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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诸葛篇）

王振华 倪俭康

“转作风、暖民心、促发展”。在作风转变年活动中，诸葛镇
机关干部以服务民生立于“实”，关爱群众重在“信”的做法，受到
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我找我哥”

9月2日上午，西韩社区的大学生韩运飞拎着一塑料袋新花
生来到了诸葛镇政府，门岗问他找谁，他自豪地说：“我找我哥，
我哥是郭主任。”他说的郭主任就是党政办主任郭瑞超，他们真
是亲戚吗？不是，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韩运飞是湖南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其父韩建国，自身残
疾，患有严重的腿部肌肉萎缩和腰椎间盘突出，不仅不能干活，
每年还要治病花钱。其母今年患病去世，使这个困难的家庭更
是雪上加霜，无奈，韩运飞决定退学打工。在一次下访中郭瑞超
听说了韩运飞的情况，他当即掏出随身所有的钱，并将情况反映
给镇工会，联系到一家企业资助韩运飞2000元学费。郭瑞超鼓
励韩运飞继续上学，努力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家乡，回报社会。就
这样，韩运飞把郭瑞超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开学在即，他跑到自
家地里，挖了一塑料袋花生要送给郭瑞超。

“咱便民服务中心，中”

“便民服务真方便，中！”一个身材不高的黑瘦老人，竖起大
拇指，见人就连声夸奖。

老人叫阎天才，诸葛镇刘沟村人，今年64岁，老伴走得早，
没有孩子，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活。

7月的一天，阎天才到诸葛镇便民服务中心办理新型农村
养老保险，便民服务中心主任郑文慧微笑着接过老人的身份证，
上面显示的出生年月还不到60岁，郑文慧告诉老人：“办理新型
养老保险，必须是60岁以上。按政策，你这九月才能办理。”老
人听了很不满意：“我今年 64 了，是村干部把我的身份证弄错
了，你们今天就得给我办！”郑文慧又笑了：“老先生，咱这是程
序，去市里办理必须以身份证为准。”老人气哼哼地扭头就往外
走：“不管了，身份证就放你这儿了，你们政府得给我改过来！”郑
文慧追着老人给他讲政策，改身份证是派出所的事，可老人就是
认定了她，几乎天天打电话催或者到服务中心追问。

郑文慧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下班了，她让丈夫骑摩托车带
着自己跑到刘沟村和镇派出所，希望能改正老人的身份证，早点

让老人享受补助，可时间太长了，老人的出生年月早已无法更
改。转眼到了九月，新一年的养老保险办理开始收集资料，老人
刚好跟上，于是郑文慧就拿着表格找到老人，看到郑文慧亲自找
上门来，老人惊喜不已，填好表格，准备好户口本，老人激动地
说：“郑主任，真难为你了，几年了，俺这养老保险都没办成，你却
给俺办成了，还给俺送到家里来，谢谢你，俺真是遇到好人了！”

“我们就是您的亲人”

诸葛镇东吉社区的许金良老人，今年已经70多岁了，独生
儿子早亡，孤身一人，生活困难。镇计划生育办公室根据政策给
他办理了独生子女扶助。可老人今年却身患重病，卧病在床，不
能行动。镇计生办主任王宏标听说之后，组成帮扶小组，定期看
望老人，并把扶助款亲自送到老人手上。8月的一天，王宏标带
着新鲜蔬菜去看望老人，骑摩托车走到半路，天突然下起了大
雨，等到了老人家里，王宏标早成了“落汤鸡”，看到王宏标浑身
湿透，老人感动得老泪纵横。王宏标笑着说：“没事的，过一会儿
就干了，您好好养病，以后我们就是您的亲人。”

“俺以后再也不上访了”

杨沟村有位王女士因为邻里宅基纠纷，多次到镇上访。虽
经镇信访办多次协调，可她依然不依不饶，坚持要求邻家退让，
结果纠纷陷入僵局。王女士表示，如果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将逐
级上访。

这天，是副镇长高帅红的接访日。午后2点，王女士又早早
坐在信访办门口。高帅红提前来到信访办，见到王女士，迎上
去，让进办公室，微笑着给她倒上水，开始耐心地听其诉说。在
长达3个多小时的接待中，高帅红始终没有争辩，没有解释，静
静地听王女士说完，并与土地、信访部门有关人员联系，核实情
况，和王女士一起边分析边拉家常，并给她讲历史上的“三尺巷”
故事，慢慢地王女士的情绪趋于稳定，态度也缓和下来。

天黑了，高帅红亲自陪同将王女士送到了家中。临出门，高
帅红把写有自己电话号码的纸条递到她手上，再三嘱咐：“大姐，
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和我联系，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协调解决！”
此时此刻，王女士眼里噙着泪花，紧紧拉着高帅红的手说：“高镇
长，其实俺告状只是为争一口气，没想到你能这样热情地对待
俺，俺要再这样麻缠，就说不过去了，宅基多几尺少几尺，能怎么

