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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河南堤与太行山南路交叉口向东约20米
路北，路面塌陷。

沙北路与支六路交叉口西南角，景观灯破
损。

沙澧河景区老虎头南岸河堤，条石松动脱
落，有安全隐患。

交通南路与建新路交叉口向南约 70 米路
东，交通护栏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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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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可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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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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红
近日，记者到郾城区新店镇政府采

访。在郾城区政协委员韩付志的工作室
里，墙上挂满了锦旗。这些锦旗，都是村
民送给韩付志的。对此，韩付志笑着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要为老百姓办实
事。”

韩付志是郾城区新店镇韩庄村人，今
年74岁，是郾城区政协委员，新店镇商
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韩付志1969年
入伍，1971年7月入党，1975年3月复
员返乡。

2002年任郾城区政协委员以来，韩
付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入政
协委员履职尽责中，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搭起干群之间的“连心桥”。

2014年4月，在郾城区政协的大力
支持下，韩付志委员工作室挂牌成立，
老韩的干劲儿更足了，充分发挥政协委
员主体作用，积极协助党委政府化解基
层矛盾。

“老嫂子，你怎么了？”2014 年夏
天，韩付志在进村入户途中，看到70多
岁的张店村村民张大娘在路边哭泣，就上
前询问。

原来，与张大娘一起生活的聋哑女儿
和9岁的外孙女，由于种种原因入不了户
口，外孙女上不了学。张大娘一急就哭了
起来。韩付志问清楚情况后向有关部门反
映。最终，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熟悉老韩的人都知道，他调解矛盾时
有一个“四不”原则：不收一分钱、不吃
一顿饭、不抽一根烟、不喝一杯酒。“我
这样要求自己，做到讲有道理、管有方
法、严有标准、做有规格。”老韩说。群

众对韩付志特别信服，有什么事都愿意同
他讲。

据不完全统计，工作室挂牌至今，韩
付志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500余起，帮助
群众要回血汗钱300多万元，充分发挥了

“减压阀”“稳定器”的作用。
在扶贫助困上，韩付志也不遗余力。

他先后募集款物价值20多万元，救助失
学儿童56人。

2012年冬天，韩付志在薛庄村走访
时，发现失去双亲的小薛趴在用砖块垒成
的桌子上写作业，小手冻得红肿。他心疼
得流下了眼泪，当即就脱下棉衣披在小薛
身上。回到镇上后，他为小薛购买了课桌
和棉衣，并拿出1000元资助小薛上学，
一资助就是9年。

2020年，韩付志一边参加疫情防控
工作，一边帮群众销售因疫情滞销的农产
品，瘦了好几斤……

韩付志2008年被评为漯河市“十佳
市民”、河南省“百强站长”，2018年、
2019年被市司法局评为“最美调解员”，
2019 年被评为“全国最美基层政协委
员”，2021年被市退伍军人事务部评为

“退伍军人之星”。

韩付志：依托工作室 为民办实事

■本报记者 朱 红
10年前，一对男女相识20

天后，女方李玉平数次患病，直
至两年前成了植物人。而男方不
离不弃，已照顾对方10年。他
就是家住郾城区龙城镇栗庄村的
牛继甫。直到今年1月，李玉平
的儿子栗越航向社会求助，大家
才知道了这家人的故事。

2009年，栗越航的父母和
姥爷遭遇车祸，父亲和姥爷当场
死亡，母亲李玉平头部受伤。栗
越航当时才12岁。

牛继甫老家在龙城镇钮王
村，家里条件不好，一直未婚。
2012年，经人介绍，当时46岁
的牛继甫和 45 岁的李玉平相
识。他们本来可以组成三口之
家，幸福地生活下去。但相识
20天后，李玉平突发脑出血，
让这个家再次陷入困境。

脑出血手术后，李玉平落下
后遗症：说话不太清楚，左胳膊
左腿不能动，生活需要别人照
顾。当时两人并没有领结婚证，
牛继甫完全可以离开。但看着才
15 岁的栗越航和生病的李玉
平，憨厚的牛继甫没有走。他
说：“我认识玉平的时候她好好
的。不能因为生病了，我就不管
她了……”

就这样，牛继甫住进了李玉
平家，在附近打零工补贴家用，
以方便照顾李玉平。后来，李玉
平又出现了几次脑出血、脑梗，
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直到两年
前，李玉平再一次发病后陷入昏
迷，成了植物人。

“之前，玉平还能拿着小勺
子吃饭，后来病越来越重，现在
完全昏迷了……”采访中，牛继
甫对记者说。

栗越航也回到村里，就近打
工，方便照顾母亲。

栗越航告诉记者，这么多年

来，看到牛继甫叔叔尽心尽力地
照顾母亲，他非常感动。“其实
我心里早把牛叔叔当作爸爸了，
也想过改口，只不过叫顺了‘叔
叔’就没再改。叔叔来了以后，
这个家有了家的样子，我充分感
受到了温暖。我会孝敬叔叔一辈
子。”牛继甫听到后则说：“叫啥
都一样，怎么顺口怎么喊，我不
计较。”

