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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工之家

本报记者 田建明 方家禾 摄影报道

三秋大忙， 刘名杰在老家获嘉县的

2

亩地上收完玉米种上小

麦，便匆匆赶来位于我市解放区东王褚小区的另一个家。

得以支撑这个家庭生活的， 是刘名杰夫妇俩同做着水电工的

活计。

10

月

16

日

8

时，他们一人一辆电动车把一双儿女送到龙源

湖学校后，来到位于市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家水电地暖旗舰店，从老

板那里领过图纸，准备开工。

1980

年出生的刘名杰说：“别看我是个

80

后， 以前在上海已

经干过

10

多年的水电工。现在孩子大了，父母老了，就想到离老家

近的地方找活干，去年来到了焦作。 ”

9

时，夫妻俩准时赶到市人民路都市花园小区里的一户人家，

开始一天的工作。 刘名杰拿起电锯在客厅的墙上沿着画好的白线

打缝，水泥粉尘随即在电锯的高速运转下飞撒，顿时室内一片灰蒙

蒙的。刘名杰的妻子赶忙拉扯电线、装上灯泡，解决临时照明问题。

她是给丈夫打杂跑腿的角色。

每工作

10

多分钟，粉尘就大得遮挡住了刘名杰的视线，有灯

泡照明也不行。他不得不暂停工作，挪步窗边，稍作休息。待尘埃落

定，客厅墙壁上水电暖的通道脉络会渐次清晰显现。

刘名杰卸下帽子，摘下口罩，裸露的脸部积着厚厚的青灰色水

泥粉末，像一个京剧丑角脸谱。“认不出我了吧？”他笑着自问自答，

“我们干的就是‘土行孙’的工作。 ”

“‘土行孙’可不少挣钱啊。”记者打趣道。刘名杰坦言：“我们俩

每月能挣

1

万元，钱是不少， 就是手里没存住， 刚买房花了

15

万

元。” 已经在焦作安了家的刘名杰庆幸自己加入了一个不错的团

队： “在焦作遇到不少好人， 同事们都很照顾我， 特别是老板李

文冰主动帮我找房子， 还帮俺两个孩子入了学， 这就安稳了下

来。 ”

中午时分， 刘名杰的妻子停下手中的杂活， 出去买来两份炒

面。 “要赶工期，中午没时间回家做饭，孩子在学校食堂吃，下午下

班后再接孩子回家，一起吃晚饭。 ”

“周末会不会带孩子出去玩？ ”记者问。 “工作忙，很难出去。 特

别是这个季节，装地暖的人很多，几乎没有节假日。 孩子们都挺懂

事，一到周末两人就在家里翻天覆地地打扫卫生。我们的房子在六

层，

9

岁的儿子拿起扫帚，从六楼顺着楼梯一直打扫到一楼。 ”刘名

杰聊起孩子，既欣慰又略有遗憾。

房子有了，刘名杰夫妇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等以后攒点钱，

有了时间多陪陪孩子”。

������

在自家新房里，夫妻俩准备出门送孩子上学。

������

刘名杰和妻子正在认真地为客户挑选装修材料。

������

夫妻两人同时开工。

������

夫妻俩和老板一起研究装修细节。

�����

妻子用纸巾为刘名杰擦拭沾满灰尘的脸。

������

装修现场，刘名杰摘下积满灰尘的防尘面罩。

（上接一版） 刚一踏上熟悉的土地， 他们

就急不可耐地入驻联系户、 发放调查问

卷、 组织村民座谈。 久别重逢的亲情欢

聚让朱俊峰重新体会到了乡村朴实的民

风和群众急切期盼致富的心情。

在温县岳村乡， 省纪委农村党风室

主任张宏丽一行

3

人回访了贺村、 岳村、

韩郭作等

9

个村， 与群众同吃同住了

4

天。 每天， 他们走村串户 ， 访贫问苦 ，

看望当年结下深情的姊妹， 慰问年事已

高的老人， 特别是详细调研了岳村乡目

前铁棍山药的种植面积、 亩均产出、 销

售收入等情况。

温县赵堡镇赵堡村的胶印生产是该

村的支柱产业，胶印产品生产户有

61

户，

主要生产春联、对联，年产值近亿元。省纪

委案件管理室主任李莉华一行

3

人在走

访胶印生产户过程中，发现胶印生产基本

上都是家庭作坊式的， 没有形成规模化、

产业化。 在贫困户李根发家中，他们看望

了长年卧床的病人， 并了解到虽然农民

享受到了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 但遇到

病情稍重一点， 一般家庭还是无法承担

高昂的费用。 综合各种情况， 李莉华为

赵堡村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要抓好村两

委班子建设， 形成合力， 当好带领全村

群众发展致富的 “领头羊”； 二是要加强

产业扶持， 使胶印生产尽快形成规模化；

三是要加强政策扶持， 加大对农户宣讲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相关政策的力度， 同

