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民工程1号安置小区入住在即，其他9个安置小
区也正在稳步推进，给安置小区命名已成当务之急。

我区拟建 10 个安置小区，共安置城市规划区 33
个行政村（社区）11 万余人，2.6 万户居民，总建设用
地 3485 亩，总建筑面积 730 万㎡，共 357 栋高楼、
51534套安置房，投资估算 140亿元；配套建设 9所小
学、19 所幼儿园及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含医院、居委
会等），地下车库、商业街等，解决群众入学、就医、购
物等需求。

本着寓意美好的原则，命名上一是要尊重地形特
征和地理位置，这是历史命名的传统；二是追求具有文
化内涵，可考虑采用历史文化事件、名人和独特的文化
故事等；三是名字的文字表达要规范、避免使用生僻
字；四是名字要亲切、自然、雅致，具有实用性，让人易
于辨识；五是要尽可能追求个性色彩，避免重名。

如何给我们的家园起个好听、好记又吉祥如意的
名字？现公开向市民征集意见和建议。如果您有意见
或者建议，可在一周之内发送电子邮件至 ylshswj@
163.com，或拨打联系电话0379-69660989。

起名征集令

身边的
感动

今年68岁的王中岳是诸葛镇苏沟村的一名退休医生，
直至2011年底，他在乡村医生这个岗位上干了43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山区缺医少药，卫生条件极其恶劣，
村民看病难、用药难成了普遍现象。当时的苏沟村没有卫
生室，也没有医生。村支书常宗对当时年仅16岁的王中岳
说，孩子，你去学医吧，咱村需要一个能看病的。看着支书
期待的眼神，王中岳承诺说：“俺一定好好学医，给乡亲们看
病！”

随后，王中岳被村里推荐到李村镇卫生院五官科学
习。回忆当初学医的情形，王中岳内心充满感激：“乡亲们
让我学医，学不好俺没脸回去。”

王中岳在李村镇卫生院学习了四年。四年间，除了五
官科的学习外，他把其余的时间都用在了买医书和自学医
术上。1966年8月，在卫生院结束学习的他，又去当时的洛
阳地区医学培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直至1968年，他回村
当了一名“赤脚医生”。

当年的老支书如今已83岁，他告诉笔者，王中岳回村那
一年，村里还是穷得建不起卫生室，王中岳没地方给乡亲们
看病，不得不在家待业半年。为了让王中岳早点给乡亲们
看病，村里东拼西凑建了5间瓦房，把其中3间用作卫生室，
这才让王中岳有了能够工作的地方。

这个仅有1400余口人的小山村，刚开始并不是只有王
中岳一个医生。村里给卫生室配备的医生来了走走了来，
但最终只有他一人坚持了下来。

提起坚持下来的原因，王中岳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1989年王中岳家里盖房子，正是最艰难的时候，老支书
一声令下，乡亲们去了百十号人，搬砖的搬砖，拉土的拉土，
几天时间就盖起了4间屋子。其中，拖拉机拉砖的油钱，都
是乡亲们倒贴的，水泥匠们干活也没有要工钱。

心怀感激，王中岳看病更是尽心尽力。当时医疗卫生
条件不好，村里有位老人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做手
术，他推着家里的架子车，跑了30多里地，把老人平安送到
龙门一家医院做了手术。

除了在卫生室看病，王中岳也四处出诊，一个月平均50
余次，附近的山村他都跑了个遍。由于医术好，人也和善，
下徐马、刘沟等附近几个自然村的村民都慕名找他看病。
他一天看病至少十余例，一年下来不少于4000例。1996年，
家人整理他之前开过的处方单子，整整装了20个药品箱子。

多年来，王中岳坚持免费为村民量血压，血压计不知用
坏了多少个。同时，他家里存着的暖水袋摞起来足有一米
五高，这些都不是自家人取暖用，而是专门给冬天来卫生室
输液的村民暖胳膊用的。

