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速写

本报记者 李新和

3 月 25 日，山阳区艺新街道群英新村
社区的街心公园在晨曦中又开始了一天的
喧闹，跳舞的、打拳的、唱歌的、下棋
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目不暇接。当记
者来到这里从人群中找到张立瑞时，只见
老人精神矍铄、笑意盈盈地快步走了过来。

“我每天早上都要来这里带领老年人跳
舞，只要我一招呼，大家都会聚到这里，
开始锻炼身体，现在已经习惯了。”老人兴
奋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真正让记者印象
深刻的却是老人“孩子王”这个称号的来历。

张立瑞是该社区关工委副主任，1999
年从教育岗位上退休后，就加入了关工

委。由于对教育事业有着浓浓的情结，老
人的心里始终割舍不下对孩子们深厚的感
情，因此，就想方设法把对孩子们满腔的
真情关爱注入到了无形的教育之中。老
人不仅经常到学校讲授革命传统报告、
谢延信等典型人物的模范事迹，而且还组
织辖区的老年人和青少年成立了“晨练
队”，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的熏
陶。后来，张立瑞发现，长期枯燥的打太
极拳活动，无法吸引孩子们的浓厚兴趣，
于是，他再三思索后，在社区的关心下，
成 立 了 “ 成 长 驿
站”，免费教孩子
们 跳 秧 歌 、 打 快
板、唱儿歌、写书
法、学速算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张立瑞的影
响下，社区24名老干部、老党员主动加入
了关工委，于是，他们撤销“成长驿站”，
成立了青少年志愿者服务团。张立瑞老人
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思维却异常活跃，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和服
务，他日夜不停地思索，编写了很多快
板、歌词等，并把这些歌词与荣辱拳、秧
歌、太极拳融合起来，既打拳又唱歌，陶
冶了孩子们的情操。只要一到节假日，孩
子们就围在张立瑞身边，“爷爷长、爷爷
短”亲热地叫着，跟着他学唱歌、学打
拳，可把张立瑞忙得不亦乐乎。

在记者采访的空隙，张立瑞拿出自己
编写的歌词，一边唱着，一边打起了拳：
青少年呀是个宝，大家有责培养好。你来
他来全都来，孩子长大定成才……

77岁的“孩子王”

本报记者 张 鹏

“百善孝为先”“滴水之恩当
涌泉相报”“敬老爱幼”……

幼年时，一句句蕴涵着中国传
统文化的朴素话语，潜移默化地在
刘素萍心中种下了大爱的种子。

刘素萍，现任焦作市妇幼保
健院护理部主任，1983 年于新乡
市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市妇幼
保健院儿科工作。在这里，她心
底那颗大爱的种子，已经生根发
芽，长成了绽放在患儿眼前的一
张灿烂的笑脸、长成了对待患儿
的一缕温情，领导放心、患者满
意，她得到了周边人的信任。

1987 年结婚后，刘素萍心中
那颗大爱的种子，又长成了和公
婆血脉相连的浓浓亲情。刘素萍

的丈夫在兄弟中排行老大，没有
姐妹。看出了婆婆对有女儿家庭
的羡慕之情，刘素萍便暗下决
心，一定要像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公婆，从男人想不到、做不细的
事情着手伺候老人。工作之余，
刘素萍尽可能多地回家陪两位老
人说话解闷，并把家收拾得干干
净净。时间长了，彼此都相互挂
念，刘素萍一天见不到公婆总觉
得缺点啥，公婆一天不见儿媳妇
便会打电话问情况。

婚后十年，刘素萍的婆婆得
了高血压、冠心病，经常出现心
慌、胸闷等症状，特别在秋冬季
节和刮风下雨时病情极易发作。
每到这个季节，刘素萍便吃不
好、睡不香，生怕婆婆病情发
作。为此，刘素萍遍访相关专
家，按照专家的建议精心照顾婆
婆，使婆婆的病症逐渐减轻了。

然而，刘素萍的婆婆于 2006
年 患 上 了 帕 金 森 病 和 抑 郁 症 ，
2007 年又发展成了阿尔茨海默
病，生活不能自理。为了改善婆
婆的症状，刘素萍一下班就赶回
家陪婆婆说话，并启发她读报、

拍手等，天气好时，她还会带婆
婆到户外接受阳光、空气的“刺
激”，并坚持每周为婆婆洗一次
澡。随着婆婆病情逐渐加重，给
她洗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耗费
的时间和精力也越来越多。刘素
萍的公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他说：“素萍，没有必要洗这么
勤，两周给你婆婆洗一次澡就行
了！”刘素萍却说：“两周洗一次
间隔时间太长，身上有异味，易
感染；每周洗一次，既能保持婆
婆皮肤清洁，又能帮她按摩身
体，促进血液循环，刺激神经反
射，对身体恢复有好处！”