时， 加强对村级卫生医疗机构的指导与

检查， 为群众参加新农合解除后顾之忧，

让村民都能看得起病。

亲情难以割舍， 发展仍系心中。 在

这次 “重回驻村 、 联系群众 ” 活动中 ，

各支部结合驻村实际情况， 纷纷写出了

内容详实、 分析深刻的调研报告。 讲成

绩， 但指出不足更多； 有思路， 但提出

建议更广。

“没想到阔别

10

年， 省纪委驻村工

作队还惦记着村里的发展， 惦记着我们

的衣食住行， 他们是一支永不撤离的工

作队！” 这是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共同

心声。

农村发展的点点滴滴， 都凝聚着工

作队员的心血汗水。 群众说： “驻村工

作队打下的好基础， 使我们过上了小康

生活， 我们是吃着甘蔗上楼梯， 步步高，

节节甜。”

忆往昔 ， 峥嵘岁月稠 。

2001

年至

2004

年， 省纪委分

3

批抽调

49

名机关

人员， 分派到孟州市

12

个行政村、 温县

6

个乡镇和行政村驻村， 不仅解决了许

多实际问题， 推动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

展， 而且还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

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孟州市槐树乡的刘庄村 、 石庄村 、

西孟庄村， 西虢镇的韩庄村、 西窑村等

行政村过去都是典型的落后村。 人畜吃

水难、 出入行路难、 灌溉配套难、 文化

娱乐难， 是典型的 “四难”。 祖祖辈辈日

出而作、 日落而息， 每户仅有几亩薄田

靠天吃饭。 特别是刘庄村， 处于丘陵地

带 ，

2000

余亩耕地和

3000

余亩沟林地

因缺水而干旱贫瘠 ， 每年打下的粮食 ，

除填饱肚子外， 收入微乎其微。

2002

年初， 省纪委工作队队员翟迎

波、 马素玲等进驻刘庄村， 看到这种情

况时， 心情十分沉重。 他们安顿好住宿，

就立即与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 大街小

巷、 村户家庭展开调研， 并组织党员干

部和群众连夜召开座谈会 ， 收集情况 ，

听取建议。

摸清情况后， 他们决定筹集资金先

修好村里的道路， 解决群众出行难。 经

过一番奔波忙碌 ， 终于筹来扶贫资金 ，

把村里的道路全部整修为水泥路， 并修

建了通往农田之间的泥结石路

1.2

万米，

使车辆和农业机械可以直接开到田间地

头。 为了解决人畜吃水难， 翟迎波和队

员又马不停蹄地协调资金， 很快修建了

水渠和

7

个中型提灌站， 把水引上了山

顶， 不仅使十年九旱的沟岭坡地变成了

水浇地， 增加了群众收入， 还使土地开

始迅速升值。

在河阳办事处长店村， 省纪委第三

批驻焦作及孟州市工作队总队长李建社

带领队员， 筹资

80

余万元铺设了

950

米

长、

12

米宽的水泥路和绿化配套工程；

投资

4

万元开通了村内光纤有线电视 ，

安装了街道喇叭， 形成了覆盖全村的广

播网络； 协调资金

15

万元， 修建了文化

活动中心。

记者在该村采访时， 沿街的小喇叭

播放着群众喜爱的豫剧， 老人们围坐在

喇叭下面， 边听边学， 其乐融融。 在村

西边，

11

栋漂亮的住宅楼拔地而起，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正如火如荼。该村党支部

书记张财旺介绍，驻村工作队给长店村解

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目前，全村有企业

20

多家，从事养殖、 运输等专业户

40

余户，

吸纳村内务工人员

1000

余人， 年创产值

4.5

亿元， 人均年收入达

10800

元。

在西孟庄村、 韩庄村、 西窑村驻村

的工作队，也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为

村里修建了水渠、 水泥路和文化大院，开

辟了科普教育宣传文化长廊，使许多群众

走下麻将桌，融入到了先进文化、科学教

育的氛围中。 据统计，在

3

年的驻村工作

中，省纪委驻孟州市的工作队共争取项目

91

个， 投入资金

2000

余万元。

然而， 要使群众彻底摆脱贫穷， 从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中解放出来 ，

必须扭转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观