村卫生室一天24小时值班，为了不错过一个病人，王中
岳专门在卫生室门外安了个门铃。夏天还好，一到冬天，他
一晚上要起来四五回。

为更好地了解村民的健康状况，王中岳给村民建立了
健康档案。2006年河南省新农合政策实施后，王中岳把来
这儿看病的村民的新农合病例都保存了起来，有 2100 余
例。他说，即便退休，接班人也能通过这些档案更好地了解
每个村民的健康状况。

近年来国家公共卫生服务政策越来越好，这让王中岳
打心底高兴，因为他知道乡亲们看病有了更多的实惠与保
障。

43年来，除了培训学习与开会，王中岳哪儿都没去过，
到过最远的地方是洛阳市区。不爱打牌，也不下棋的他，除
了会看病，没什么业余爱好。眼看快到退休年龄了，村卫生
室后继无人怎么办？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最小的儿子王宏
阳。

王中岳对儿子说：“怕以后村里没人干，你接我班吧。”
于是，年仅15岁的王宏阳踏上了学医之路，1998年回到村里
当上乡村医生，到今天，15年已经过去，父子俩已并肩工作
了13年。

如今，苏沟村卫生室里除了王宏阳，还有一位医生李文
姬。但退休后的王中岳仍想发挥余热。从家到村卫生室
300米的距离成了他每天的必经之地。“打扫打扫卫生，铺铺
床，换换药，但凡能帮上忙的，我都想做点儿。”王中岳说。

笔者感言：我区共有 300余名乡村医生，王中岳只是
其中的一员。他们没有名医的头衔，没有先进的设备，却同
样受到病人的信
任和爱戴，他们是
基层百姓健康的
守护人，用仁心仁
术撑起了农村医
疗的一片天。

为了一句承诺，他扎根乡村，给群众看病。从当年的懵懂少年到如今的两鬓霜花，他一干就是43年——

一 位 乡 村 医 生 的 赤 子 情 怀
张晓晨 倪俭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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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五月！值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向身
边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表达诚挚的敬意！同时，也带
您走近那些节日期间依然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去分享他们那
一份平凡而又光荣的快乐——

4月22日上午，阴雨绵绵。雨势渐大的时候，笔者在开拓大道路旁见到了正在屋
檐下躲雨的赵玉珍。

赵玉珍，今年51岁，家住诸葛镇谭翟社区，是一名环卫工人。还没擦去脸上的雨
水，她就和笔者拉起了家常。

去年元月份，赵玉珍正式成为一名环卫工人，负责希望路的清扫工作。一把扫
帚、一个水壶、一辆自行车成了她每天必备的行头。每天不到七点，她走出家门，来到
希望路口开始一天的工作。

“活儿不多，但时刻得操心。”赵玉珍说，“每天扫完一遍后，要来回转转，发现一点
垃圾，就要立即清走。”

赵玉珍做事认真负责，爱操心也是出了名的，成为环卫工人满一年，她被同事们
推荐当上了小组长，负责管理1号小区路口、伊洛大道口、协和路口等17个路口。

和清扫路段不同，管理路口让赵玉珍更加操心了。17个路口“巡视”一遍，需要她
骑着自行车来来回回好几趟，一天下来，有的路口她能转四五遍。看见哪个路口有垃
圾，她立即停下来，拿起扫帚清扫完毕再出发去下一个路口。

令她操心的事还有很多——不仅有家里的琐事，还得负责管理27个组员的考勤，
甚至有的同事还让她给出主意，帮忙解决家里的难题……即便如此，赵玉珍仍不忘反
复给“组员们”讲安全问题，让他们注意避让来往车辆。

最近，有个问题让赵玉珍和同事们感到头疼。随着开发建设的不断深入，装满石
子或沙土的运输车在路口急转时，时常抛洒一地石子或沙土，清扫难度更大了。经常
是这个路口还没清扫完毕，下个路口就又出现“垃圾”。