随着年龄的增大，刘素萍的婆
婆因骨质疏松，先后发生过三次骨
折，特别是2012年股骨颈骨折后，
公公的压力特别大，他说：“你妈这
么大年龄了，这一骨折，可受罪了，
该怎么办？你懂医术，是否手术你
拿主意吧！”刘素萍咨询了大量专
家后对公公说：“我妈年龄不算太
大，如果不进行手术，这样卧床
下去，生活质量太差。现在置换
股骨头的手术技术很成熟，也比
较安全，术后很快就可以下床，

还是手术比较好。”在手术和住院
期间，刘素萍和家人轮流陪护老
人，时刻守候在老人身边。对病
人而言，术后第一个24小时特别重
要，懂得护理知识的刘素萍一直陪
护在婆婆身边，术后的烦躁、疼痛、
大小便排泄，都是她一个人处理，
尿床了及时更换、清洗，保持外
阴的清洁、干燥；大便后，不嫌
恶臭为婆婆擦洗干净。出院后，为
了防止肌肉萎缩，刘素萍每天都引
导婆婆进行锻炼，并为她按摩，
取得了良好的康复效果。

在婆婆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
这些年，吃喝拉撒都需要有人悉
心照料，一日三餐都得一口一口
地喂。刘素萍总是挤出时间或安
排家人照顾老人，保证婆婆半晌
能喝杯水，吃一个香蕉，节假
日，刘素萍还会包婆婆最爱吃的
饺子喂她。记者见到刘素萍的婆
婆时，没想到这个患病多年的老
人，头发梳理得如此整齐，衣服
如此干净。刘素萍说：“婆婆年轻
时特别注重仪表，现在她病了，
我们更要让老人穿得整洁，让婆
婆有尊严地过完下半生。”

记者手记

采访中，刘素萍的公公给记
者讲述了刘素萍和婆婆冥冥中注
定的缘分：刘素萍和婆婆都是姊
妹五个，且排行老三，刘素萍的
婆婆和妈妈同名同姓。

真可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
家门。然而，维系婆媳间母女感
情的纽带，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长
期浸润人心的那种善良、宽容和
孝道，这是无价的良好家风。

家，是社会组织的细胞。积
极用心涵养、传承、倡导好的家
风，在正处于时代变革中的当今
社会，尤为重要。笔者希望每一
个人，都能像刘素萍那样，用心
传承好家风，为实现伟大的中国
梦奉献自己的正能量。

让孝老成为家风
——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刘素萍孝敬重病婆婆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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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张红娟）“你每个
月报到、学习几次？参加几次劳动？
接受社区矫正时合法权利有没有受到
侵犯……”3月24日上午，在解放区人
民检察院社区矫正检察室内，检察干警
正在对接受社区矫正的小李进行约谈，
详细了解他在社区的相关情况，对社区
矫正工作进行法律监督。

解放区人民检察院自2013年2月成
立我市首个社区矫正检察室以来，坚持

“一核六查三见面”的工作模式，切实
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实际情况。“一
核”就是对矫正对象基本情况及涉案相
关法律文书进行核对。“六查”即一查
基层监管组织是否健全，人员是否到
位；二查监管责任是否明确，措施是否
落实，考察教育是否定期进行；三查监
外执行的档案资料是否做到一人一档；
四查监外执行罪犯是否处于正常监管状
态，是否定期向管理机关报告活动、去
向等情况，外出是否办理请销假手续；
五查监外执行罪犯在执行期间的表现，
是否存在严重不服从管理和重新违法犯
罪应重新收监而没有收监现象；六查罪
犯暂予监外执行依据条件是否消失而应
重新收监。“三见面”即与监外执行罪
犯见面；与监外执行罪犯的家属见面；
与负责监管的司法所、社区居委会和社
区治保组织负责人见面。

截至目前，解放区累计接收社区矫
正对象200余人，该区人民检察院社区
矫正检察室对上述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
情况全部进行检查核实，并建立了详细
的台账。

解放区

创新检察监督
推进社区矫正

3月27日上午，参加全省文化产业管理干部培训班的70多
名学员先后到我市当阳峪瓷窑博物馆、金谷轩绞胎瓷艺术公司生
产车间、圆融寺明清一条街参观考察，实地了解我市文化产业发
展情况。图为学员们在当阳峪瓷窑博物馆参观。