念， 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让有限的

资源发挥出更大的效益。 本着这个原则，

省纪委各驻村工作队决定培养一批农村

“领头雁”。

在刘庄村， 翟迎波重点培养村里苹

果销售大王刘学朝。 他带着刘学朝先后

参观考察了西安杨凌国际农业博览会 、

成都农业食品深加工企业等， 并利用晚

上时间， 和刘学朝促膝谈心， 指导他如

何解放思想， 开阔眼界， 发挥村里的资

源优势， 尽快调整产业结构。

2003

年初， 刘学朝当上了村里的党

支部书记。 他不负众望， 积极转变观念，

在

2005

年建立了村里第一个面粉加工

厂。 同时， 他将村里的耕地全部流转出

去， 大力发展林果业和观光农业。 目前，

他正准备利用村里的

5000

余亩水域面积

和

1000

余亩宅基地， 大力发展旅游业，

将刘庄村变为旅游观光的度假村。

现在， 经济腾飞的刘庄村， 群众收

入比过去翻了几番。 刘学朝这样形容村

里的富裕程度 ：“

80%

农户住上了楼房 ，

100%

农户用上了沼气 ， 小汽车有

70

多

辆， 家庭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的有

60

多

户。”

在温县岳村乡， 驻村队员张宏丽每

天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调研。 针对岳村

乡的状况， 她因地制宜地提出了 “路带

经济” 发展思路。 根据这个思路， 岳村

乡历届党委班子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 在该乡的司马大街和新洛路两侧，

餐饮、 商贸、 酒店、 汽配、 物流等第三

产业已初具规模。

当记者来到孟州市西虢镇韩庄村采

访时， 该村原村干部乔允同兴奋地描述

起村里的巨大变化：“韩庄村解放前是十

年九旱不打粮，携儿带女逃他乡；解放后

是生活水平有提高， 岭上地荒山一片；工

作队进驻后是荒山变良田， 亩产一吨半。

我们现在是吃着甘蔗上楼梯 ， 步步高 ，

节节甜！”

工作队员走了， 但仍心系群众， 情

牵发展。 十年持之以恒的关心支持， 十

年割舍不断的感情亲情， 使工作队员和

群众成为了亲密一家人。

2004

年

4

月， 驻村工作结束， 工作

队员全部返回工作岗位。 听说工作队要

离开， 村民们早早就带着特产， 拥到村

头欢送。 槐树乡西孟庄村的父老乡亲激

动地把队员抬起来， 抛到空中， 接住又

抛起来， 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自己

的心情； 河阳办事处长店村的父老乡亲

一大早就来到村口， 夹道欢送， 有的老

人紧紧拉住李建社的手 ， 一边抹着泪 ，

一边反复问着什么时候再回来……

工作队员走了， 但他们的情、 他们

的心、 他们的联系方式留了下来， 永久

地定格在了群众的心头。 每当村里遇到

困难、 村民有什么知心话都要找到工作

队员倾诉； 和工作队员结成兄弟姊妹的

群众， 会经常去郑州看望他们； 工作队

员也经常到村里走一走、 看一看， 不断

帮助村里解决问题， 促进发展。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尹晋华在创

先争优活动中把孟州市作为联系点， 深

入孟州市大定办事 处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

河雍办事处东田丈村和西虢镇进行调

研 ， 看菜棚 、 进农家 、 察市场、 听民

情， 在乡镇 “公务灶” 就餐， 与干部群

众亲切交谈， 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

况。

省纪委组织开展 “进农户问党风 ”

活动， 农村党风室的同志们自带铺被来

到孟州市河阳办事处长店村， 与农户同

吃同住同劳动， 体察民情、 纾解民难。

2008

年， 随着刘庄村经济的快速崛

起，原先的水不够用了，路变窄了，急需改

建，但资金又不足。面对困难，刘学朝想到

了工作队，他找到翟迎波说明了情况。 翟

迎波了解情况后，协调有关部门，为刘庄

村争取扶贫资金

80

多万元， 为村里新修

了一座大型提灌站，打了

2

眼机井，新修

了

3000

多米长、

6

米宽的旅游道路，修建

了

8000

多米长的水渠，敷设了

7000

多米

长的管道。刘学朝擦着湿润的眼眶说：“工

作队虽然走了，但我们和翟主任每年都要

见四五次面， 就像是一家人。”