4月14日，赵玉珍牙齿疼，右脸稍微肿了起来，她准备下班后去卫生室看看。谁知
刚骑车到开拓大道与高铁大道口，发现那里掉了一地的石子。她二话不说下车，拿起
扫帚清扫完毕才离开。她说，出点力不怕啥，就是希望大车司机师傅们能理解我们，
到路口开慢点，最好是有篷布遮盖，不撒石子。

“虽说每人都有各自负责的路段，但是清扫垃圾没个固定点，哪里垃圾多，一个电
话俺们就得赶到。”赵玉珍说。

环卫工人全年没有休息时间，一天工作超过8个小时，不论刮风下雨，上班路上都
能见到他们的身影。4月22日这天，雨下不停，但是他们穿着雨衣，拿着扫帚，依然来
来回回地忙碌着。

雨势渐小，赵玉珍连忙骑车离开，穿着雨衣的她和同事们抓紧时间赶往下个路
口。她还会和平常一样，把全部路口“巡视”完毕才下班。 （张晓晨）

爱操心的赵玉珍

姓名：赵玉珍

年龄：51

职业：环卫工人

晌午，笔者在诸葛镇康庄社区的一间出租屋里见到了老杨。
说是“老杨”，其实也不老，今年才40出头。老杨全名叫杨洪斌，在3号安置小区做钢

筋工已经两年了。工友们之所以都称他“老杨”，一是在众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中间，老
杨的确够“老”；二是老杨为人实在，不怕吃苦更不怕吃亏，大家也都乐意叫他“老杨”。

两年里，杨洪斌目睹了3号安置小区由“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华丽蝶变。老杨说，看着
一幢幢大楼平地起，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那里面也有他洒下的汗水。

老杨来自宜阳县樊村乡崖底村，家里7口人，父母亲都70多岁了，三个孩子大的19
岁，去年考上了西安交大；老二16岁，在洛阳打工；最小的闺女，14岁，在县城读高中。家
里7亩多地，一半种烟叶一半种小麦，满打满算一年也就万把块的收入。

老杨掰着指头给笔者算了一笔账，一年的差事门事要花去2000多块，老父亲身体不
好吃药要花去 3000 多块，大儿子一年的学费要 12000-15000 块，还不说孩子的吃喝费
用。老杨笑了，说：“不攒劲儿干能中？”

老杨在工地旁边的康庄租了一间房子，老杨说，他想把老婆接过来，一个月如果出满
勤的话，夫妻两人可以收入小万把块呢，这样一家的生计就不愁了。

老杨的屋里摆设很简单，一张三合板拼起来的简易床，两把塑料椅子，一台旧彩电。
午饭是猪肉、白菜、挂面，外带一瓶白酒，老杨一边做饭一边哼着《朝阳沟》——咱两个在
学校整整三年……

中间老杨接了媳妇一个电话，说大儿子想买一台笔记本，让老杨给儿子打 5000 块
钱。老杨放下电话，发了好一会儿呆，接着是不停地抽烟，一包烟眨眼间就瘪了下去。

“发愁了？”笔者问。
“愁啥？孩子要电脑那是好事。”老杨说，“只要是学习上的事，我大力支持！”本打算

五一回家干点儿地里的活儿，老杨决定不回去了，留在工地给儿子赚买电脑的钱。
说话间已经是下午两点了，老杨戴上安全帽，拿上手套，出门了。

“朝阳沟今年又是大丰收，人也留来地也留……”抬头看，老杨在塔吊上朝我挥手
呢！ （阮现武）

快乐的老杨

姓名：老
杨

年龄：40

职业：建
筑工人

挖沟、挑葱、围葱、扎捆。这是李炎平夫妇最近的日程表，每天都在跟葱打交道，
忙得“葱”实又充实。

李炎平今年46岁，是李村镇油赵社区10组的居民。家里有4亩多地，其中8分地
种了葱，这些天，麦地里没啥活儿干，葱地里却是最忙的时候。“种葱不是啥出力活儿，
但也累人，一天忙下来，腰酸背疼。”说话间，李炎平双手在后背轻轻揉了揉，抬头看了
看天说：“得赶快弄，往晌午去，地里就更呆不住了。”

