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 32016年4月1日 星期五
编辑：张晓晨 组版：杨万通

热线电话：0379-69660885
投稿邮箱：ybxxbjb@163.com

二月份全区106个行政村（社区）公开检查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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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村镇寺上村 75岁的尚重人老先生擅长书法，他很喜
欢写这样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尚先生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是大学生，孙辈正在上
学，其中三个大学生，两个高中生。他家出人才成为四邻八
村的美谈。尚先生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庭是孩
子的第一所学校，不是祖坟上长着这棵草，而是家庭家风很
重要。”

当年，尚先生考上了当时设在李村老君洞的省立第六中
学，当时全乡仅考上13人。尚先生的父亲是乡村知识分子，对
孩子的教育很重视。麦假秋假，父亲必教他读《论语》《孟子》之
类书。1958年，尚先生中学毕业，开始从事乡村教育。

尚先生的大儿子本科毕业，是优秀教育工作者；老二女
儿是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研究生，目前是某大学教授；老三
女儿高中毕业，是某学校后勤部主任；小儿子是郑大法律系
研究生，目前任某国有银行法律顾问。

谈起教育孩子，尚先生说，教育要渗透在生活细节中。
当年他们家生活困难，且家中孩子多，因此他鼓励大让小，
但不给小的特权。每次赶会买回来两个火烧馍，到家后他平
均切成六牙儿，大人孩子都有，但大人不吃，看大孩子谁关

心弟弟妹妹，就把自己的一份作为奖励。夏夜和孩子们在平
房上乘凉，秋天晚上和孩子剥玉米棒，他就趁机给孩子们讲
古人勤学故事，讲如何待人接物、与人为善。

每天晚上，他批改孩子们的作业，即使忙也要认真看，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时间长了，就形成家规，到高中时，孩子
们就自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尚先生说：“家长平时不
管孩子，一旦考试发现成绩差，上去就是一脚，事后还不反
省，管教就没有效果，教育孩子，贵在坚持。”

尚先生也很注意对孙辈的教育。大孙女尚怡然上小学
时，有次画画把桌子上的茶杯画了下来，尚先生把茶杯换个
角度，孙女依旧画得很形象。他觉得孙女有绘画天赋，但学
校没有美术课，于是尚先生就天天从电视上看美术讲座，自
己学习后教孙女。中考时，孙女文化课和美术都挺好，想考
艺考，他就带着孙女到天津美术学院附中求学。后来，他发
现学校不重视文化课，就带着孙女到北京美术学院附中，但
那里的书和河南不是一个版本，孙女又到郑州铁八中学习，
最后考上了广州美院研究生。可以想像，尚先生带着孙女四
处求学，付出了多少心血。

孙辈们上中学后，尚先生经常去学校跟老师交流。有

次，学校老师向尚先生反映，小孙子吸烟。于是他给孙子讲
道理，但孙子反问：吸烟不好，你咋还吸？于是，尚先生就戒
烟了，他当着孙子的面把仅有的一盒烟揉了揉。“不吸烟、不
喝酒，可以看书、读报、写文章、练书法呀，有很多有意思的
事情要干。长辈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尚先生说。

孩子也有叛逆的时候。他的小外孙初中时迷上了上网，
经常逃学，甚至逼着家人买电脑。尚先生把小外孙转到一所
私立学校，一天接送四次。夏天酷热难耐，有次他带外孙回
家时，刚好碰上暴雨，电动车摔倒了，尚先生一身泥，膝盖也
不小心受伤了。外孙哭起来：“外公，以后你不要来接我了，
我一定不逃学。”从此，外孙有了进步，中考时，考上洛阳八
中重点班。

尚先生说：“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先人优良家风我们要
继承。孩子是自己的，
也是社会的，教育不
好，小到影响家庭，大
到影响社会。家庭教
育，责任重大。”

（陈爱松）

忠厚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

3月22日，洛阳市豫剧团的舞台车驶进了
省级重点扶贫村李村镇南宋村，小山村一下子
热闹起来，不仅村内男女老少前来观看，附近村
民也赶来一睹为快。

据悉，今年我区舞台艺术送农民活动与往
年有所不同，演出重点放在贫困村，便于缓解
贫困村内文化生活匮乏现象。此次洛阳市豫
剧团在我区共演出5天，分别走进李村镇南宋
及诸葛镇上徐马两个贫困村，累计观看群众
4000余人。