张宏丽在温县岳村乡驻村时， 结识

了贺村当时的妇女主任韩秋云 ， 从此 ，

她们就成了亲姊妹 ， 无话不说 。

10

年

来， 她们经常电话联系， 拉家常、 话发

展、 问民生 。 韩秋云只要到郑州办事 ，

都要带着家乡的特产看望张宏丽； 而张

宏丽也经常买些小孩穿的衣服看望韩秋

云。 特别是贺村

80

多岁的孤寡老人田清

秀， 张宏丽在驻村时 ， 经常照顾老人 ，

给老人做饭 ， 送衣服 ， 并经常拿出

10

元、

20

元钱送给老人， 老人也把张宏丽

当成了亲闺女 。 张宏丽每次来到贺村 ，

都要到老人家里看一看， 帮助解决一些

困难。 张宏丽也十分关注岳村乡的发展。

一次， 她听说岳村乡铁棍山药销路不畅，

她回到郑州， 立即找关系、 寻市场， 帮

助推销， 使铁棍山药名声大振。

在孟州市韩庄村， 今年

51

岁的村支

部委员乔小富提起驻村工作队， 就禁不

住热泪盈眶。 他说： “工作队在我们村

驻村时， 办了很多实事好事， 我们都成

亲人了。 队员张革玲结婚时， 村里的父

老乡亲纷纷找到我， 委托我代表大家专

程到郑州参加了婚礼。”

“初来时 ， 人畜缺水吃 ； 初来时 ，

道路满尘埃。 初来时， 丝竹声不闻； 初

来时， 庄稼难灌溉。 看如今， 流水哗哗

涌清泉；现如今，水泥道路通往蓝天外。看

如今，文化大院歌声起；现如今，岭下之水

上岭来……”镶嵌在槐树乡刘庄村村委大

院墙壁上的这首 《驻村感怀》 已经

10

年

了， 但清晰醒目的字体依旧簇新鲜艳，没

有受到丝毫的风蚀侵袭，因为，在群众心

目中，能看到《驻村感怀》，就像看到了亲

人。 为此，群众象护宝一样经常用笔描一

描， 精心呵护着。

当记者采访结束时， 刘庄村的刘禄

身老人急匆匆赶来， 让记者通过媒体给

工作队员捎几句话： 希望工作队员今后

多回来看一看， 看看村里的变化， 尝尝

村里的特产， 乡亲们急切地盼望着哪！

改变的是时光， 不变的是工作队员

对驻村的深情厚谊和殷切期望。

永不撤离的驻村工作队

（上接一版）

1945

年

4

月参加工作， 先后任

河北省邢台县公安局队员， 河南省新乡县

民政科科员、 师庄区副区长， 河南省获

嘉县四区区长， 焦作电厂党委委员兼宣

传部部长， 焦作矿山机械厂党委书记 ，

焦作市重工业局局长， 中共焦作市委常

委、 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市经委主任， 中

共焦作市委副书记、 市长， 政协焦作市

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 政协焦作市第七

届、 第八届委员会主席、 党组书记， 政

协河南省第六届 、 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

1995

年

11

月， 霍增森同志离休。

霍增森同志一生勤勤恳恳， 任劳任

怨。 从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以来， 每

次变动工作岗位， 他都坚决服从组织安

排， 并取得优异成绩 ， 多次立功受奖 。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中， 还是

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 他都身先士卒，

率先垂范， 识大体， 顾大局， 勇挑重担，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敢为人先， 开拓

进取， 改革创新，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

本色。 在担任两届市政协主席、 党组书

记期间， 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自觉钻

研人民政协理论， 坚持团结、 民主两大

主题，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认真履

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

为巩固和发展我市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和

人民政协事业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

他离休后， 仍关心我市各项事业的发展，

经常参加和组织一些老干部活动， 为我

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计献

策，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特

别是在担任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

任期间， 他非常关心重视对下一代的培

养和教育， 积极组织全市关工委为青少

年办实事、 办好事， 保持了一个老党员、

老干部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

在霍增森同志生病和住院期间， 省、

市有关领导非常关心， 以各种方式前往

看望。 霍增森同志逝世后 ， 前往吊唁 、

发去唁电和送花圈的单位有： 中共河南

省委，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人民

政府， 政协河南省委员会， 中共河南省

委组织部， 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 中

共焦作市委， 焦作市人大常委会， 焦作

市人民政府， 政协焦作市委员会， 焦作

军分区， 中共邢台县委、 县政府， 中共

获嘉县委、 县政府， 中共武陟县委、 县

政府 ， 焦作市 政 协 办 公 室 、 各 专 委

会 ， 焦作市关工委 ， 北方光电集团 ，

中铁十五局 ， 焦作大学 ， 焦作老区建

设促进会， 焦作市老年书画协会， 焦作

市诗词学会 ， 焦作市酒店餐饮业协会 ，

焦作矿山机器公司， 河南平原光电有限

公司， 河南第二火电公司 ， 焦作电厂 ，

焦作晋商会等。

三门峡市委书记杨树平， 三门峡市

委副书记、 市长赵海燕， 全国政协文史

委办公室主任李松晨， 中共中央办公厅

政研室巡视员李代红， 省交通厅副厅长

霍金花， 省政协副秘书长李海潮等也敬

献了花圈。

参加霍增森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

还有我市市直单位 、 各县市区有关领

导及霍增森同志亲属、 生前好友等

350

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