样？以后为这事儿俺再也不上访了。”

“回去俺就把房子拆了”

“请问各位领导，有人在前期拆迁中多拿多要，现在咋办？”9
月14日在洛阳市委党校培训会上，老赵率先发问。

“现在咱们镇政府正在进行纠偏工作，对前期拆迁中个别拆
迁户突破政策领取的政策外补偿，坚决通过扣发奖补款及分红
款等措施，收回原来所有的‘多吃多占’部分，维护拆迁工作的公
平、公正、公开，今后我们坚决做到，政策内的一分不能少，政策
外的一分不能给，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突破政策！”诸葛镇
镇长白凯的话掷地有声，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随着我区开发建设的加快，3号福民安置小区二期工程、兴
隆街及排涝支渠、吉庆路二期等项目开工在即，位于核心区的康
庄社区需要整体搬迁。时间紧，任务重，怎么办？诸葛镇党委、
政府大胆创新，于9月14、15日组织康庄社区全体党员、居民代
表在市委党校举办了“面对面碰撞，心与心交流”培训会。会上，
镇班子成员走进百姓中间，面对面向百姓宣传政策，倾听他们的
心声，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统一思想。

“俺孩子考上了大学，户口转为非农，毕业后工作不好找，以
后俺可咋办？”赵大姐不无担忧地问道。白凯当即回答说：“按照
政策，在校大中专学生享受农业人口安置标准，毕业后户口转回
本地时户口性质不变，农业按农业、非农按非农安置，夫妻双方
属‘一头沉’的按农业人口安置，在校大中专学生的认定以拆房
交地的时间为准。”赵大姐听后，笑着说：“这下俺可放心了，这次
搬迁，俺一定带头。”

就这样，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问个不停，有的语气委婉，有
的言语犀利，但镇班子成员都耐心给大家做解释，恳切的话语，
清晰、准确、到位的政策解释，不时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

不知不觉，天色渐黑，已是晚饭时分。临出门，老赵紧紧抓
住白凯的手说：“这样的会开得太好了，都说到俺们心窝儿里去
了，疑虑没有了，只要按政策执行，没得说，俺坚决支持，回去就
把房子拆了。”

喜看作风转变 气象焕然一新

眼下，我区 16 余万亩秋
作物喜获丰收。

据悉，我区秋作物种植
克服前期严重干旱，抓住雨
后有利时机，趁墒播种，抢时
浇灌，力保苗齐，科学施肥，
确保苗壮，同时加强后期田
间精细化管理，确保秋粮丰
收。图为佃庄镇东大郊村村
民悬挂收获的秋玉米。

张晓晨 郭汀喜 摄

丰收

眼下正是秋忙时节，各家各户都在抢收玉米，忙得不
亦乐乎。

9月20日下午，当笔者走进高利明的“家”时，他正悠闲
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迎笔者进屋，高利明忙着倒水，递水果，见笔者推辞，
他说：“来，甭客气，现在买水果，抬抬脚就行了，不比原先，
吃个苹果得跑几里地。”

“提前感受一下城市生活”
高利明，40多岁，诸葛镇谭翟社区人，去年新区水厂项

目选址谭翟村，高利明家的宅基地被征用，他带着妻子和
孩子来到了诸葛镇区，在街面租下了一套房子，这是一套
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约100平米的现代化住房，房子被主人
拾掇得整洁舒适。喝着热茶，笔者和高利明拉起了家常。

“你为啥要到镇区租房呢？在原先你家附近租个地方
多便宜？”

“不一样，俺在偏僻的乡村住了半辈子了，想享受一下
镇区的热闹和方便，再说了，咱们这里已经是城市区了，俺
想提前感受一下城市生活。”高利明喝了口茶，“你看，我俩
孩子都在洛阳上学，以前往返到镇上，得个把小时，现在好
了，一下车就到家了，多方便。再说，镇上就业面宽，超市、
饭店，随便就能找个活儿。”

“拆迁，俺可是拿了四个第一”
“在谭翟村，俺可是拿了四个第一。”说到拆迁，高利明

兴奋起来，他扳着指头，如数家珍：“去年，伊滨水厂拆迁正
好冲着俺家，在丈量宅子时，很多人都不愿意，俺回家和媳
妇一商量，第一个报名丈量；7月31日，第一个签协议；8月
7日，第一个腾房子，交宅子；8月10日，俺又是第一个拆房
子。”高利明满脸自豪地说。