（杨万通 姬陶然）

小山村
迎来大剧团

生命接力，在东白塔社区展开

伊滨讯 3月 18日下午，李村镇东白塔社区大院内，为了一个患
白血病的孩子，村民们纷纷前来捐款。社区干部边登记，边在黑板上
写上捐款人的姓名与金额。

去年 3月，东白塔小学学生 8岁的吉瑞祥被查出股骨头坏死，今
年 2 月，他又被查出白血病，全身瘀斑，不断流鼻血。面对病痛，小瑞
祥即使疼痛难忍也不哭，他还安慰爷爷：“别哭，我很快就好了。”医生
告诉小瑞祥的家人，化疗要十几万元，干细胞移植要50万元，前后共
需要60多万元。小瑞祥的妈妈身体不好，奶奶长期瘫痪在床，父亲靠
打工养家。因为孩子的病，全家陷入绝境。

3 月 18 日上午，东白塔社区党支部书记吉全安带领社区干部到
医院看望孩子。回来后，广播、张贴公告、发动老年协会力量，社区干
部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大家进行捐款。3月20日，吉全安把3万多元的
善款送到小瑞祥的家人手中。

令人感动的是，附近村民听说小瑞祥的事迹后，也赶来捐款。杨
湾村村民于书兴捐款 1000 元，南寨一个在街上卖肉的村民拿出 100
元，新民、康庄……不断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赶来捐款，爱心接力
仍在继续，善款不断送往小瑞祥家中。

“众人拾柴火焰高，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救救这个可爱的孩子，帮
帮这个不幸的家庭，我们将一直在居委大院设立捐款箱，接受并转达
大家对小瑞祥的爱心。”东白塔社区居委会主任吉建国说。

（陈爱松 杜艳茹）

大病面前有大爱 村民捐款献爱心

伊滨讯 3月26日上午10点，一场为寇店镇水泉村白血病患者胡
宏甲献爱心的捐款活动在水泉石窟文化广场有序进行。

2015年元旦前夕，胡宏甲高烧不断、浑身无力，后经医院确诊为
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患病 1 年多来，已花光家中所有积蓄。由于
父母年迈，还有一双正在上小学的儿女，昂贵的手术费和医药费让这
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水泉村两委得知胡宏甲的境况后，积极组织村民为其捐款。捐款
活动中，有的孩子拿出了自己积攒多年的零花钱；有的村民捐出了自
己多日工作的收益；镇政府也派专人到现场为其送上1000元……截
至当天下午6点，共筹集善款5020元。此善款由胡宏甲的大哥送往其
治疗的医院，为其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付晓鹏 杜丽晓）

退休教师义务为老年人办证

伊滨讯 77岁的退休教师姬进财，是庞村镇东庞村人，他义务为
村里老年人办理老年证、老年公交卡，至今已经10年了。

2006年，退休赋闲在家的姬进财了解到，镇民政所人手少，村里
老年人大多不知道老年证办理程序，就主动承担了为老年人代办老
年证的工作。2011年，又增加为老年人代办老年公交卡的“业务”。10
年来，姬进财通过村内大喇叭进行宣传，收集资料、登记信息，对行动
不便的老人主动上门服务，附近西庞村、赵屯、彭店、彭店寨等村的老
人也纷纷委托他办理，而办理过程中产生的差旅费都是他自己贴钱。

10年来，姬进财经手办理的老年证有1000余张、老年公交卡400
余张。区社会事务局工作人员夸赞道：“姬老师真是个热心人，每回看
到他来替群众办事，我们都非常感动！” （任自然 杨群灿）

党员义务为村民理发

伊滨讯 3月22日，李村镇陈沟村老党员陈明安和油赵社区居民
郭占海到油赵村为60岁以上老人免费理发。听说他俩来了，油赵村的
老人们纷纷聚集过来，等着他们给自己剪头发。

油赵社区位于万安山下，交通不便，陈明安和郭占海定期都要
到陈沟、雷村、老井、耿沟、南宋、油赵等 6 个行政村为老年人免费理
发。他们的善举受到村民一致赞扬。老人们都说：“俺们上年纪了，下
山一次也不容易，他们不仅手艺好，而且心眼儿好，对老年人热情又
耐心。” （王会婷）

四点半学校招募志愿者啦

伊滨讯 为进一步提高志愿服务水平，日前，福民嘉苑社区“文
明使者”志愿服务站开办“四点半学校”。“四点半学校”即为下午学
校放学到家长下班之间这一时间段无处可去的小学生提供安全和
健康的免费场所。

福民嘉苑“四点半学校”设在福民嘉苑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服务
对象为全镇小学生，服务内容主要为作业辅导，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
五下午4:30-7:00。

为尽快让“四点半学校”启动并正常运转，现面向社会全面招募
志愿者，如果您有时间、有精力，您也愿意为孩子们奉献自己的一片
爱心，那就赶快报名吧。报名地点：诸葛镇福民嘉苑社区文化服务中
心，联系人：刘佳，报名电话：13663796676。 （王会婷）

