居民无不称赞。解巧玲细心照
顾婆婆赵玉梅20多年的事迹在小区广为
传颂，是大家心中的榜样。解巧玲一家
被评为漯河市2020年度“文明家庭”。

12月 6日，记者走进解巧玲家时，
她和丈夫邓茂林正在准备晚饭。两人都
年已七旬，一个爽朗大方，一个忠厚老
实。

20多年前，赵玉梅遭遇车祸后患上
癫痫。随着年龄的增长，她逐渐生活不
能自理。眼看婆婆的身体每况愈下，解
巧玲将公婆接到家中同住。公公去世
后，婆婆一直跟着解巧玲。“俺妈每天的
饮食起居都是她在照顾。老人爱吃萝卜
大肉馅饺子，她就经常包，还有水果，
也没断过。”邓茂林说。

在家中一角，记者看到堆放着大

量棉衣、棉裤，这些都是为赵玉梅准
备的。赵玉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
病，肢体抽搐、口吐白沫，且大小便
失禁。每次病发后，解巧玲就要清洗
沾满粪便的衣物。说起为何不使用纸
尿裤，解巧玲表示，婆婆觉得穿纸尿
裤不舒服，一穿她就撕扯，只好多准
备些衣服，随时都能用。赵玉梅如今
已 96 岁高龄，听力下降，口齿不清。
采访时，提起儿媳妇，老人一直说：

“好得很。”
赵玉梅长期照顾婆婆的事迹让人动

容，这其中就包括和解巧玲做了40多年
邻居的张桂花。“她家的事我清楚。玉梅
姨有6个孩子，都很孝顺，但她还是愿意
和儿媳妇住在一起。”张桂花说，“玉梅
姨年龄大了，有时候神志不清，连自己
儿子也认不出来，但每次都能认出儿媳
妇，你说奇怪不？”

父母的身教胜于言传，解巧玲的女
儿、儿子都很孝顺。解巧玲也是老人，
有时照顾婆婆难免力不从心，子女就经
常回家帮忙，减轻父母的负担。孝道正
在这个家庭传承。

有人说，爱如果只停留在家人之
间，这种爱是小爱，解巧玲将爱延伸
到亲朋邻里身上，成就了大爱。同住
167号院的穆凤英告诉记者，丈夫和儿
子由于生病行动不便，儿媳工作忙
碌，自己 3 次因为骨折住院，都是解
巧玲去医院照顾她。“我打电话给她，
她二话不说就来医院了。都说远亲不

如近邻，只要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忙
的，这对夫妻一定尽可能地帮忙。”穆
凤英说。

此外，夫妻二人积极参与社区活
动，配合社区工作。尤其是家庭、邻里
之间的调解，一听说哪里有矛盾需要解
决，他们就立刻上门。“邓叔是党员，只
要听说社区开展活动，总是首先报名参
加。在疫情防控期间，他和解姨不仅捐
款，还在小区门口值守，从不迟到、早
退，是我们每个家庭学习的榜样。”源汇
区顺河街街道建西社区社居委主任梁三
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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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陶小敏
实 习 生 张皎洁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司家豪是市城管局数字化城

市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参加工作
以来，他任劳任怨、兢兢业业，
以自身的担当和作为展示着新时
代城管人的风采。

日常工作中，司家豪主要负
责信息采集员的日常考核、市民
投诉问题的核实与督办以及城市
管理热点、难点问题的普查与督
办 。 本 报 《我 是 创 文 “ 啄 木
鸟”》栏目开办以来，他承担着
对曝光问题的审核、责任单位的
确认、告知书的派发等任务。这
些任务他都能圆满完成。

长期基层工作的经历，练就
了过硬的业务能力，他不仅全面
掌握市区路面破损、街面秩序等
具体情况，还总能及时发现市民
可能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按照
要求开展各类专项问题普查，努

力做好各项信息资料的收集，并
进行分析研判，为领导决策提供
准确有效的数据支持。不管何时
接到市民反映的问题，他总是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联系相关
部门进行处置，尽快解决。

每年的汛期都是对城市管理
部门的考验。今年7月份我市迎
来一场暴雨。面对雨情，司家豪
第一时间组织采集员成立4个应
急分队上路巡查。在巡查的过程
中，他还带领队员在危险区域放
置警示牌。有一次，在巡查至市
区太行山路与龙江路交叉口时，
司家豪发现附近积水严重，积水
深度约70厘米。司家豪毫不犹豫
跳入水中寻找下水口，清理树
叶、垃圾等堵塞物。由于雨水的
压力，井盖变得异常重。司家豪
使出浑身的劲儿，将沿路的数个
井盖一一撬开。他的手上磨出了
水泡，浑身早已被雨水淋湿，但
他一直坚守至道路积水排净，并
将井盖一一恢复原位才离开。其
间，他还帮助被困车辆脱困，帮
老人、小孩儿安全通过。

“咱们城管人的职责就是让城
市更美好、让市民更幸福，所以
要多站在市民的立场上考虑问
题。”司家豪表示，他会不断努
力，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20212021年年1010月份月份))