“玉平，能听到不能，听到
了就眨眨眼，你看他们来看你
了……”“妈，能听到不，你睁
睁眼……”平时，牛继甫和栗越
航有空就和李玉平说说话。

记者问：“这么多年来，肯
定有人劝你一走了之吧。你有没
有离开的念头？”牛继甫笑着
说：“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亲
戚朋友和村里人也都是善意的劝
说，我都能理解。但既然来到这
个家，就要善待他们娘俩儿，而
且是一辈子……”

“2021年8月，村里给牛继
甫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每月
500元，还给他家办了低保，相
信这个家会越来越好的。”栗庄
村村支书李红民告诉记者。

市文明办副主任李天亮得知
牛继甫的事迹后，积极发动市文
明办党员为他家捐款捐物。1月
27日，市慈善总会副会长王磐
一行带着 5000 元救助金及礼
品，到他家慰问。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姨，过年好！您申请的临时救助

款收到了吗？您的身体咋样？”2月8
日下午，在郾城区孟庙镇新郑村沈春
菊家，社工邵琳琳和郑婷热情地与老
人拉起家常（如图）。“好，都可好。”
沈春菊拉着邵琳琳的手说。

今年70岁的沈春菊身患重病，老
伴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老两口没有
经济来源，生活困难。郾城区孟庙镇
社工站社工邵琳琳和郑婷通过入户走
访了解情况后，将老人确定为救助对
象，对其进行帮扶，春节前还帮老人
申请了1180元的临时救助款。

对邵琳琳和郑婷来说，这只是日
常工作的一部分。2021年10月，邵琳
琳和郑婷入职郾城区孟庙镇社工站。

为全面掌握镇里特殊群体的情况，两
人对26个村的住户进行走访。“全镇
有孤儿8个、留守儿童45个、临时救
助户204户。”2月9日，当被问及辖
区的救助对象情况时，邵琳琳不假思
索地说。

邵琳琳和郑婷还经常开展活动，
丰富特殊群体生活。“有一次活动中，
我发现一个小女孩儿身上和书包都很
脏，也不愿意和人说话。我们向村干
部了解得知，小女孩儿的妈妈长期在
外打工，爸爸是残疾人。此后，我们
每周五下午就去她家与她谈心、玩游
戏，鼓励她多和小朋友交往。现在，
她变得越来越开朗了。”郑婷说，因为
身着蓝色的工作服，她俩被孩子亲切
地称为“小蓝”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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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关爱特殊群体

■见习记者 王嘉明
“因为感受过爱，所以想传

递更多的爱。”寒假期间坚守在
防疫一线的志愿者秦可依如此对
记者说。

近日，记者在源汇新区管委
会办公室见到了做流调志愿者的
秦可依。接听热线电话，更新电
脑上的数据，向群众解释防疫政
策，统计街道、社区实时排查的
数据……这就是秦可依每天的工
作。这样的工作，她已坚持做了
两年。

秦可依热心公益事业。四年
前，14岁的秦可依跟随爱心人
士到漯河市乌托邦流浪动物救助
基地，参加救助流浪动物的志愿
活动。这项志愿活动她坚持参与

了四年。如今，秦可依已是河南
农业职业学院大一学生。

秦可依是红十字会志愿者，
经常看望困难家庭，为他们送去
温暖和爱心物资。她还是爱心粥
屋的志愿者，天还未亮，爱心粥
屋里就会出现她的身影，忙碌着
准备热气腾腾的饭菜。

今年寒假，秦可依还去看望
了特殊学校的儿童，和他们一起
学习、做游戏，用热情温暖着这
些孩子。

“我只是刚踏入公益道路的
新人。公益的路很漫长，需要我
们慢慢走。我会努力参与其中，
一如既往，在公益路上和大家并
肩前行。”18岁的秦可依坚定地
对记者说。

秦可依：热心公益事业

纠纷调解成功后，村民握住韩付志的手表示感谢。 资料图片

■文/本报记者 于文博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李洋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源汇
大队的一员。他工作踏实、责任感强，建
筑工地、大街小巷都活跃着他的身影。李
洋说，他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
在城市管理的岗位上。

2020年5月，李洋调到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支队源汇大队工作。凭着对工作
的热情，李洋无论做什么都一丝不苟。他
的巡查记录规范完整、询问笔录全面准
确、执法视频录制清晰、规范违章有理有
据，各项工作都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创文工作中，李洋负责路段执勤。炎
炎夏日，他在分包的路段上不间断巡查，
规范单车停放、劝阻占道商贩、捡拾地面
垃圾等。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但李洋没

有一丝懈怠，将工作做到最好。
天有不测风云。李洋偶然发现腹股沟

处有一个疙瘩，但他没在意，依然全身心
投入工作，直到疙瘩长得像鸡蛋一样大才
住院治疗。2021年5月至9月，李洋先后
进行多次手术。每次手术后，医生都要求
李洋在家休养、不要劳累。但每次休养没
几天，他就坚持返回工作岗位，跟着同事
下工地、拍照片、做笔录，俨然忘记自己
是个病人。面对家人和同事的劝说，李洋
说：“只有动起来，心里才踏实。”

李洋被评为 2021 年 11月份漯河市

“十佳市民”。“我做的都是分内的事。今
后，我会继续为城市管理尽心出力。”他
表示。

李洋：当好城市管理的螺丝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