“你为啥要第一个拆迁呢？”笔者难抑心中疑惑，问道。
“谁让咱是党员呢！”高利明笑了，“之前经常去洛阳，

看新区恁美的环境，路宽，楼高，景美，灯亮，热闹，打那时
俺就想，咱这儿啥时候也能变得恁美？现在真要开发了，
心里当然高兴，自然就积极了，还有——”他顿了一下，又
不好意思地说道，“说心里话，我争第一，也有私心，将来安
置房能挑个好楼层、好户型，门面房能挑个好位置，还可以
领到时段奖；听说咱的安置房没有楼层差价，先挑房可占
光大了！反正早晚都得拆，早拆既光荣又实惠，为啥不早
拆。”听着他朴实的话语，笔者笑了。

“前不久的奖补政策，俺又领了2万多块呢，真不赖！”
高利明补充道，“其实，大部分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不过，
人之常情，都想借这个机会多得点儿罢了。”

“快点儿开发，让大家少点儿后悔”
“你得了那么多第一，肯定有人说你出风头，烧包吧？”

看着憨厚的高利明，笔者问道。
“那当然，可风水轮流转，现在很多人都后悔了。俺给

你讲两件事儿，第一件是俺村的老高，当时要征他家的地，
他不愿意，就找俺换，俺地少，就做俺老掌柜的工作，这样，
俺和他进行了交换。现在老高见俺就说，当初要是不换该
多好呀，这样就可以领到征地受益金，一亩地一年1500多
元呢。咱种地一年，种子、化肥、农药得投入，犁、耙、种、收
得掏钱，除去这些投资，一亩地算下来也就落个百儿八十
块，人工算白搭，累死累活真不划算。第二件，俺村有个老
干部，70多岁了，当初征他的地，他也不愿意，和别人进行
了交换，承当不管啥优惠政策都叫对方享受。现在咱区有
个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政策，农宅已拆迁或地被征用，
只要符合其中一项，60岁以上，一个月可以领300多块。要
不是当时调地，他们老两口每月都能领到600多块呢。现
在说起这事儿，他直说后悔。你们说，咱们的开发就不能
快点儿？让大家都享受到好政策，少点儿后悔！”

“算算账，咱现在生活得很舒坦”
当笔者又问起高利明现在的生活时，他得意地打开冰

箱，让笔者看里面贮存的水果和肉类，然后又掰着指头算
起了经济账：“你看，俺家每人每月可以领安置过渡费150
块，俺五口人，除去房租400块，还有节余呢；俺两亩多地每
年可领取受益金3000多块；俺、俺媳妇、俺大孩子每人又交
了6000块养老保障费，现在俺每人每月能领160块，到50
岁，就变成240块了，到60岁，能领360块呢；再加上俺媳妇
在镇上也找了个工作，每月1000多块；俺在附近打个工每
月也能挣个千把块。你算算，俺家一个月的收入不少吧，
生活舒坦着呢。”

采访快要结束时，当笔者问老高对征迁还有啥感受，
他说，政策怪好嘛，虽说现在临时住在这儿，也基本适应
了，生活水平没下降，过着还中。

“听说，几个小区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就可以搬
进新房了。说心里话，俺现在最想的还是开发再快点儿，
环境再美点儿，能叫俺早点儿变成市民，早点儿过上城市
生活。”老高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

工 地 夫 妻 兵 携 手 迎 国 庆
陈晓辉

国庆节到了，大多数人已开始享受长假。可在福民工程 3
号安置小区工地，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在众多的建
筑工人里，有几对“夫妻兵”，他们在劳动中互助互爱，诠释爱情。

工地饭菜分外香

辛奠会今年45岁，来自重庆万州。她说，以前孩子小，她在
家照顾孩子，老公出来打工。后来孩子大了，她就跟着老公张光
辉一起来到了伊滨区。

自从伊滨区开发建设以来，他们先后参与了很多工程的开
发建设。辛奠会骄傲地说，每次老公带她路过曾经参与建设的
大楼，都会停下看一会儿，说这是自己当年参与盖的。

他们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因为担心老公不习惯北方的饮
食，辛奠会就给包括张光辉在内的八九个同乡做饭。

因为小区要赶工期，国庆节不能休息，辛奠会打算多做些好
菜，慰劳一下老公和其他辛苦的工人们。

厨房里，小小的灶台上放着几个不锈钢盆，一个盆里放着腌
好的鱼块，另一个盆里是备好的肉丝，灶台小锅里发出诱人的香
味。辛奠会熟练地把鱼块滑进锅里，翻炒几下盖上锅盖，不一会
儿，一大盆热腾腾的酸菜鱼就出锅了。