司家豪司家豪

■本报记者 杨 旭
通 讯 员 侯雅淇

近日，临颍县新城街道大墓
罗村委收到杜先生送来的一面锦
旗。这面锦旗是送给大墓罗村民
罗遂勋老人的，感谢他拾金不昧。

日前，罗遂勋老人经过县城
建设路外贸新城附近时，捡到一
个黑色钱包，里面有1400多元现
金，还有银行卡和驾驶证等物
品。罗遂勋老人担心失主会回

来，便在原地等待，见半天无人
来寻找，便把钱包交给大墓罗村
委。

随后，村干部找到了失主杜
先生。

孝顺儿媳撑起“文明家庭” 司家豪：
履职尽责 让城市更加美好

老人拾金不昧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宜书
《栗门张的故事》在漯河手机报微信

公众号发布后，网友们纷纷留言，说在
郾城区孟庙镇有一个名为拦河潘的村
庄，历史悠久，是全国最大的潘氏宗族
聚居村落之一。拦河潘究竟有什么故
事？日前，在郾城区拦河潘支系文化研
究会会长潘留根、潘西村村支书潘耀
华、驻村第一书记尚跃永等人的带领
下，记者进行了探访。

拦河潘是一个颇有历史的村落。最
早一批村民在洪武年间自永和县迁徙至
此，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其间，因水
患、经商、求学等原因，一部分村民迁
走了。在20世纪80年代，拦河潘被分成
了三个村，分别是潘西村、潘东村和潘
北村。

“我们拦河潘没杂姓，清一色为潘氏
太祖直系宗亲。上次人口普查，三潘共
有6000余人，男子都是潘姓。漯河很多
潘姓村落，都是我们这里出去的支系。
比如，临颍县石桥乡潘庄和皇帝庙乡潘
牛村等。”潘留根说。

说话间来到了村西的仁佑庙前。
大殿在苍松翠柏间巍然屹立，威严肃
穆。庙中供奉的是治水有功的李二
郎。逢年过节还有人来此祭拜，求个
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三月十九，在潘
东村的老太爷墓前还会有声势浩大的
祭祖仪式，远至云南潘姓支系，近则
周边各村各支，都会派几个代表来参
加祭祖大典。这是拦河潘的潘姓一脉
内心深处的情感寄托。

拦河潘出土过青铜器。青铜器的
发现是在 1979 年的 8月。市博物馆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出土多件

极为珍贵的文物，其中 6 件被河南省
博物院收藏，5 件被漯河市博物馆收
藏。在漯河市博物馆收藏的均是国家
二级文物。这批青铜器制作精美、器
型典型。

“当时建荣爷他们在烧窑制砖取土
时，干活累了，把铁锹往地上一扎，‘咣
当’一声，砸到一个东西。众人向下挖
去，在离地不过30厘米处，挖出了一些
青铜器。”潘耀华说。

青铜器出土后，村里联系了当时
的孟庙人民公社，公社又联系了当时
的郾城县文化局。为了能更好地保护
文物，潘建荣、潘德收、潘全收三人
把青铜器送到了郾城县文化局。当
时，郾城县文化局还奖励了他们 3 台
百泉牌半导体收音机。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在原郾城县
志总编室的孟新安所著的 《郾城县出
土一批商代青铜器》一文中获悉，“拦
河潘出土的青铜器为商代早期的文
物。发掘现场，工作人员看到青铜器
集中放置在不足 1 平方米的区域内。
其中，两爵分别置于两罍之中，且锈
在了一起。其余各件有的倒卧，有的
斜立。此外，没有发现别的文物。由
此推断，器物不是随柳河水冲积而
来，而属窖藏器物。”

原漯河师范学校的张汝鲤在《古郾

子国考辨》一文中也有印证：“拦河潘
出土的青铜器为商朝早期的，考查它们
的型制与纹饰，可确定是商代前期上层
奴隶主所享用之物。有人推测，这可能
是商王对其近臣或亲族的赏赐物。”这
批青铜器在全国都有影响，对于研究中
原地带青铜文化及郾城历史有重要的价
值。

拦河潘是一个颇有尚武之风的村
子。村中自古就有习武的传统，主要
练的是大洪拳、小洪拳还有梢子棍。
村里现在还有不少人能完整地打下来
一套。“我们这儿有句俗语：喝了拦河
潘的水，大人小孩都会踢踢腿”，潘耀
华说，“说起武术，在拦河潘，最有意
思的就是清末武举人潘凤楼的故事
了。”

潘凤楼好武尚德，颇有侠客之风，
十里八村名头不小。有一天，一个人不
服气要来切磋。走到拦河潘村北的地
头，此时潘凤楼正在犁地。这个人问
他：“你知不知道你们村有一个叫潘凤楼
的，武功高强，我要和他比试比试。”潘
凤楼见状，回道：“你别找潘凤楼了，我
是这个村的一个老头，多少有点力气，
会点儿拳脚，咱俩先来试试吧。这样，
犁地的一般都是牲口，这次我来犁，你
来扶着。”说话间，潘凤楼用手拉着犁跑
了起来。那人一看，拦河潘随便一个犁
地的老头都这么厉害，转身走了，不敢
再提比试之事。

“如今村里环境变好了，文明之风更
浓了，下一步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带动
村民致富。”潘耀华说，现在潘西村鼓励
村民流转土地，目前已经流转将近1000
亩土地。村“两委”班子成员带头流转
土地发展产业，以打消村民顾虑。村

“两委”班子还集资加强农田水利配套建
设，把村里的农田打造成旱能浇、涝能
排的高标准良田。

历史滚滚向前，村庄的面貌也发生
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拦河潘的家谱、仁
佑庙前的松柏，还有静静躺在河南博物
馆的青铜器，虽无言，却一直默默见证
着拦河潘的历史变迁。

潘西村的古朴小院。

古风遗韵拦河潘

张昆：做村民的知心人

12月7日上午，2021年河南省橄榄球锦标赛在市体育馆开幕。来自
省体校和漯河、濮阳、南阳等地的9支队伍将参加为期两天的比拼。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