李炎平先用铁锹把空地挖成深一点的沟，然后把葱苗挖出来，蹲在地上挑挑拣
拣，把大的挑出来，一棵一棵并排放进刚挖好的沟里。“葱想卖上好价钱，葱白得长。
挖的沟不能太浅了，太浅葱白长得就短，耽误卖。”老李一边熟练地填土，一边跟笔者
说。

虽然种的葱不多，但老李还是觉得很有希望。“去年俺地里的葱，送到中原蔬菜批
发市场，批发价是一块五，零卖两块钱，指望着今年这一季价钱再高点，一分地咋着也
能卖个千把块，比种麦强。”老李笑呵呵地说。

忙到将近中午12点，老李地里的葱才围了一小半，盖好这一沟土，老李说：“回家
歇歇吧，吃完饭接着弄，这几天就是这活儿，急不得。”

老李说种葱得人手多，挖沟需要人手，一棵一棵往沟里摆更需要人手，葱围上了
也不会消停，旱了得浇水，有虫了得打药，他家就他和媳妇俩人干活儿，没帮手，得悠
着点干。笔者说：“忙不过来不种得了，太辛苦了。”老李说：“那咋行？家里供着三个
学生呢，大闺女今年6月就要大学毕业，该找工作了，老二上大三，老三今年参加高考，
上学都得要钱，哪能歇啊？”

笔者说：“等葱围完，就可以喘口气了，刚好五一放假，好好歇歇。”老李还没说话
呢，老李媳妇说：“他哪是能闲下来的人？地里没活儿，他还要去街上跑三轮车呢！”老
李说：“也不远，就李村、诸葛、庞村，跑跑三轮车，拉几趟人，挣俩钱，庄稼人嘛，还歇啥
五一假？没恁娇贵。” （苗君甫）

闲不住的老李

姓名：李
炎平

年龄：46

职业：农
民

4月23日，像往常一样，庞村镇百草坡村的和永辉早上6点就起床了。他先把小院打
扫一遍，吃过早饭已经7点，就骑着摩托车去厂里上班。

和永辉是河南省花城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的折弯工。所谓“折弯”，就是生产钢制办公
家具的一道工序，在机器上把铁板折到一定的角度，方便焊接。因为踏实能干，他被公司
任命为折弯组组长。“当组长每个月多200块的工资，虽然不多，但我也知足了。”和永辉说。

7点30分，和永辉正式开始工作。他熟练地把一块铁板送进机器里，操纵杆一抬一
松，铁板的一道边就被折成了90度。和永辉说：“折一块铁板5分钱，我每天大约能折3000
块，能挣1百多。一个月3千多，我知足了。”在销售旺季，和永辉每天加班到晚上8点左右，
每个月能挣到5000元。也有淡季，每月工资2000多。“平均下来，每年能挣4万多元。去年
我家刚盖了新房子，160平米，花了十来万，都是我干折弯工攒来的。”和永辉自豪地说。

中午11点40分，和永辉下班回家吃
午饭。他曾经在外地打过几年工，虽然
工资高一点，但是除去通讯费、交通费
等，每年拿回家的钱并不比在花城公司
多。“这些年咱庞村镇的钢制办公家具产
业发展不错，我已经在花城公司干了 4
年，在附近打工，不仅钱不少，家里有事
还方便照顾。我打算一直就在这儿干下
去，不出去打工了。”和永辉说。

和永辉家里有 2 个儿子，2011 年土
地流转，家里不种地了，他就让爱人也来
花城公司上班。“她现在还是学徒，每个
月只有2000多，等以后熟练了，也能挣好
几千。公司的人都说俺家是双职工，俺
也过上城里人的日子了。”和永辉笑着
说。

说到五一节，他说：“五一节我不想
出去旅游，到处都是人，没啥好看的。
去年家里盖了新房，有的地方还没装修
好，我想趁五一的三天假期，自己动手
把新房的装修再细化一下。”