伊滨讯 区纪工委以村务公开为抓手，打造村务公开
“清白工程”，让群众看明白账、做明白人，让村组干部干
清白事、当清白官，群众对干部质疑少了，点赞多了，干部
办事也更加科学规范了。

“无数事例说明，暗箱操作只能使‘苍蝇’成群。”区纪
工委副书记李西萍说，“实践证明，抓村务公开‘清白工程
’，构筑农村‘阳光政务’，是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重
要举措。”

“清白工程”即党务、村务、劳务、财务、低保、计划生
育等内容要有规范的公开时间、公开阵地和公开形式。
李西萍介绍，自去年开始，基层党风政风监督检查机制建
设也纳入村级公开内容，主要包括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
任”、基层党风政风主要问题清单、责任追究办法、四项基
础制度建设、党风政风监督员名单等。

针对目前我区村务公开存在镇级层面重布置轻督
查、村级值班制度落实不够及后进村与先进村差距较大
等问题，区纪工委坚持全覆盖检查，每个月 6日以后，由
区纪工委联合社会事务局、组织人事局、财政局对全区
106 个行政村（社区）的公开版面进行实地督查，对公开
内容拍照，留取影像资料。对不重视村务公开工作、落实
整改不到位的坚决予以问责。2015年共问责19人，其中
在全区范围内通报批评16人，党内警告3人。

（翟学斌 兰帅朋）

抓村务公开“清白工程”
构筑农村“阳光政务”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推进村务财务公开

提起庞村镇九贤村的陈昌玉，村里人纷纷竖起大拇指，
都夸她是个好媳妇。

悉心侍奉婆婆受尊重

陈昌玉今年24岁，老公宫攀利常年在外打工，每月准时
寄生活费回来，因此照顾家人的担子，就落在了她的肩上。

陈昌玉的婆婆早年因病生活不能自理。她还有个习惯
——见到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捡，也不许别人扔掉。一天早

晨，陈昌玉在给婆婆穿衣服，
看到婆婆床上放着从外面捡
来的破衣服，就打算拿走扔
掉。刚到家门口，婆婆就大叫
着从床上下来，拿起棍子追
着陈昌玉打。陈昌玉只能来
回 躲 避 ，但 还 是 挨 了 几 棍
子，背上、手上一连肿了好
几天。

有了孩子后，婆婆疼孙
子，一看到陈昌玉批评孩子，
就急得抓狂。和婆婆相处久
了，陈昌玉摸透了婆婆的脾
气，不论孩子做错事，还是清
理婆婆捡回来的垃圾，都尽
量等她睡着以后。

不埋怨、不抱怨，种菜、做
饭、洗衣服……陈昌玉一个人
撑起一个家。街坊四邻都说：

“这样的好媳妇就该好好夸
一夸！”

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陈昌玉的老家在云南省彝良县，家里有十几间房屋，家
境殷实。陈昌玉和宫攀利在广东的一家鞋厂认识，两人很是
合得来。第一次随宫攀利回来见公婆的时候，陈昌玉惊呆了
——两间破瓦房，没大门没院墙，墙角 3 只羊臭气熏天。宫
攀利的父亲坐在院子里发呆，婆婆无人照顾，浑身脏兮兮
的。陈昌玉的父亲得知宫家情况后，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甚

至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但最终没能拗过倔强的女儿。陈昌
玉说：“我看中的是宫攀利这个人，只要努力干，一切都会好
起来。”

2015年 8月，两人靠着打工攒下的几万块钱，决定盖几
间新房。街坊邻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鼎力相助。

“昌玉，我们家有张床，也没人用，给你吧。”
“昌玉，我们家有个柜子，你拿走吧。”
“昌玉，我们家有张桌子，你用吧。”

一代好媳妇，三代好子孙

2013年7月，陈昌玉的婆婆走丢了。
起初陈昌玉也没在意，天黑了还不见婆婆，陈昌玉这才

慌了神。一家人四处寻找，两个星期过去了，婆婆依旧没有
一点消息。陈昌玉把老人的照片做成寻人启事，发贴吧，求
助 110，终于在 50多公里外的汝阳发现婆婆。看着婆婆蓬头
垢面，衣衫褴褛，陈昌玉自责万分：“都是我的错，让妈受罪
了。”

从那以后，陈昌玉照顾婆婆更加用心。给婆婆剪头发、
剪指甲、换衣服、擦身子，不嫌脏不嫌累。

“以前昌玉没来的时候，宫家一穷二白，老两口不洗
澡，不换衣服，也不理发，如今老两口可干净了，都是昌玉
的功劳。”九贤村
村民宫正华说，

“都说一代好媳
妇，三代好子孙，
他 们 家 将 来 的
日 子 肯 定 会 好
起来的。”
（任宜彬 张志军）

一个好媳妇改变一家人

陈昌玉背着孩子做饭陈昌玉背着孩子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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