辛奠会说，工地上干活很辛苦，能让老公和其他老乡吃上可
口的饭菜，也算是自己为工程做出的一点贡献吧。

工棚“小家”很温馨

工地给人的印象一般都很杂乱，可是张明英却把工棚收拾

成了一个温馨整洁的“家”。
为了照顾张明英这样的外地人，建筑公司给他们分了一间

工棚做宿舍。笔者见到她时，她正坐在宿舍前面的一个小棚子
下面，拿着针线做女工。她说，今天正好有点空，就给老公王洪
亮绣一双鞋垫。按照他们重庆老家的风俗，老公的鞋垫必须由
妻子亲手来做。

张明英的宿舍里，铺着她自己绣的桌布，还插着一瓶颜色鲜
艳的小野花，显得井井有条。她说，国庆节虽然不能休假，可是
只要夫妻不分开，在工地干活也很开心。

她不光会拿绣花针，也能帮着干工地上的活。平时王洪亮
做地基模板，她给老公打下手，递工具送原料什么的。她的活儿
听起来很轻松，其实也很辛苦。一个钢模板三四十公斤，她一个
人搬起来就走。一袋水泥25公斤，她能一连搬十几袋，然后推
至目的地再卸下来……

王洪亮心疼她，遇到重活，总是尽量帮她一把。有一次
张明英正扛着几根四米多长的钢管，王洪亮看见了，赶紧放
下手里的活来接她。平时只要能腾出手，王洪亮总是帮她干
活。她也很关心老公，总是把老公的衣服鞋袜收拾得干干净
净。

张明英的手机上，存着两个女儿的照片，想孩子时她就看
看。她的双胞胎女儿今年14岁了，在老家和奶奶一起生活。今
年暑假，他们把女儿接来伊滨区住了两个月，伊滨区拔地而起的
高楼和宽敞整齐的马路，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和女
儿通话，两个女儿还会问起小区高楼盖得怎么样了。

张明英爱说爱笑，她说，现在都说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首先
家庭要和谐。只要夫妻能聚在一起，哪怕把家安在工棚里，也是

温馨和谐的。

工地夫妻进城梦

41岁的袁冬梅来自汝阳，和老公张占宽来伊滨区干建筑已
经三四年了。

袁冬梅和张占宽在附近村里租了一间屋子，每天一起到工
地干活，其他工人都很羡慕。可是到了工地俩人就见不到面了，
袁冬梅在室外推着小货车运送沙料，张占宽在室内粉刷墙壁。
三号小区25号楼有18层，近千间屋子，袁冬梅也不知道他刷到
哪一间了。平时俩人各干各的活，除非下班，一般没有见面的机
会。袁冬梅说，其实上班不能见也没啥，只要知道他在这栋楼上
某一间屋子里忙活着，我就安心了。

袁冬梅在老家有三个孩子，两个大孩子在郑州打工。小儿
子刘鑫荣才五岁，在洛阳牡丹桥幼儿园上全托。每过一个月，袁
冬梅活不太忙的时候，就去看看儿子。

眼看着自己和老公亲手建设的高楼节节拔高，袁冬梅骄傲
地说，这栋楼的很多砖和沙子，都是俺拉去的！还有很多面墙，
都是俺家男人粉刷的！

国庆节期间，袁冬梅想去幼儿园把儿子接过来几天。让孩
子也看看爸爸妈妈亲手建的大楼。袁冬梅开心地说，听说伊滨
区还要建很多大楼呢，俺跟老公商量好了，在这里多干几年，多
攒点钱，在这里买房子，也变成“城里人”。

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像辛奠会、张明英、袁冬梅夫妻这样
的普通建设者。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伊滨区才变得楼更
高、景更美，一步步由农村向城市迈进。

老高的掏心窝子话
倪俭康 王振华

庞村镇召开
村级组织建设流动现场会

伊滨讯 9月19日，为全面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庞村镇
召开了由班子成员和14个行政村的支部书记、村主任参加
的流动现场会。

流动现场会采取看、听、评的方式，对今年以来各行政
村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现场观摩，观摩的主要内容包
括：村室建设情况、年度目标承诺完成情况、“4+2工作法”
实施情况、党务公开、财务公开、低保公开、村务大台历、农
家书屋、领导值班、廉政宣传、反邪教宣传等11 项内容。

（王海燕）

诸葛镇狠抓秸秆还田
保证禁烧效果

伊滨讯 进入三秋以来，为确保“不着一把火，不冒一
处烟，不毁一棵树”，诸葛镇大力推行秸秆还田及三秋禁烧
工作。该镇针对秸秆、包衣清理难点，成立专门清运队伍，
对街道两旁、田间地头、边角地等重点部位进行彻底清理，
不留死角；统一组织秸秆还田机械20余台，集中时间，集中
力量，积极实施秸秆还田，彻底消除焚烧秸秆源，确保禁烧
工作收到实效。 （倪俭康 马晶蕊）

基层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