（陈晓辉 文/图）

自豪的和永辉

姓名：和永辉

年龄：39

职业：企业工人

向劳动者致敬！

新闻之窗

我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

伊滨讯 近日，我区开展多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排
查以病死畜禽为重点，以学校食堂、建筑工地食堂为主要对象，
目前已下发餐饮服务停业整改通知书23份，对1家无证经营超
市进行了整改处罚；加强畜禽防疫工作，已发放畜禽消毒剂1.5
吨，发放H7N9禽流感防控宣传手册1000余份，并组织安排畜
牧防疫人员对辖区30个养殖场进行血样、拭子采集；开展牛、羊
肉汤馆血制品专项排查，重点检查各餐饮服务单位血制品采购
使用及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出动23人次，排查牛羊肉汤馆39
家。 （高晓妤 马洁）

捷报:我区健儿获市运动会七项第一

伊滨讯 在4月25日—28日举行的洛阳市晨光、曙光杯运
动会上，我区取得优异成绩。长绳8字跳、4×30秒单双摇接力、
男子30秒双摇、女子30秒双摇、女子交互绳获洛阳市小学组第
一名。伊滨一高学生张贺贺获高中组男子1500米第一名，佃庄
一中获中学组跳绳总分第二名，佃庄镇黄庄小学获小学组跳绳
总分第一名。 （杜雷彬）

我区两所学校获赠图书3180册

伊滨讯 4月23日，由市直工委、教育局联合组织的“书香
传递爱心”图书集中捐赠活动在洛阳市第二实验中学举行，全
市10所中小学校接受了捐赠。我区诸葛镇司马小学获赠图书
1230册，李村镇南寨小学获赠图书1950册，改善了学校图书种
类单一、书籍陈旧、数量不足的现状。 （王顺杰）

治扬尘 现蓝天

诸葛镇打响第二次扬尘治理战役

伊滨讯 4月17日，诸葛镇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扬尘治
理工作，打响了第二次扬尘治理专项战役。

该镇明确67416110举报电话，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截至目
前，该镇已发放《关于依法整治扬尘污染的通告》1000余份，投
用洒水车2辆，出动工作人员100余人次，检查运输车辆50台
次，处罚沿途撒漏车辆2台，共查处煤炭、石料等各类物料堆场
13家，依法取缔2家，教育、纠正企业12家，对1家没有环评手续
的企业依法下达了《环境保护限期整改通知书》。 （倪俭康）

庞村镇设立镇级“110”便民服务平台

伊滨讯 为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范围，最大限度方便群
众，庞村镇设立镇级“110”便民服务平台，并于4月16日正式开
通运行。

该平台除了镇政府、派出所、纪检办3个综合服务类电话
外，还设立了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信访、法庭、卫生院、计生
中心、电管站、自来水厂等17个镇直相关职能单位服务热线，所
有服务热线均已制作成彩色宣传图，在辖区14个行政村村务公
开栏内张贴，群众可拨打相关部门电话进行问题咨询、事件办
理、意见投诉等。

庞村镇政府服务热线：67508008；庞村镇纪检服务热线：
67505266；庞村镇派出所服务热线：67508110。 （王海燕）

庞村镇门庄村环境综合整治见成效

伊滨讯 庞村镇门庄村综合整治项目主要包括生活污水
收集处理系统和生活垃圾收集清运系统，项目总投资160余万
元，受益人口2860人。

截至目前，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系统排污管网渠开挖及铺设
已完成，60个移动式垃圾箱、630个垃圾桶等用具的生活垃圾清
运系统已建成，预计近期可投入使用。 （武轶林 曹宇峰）

寇店镇多策并举强化镇区管理

伊滨讯 为彻底改变镇区脏、乱、差面貌，寇店镇新充实环
卫保洁员10余人，购置机动垃圾清运车2辆，安装路灯76盏，放
置垃圾箱200个，同时对车辆乱停乱放和店外经营等行为进行
了治理，加大对马路市场治理力度，将会期市场迁离掘丁路两
侧，保障了会期公路畅通，镇区环境明显改善。 （任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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