本报记者 王龙卿 摄

本报讯（通讯员孙永伟、
张莉丽）今年年初以来，马村
国土资源分局严把“四关”，扎
实做好土地登记工作。

该分局一是严把受理申请
关，对权属清楚、资料齐全、
符合要求的申请人，认真指导
其填写土地登记申请书；对资
料不全的，坚决不予受理。二
是严把地籍调查关，对权属界
址发生变化的宗地，进行实地

现场勘查，并按《地籍调查规
程》要求做好权属调查和地籍
测量工作。三是严把权属审核
关，主要审核申请人土地权属
是否合法、界址是否清楚、面
积是否准确等。四是严把注册
登记关，对于经审批同意注册
登记的宗地，做到土地登记审
批表、土地登记卡和土地证书
三者相关栏目内容一致。

马村国土资源分局

严把“四关”做好土地登记工作

⬅3月27日下午，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街道大寨村村民赵合香正在自家的温室里采摘西红
柿。5年前，她投资10多万元建温室，开始从事反季节蔬菜种植，第二年就收回了投资。由于她种植
的反季节蔬菜从来不使用催熟剂，所以口感特别好，深受市场欢迎，仅今年春节以后，她卖菜已收入
3万余元。 王文跃 摄

⬆位于修武县产业集聚区的奇力新电子（河南）有限公司，是富士康、飞利浦、华硕电脑、三星
电子等公司的供货商，也是全省较大的电感元件生产基地。今年，奇力新公司正式启动“机器换人”
计划，用智能装备进行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力争今年年底前达到年产10亿个电感元件的产能。图
为3月27日，该公司一名员工正对全自动化生产设备进行实时监控，这套全自动化生产设备大大提高
了生产效率，达到了“一套顶八个人”的预期目标。 崔红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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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一年之计在于春。全市上下正以必胜的信心、高
昂的斗志和实干的精神，全力投入到春季造林绿化和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活动中。绿色是生命和希望的象征，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
惠及子孙后代的德政之举，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建设
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战略选择。为给社会各
界参与创建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借鉴外地
经验、推动焦作创森》栏目，陆续刊发国内其他城市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的先进经验和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时下，尽管是初春时节，
但细心的群众行走在城区、乡
村，总能在不经意间发现一抹
绿色。回望刚刚过去的 2014
年，“满眼皆是绿，移步皆是
景”的城区，让这座城市焕发
出勃勃生机，光秃秃的荒山披
上绿装，一大批林农走上了致
富道路……这些成绩的取得，
源自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
带动，让广大群众出门就能亲
近自然、尽享绿色“红利”，
为提升城市的吸引力、竞争力
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我市牢固树立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
山”的发展理念，一手抓经济社
会发展，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
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载体，
创新体制机制，强化财政投入，
加大造林绿化力度，有力促进
了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健
康发展。

坚持高点定位
吹响创森号角

2012年，枣庄市围绕城市
转型发展，吹响了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的号角。作为创森的主
阵地——滕州，也在这一刻踏
出了坚实的脚步。

为确保创森工作开好头、
起好步，我市按照枣庄市的总
体部署，科学提出建设“绿之
城、水之乡、文之邦”的发展
目标，高点定位、循序渐进，
确立了“围绕生态建设一个中
心，突出森林城市创建、林业
产业发展和森林资源保护三大
重点，强化土地流转、多元投
入、工程造林和资源管护四大
措施，依托城市、水系、山
丘、平原、通道、镇村六大森
林平台，构建生态林业、民生
林业、文化林业、科技林业、
法治林业、创新林业六大林业
体系”的“一三四六六”创森
总体思路。

目标确定后，我市结合东
部山区、中部平原、西部滨湖
的地形地貌，编制了“一环两
城三网四廊多组团”的创森总
体规划，以增绿量、创精品、
提档次为重点，努力构建点上
绿色成景、线上绿色成荫、面
上绿色成片的绿化新格局，全
力打造绿色、健康、宜游、宜
居、宜业的城市生态体系，为
后续工作推进打下了基础。

实施造林工程
共建美丽家园

荆河作为滕州的母亲河，

承担着生态、人文、休闲功
能。作为创森重点工程之一，
秀美荆河绿色长廊建设工程是
一大亮点。2 月 24 日，记者走
进秀美荆河绿色长廊，看到一
排排树木挺立在道路两旁，硬
化了的河堤道路平整、整洁。
而在另一条河道小清河治理现
场，又是另一番美丽景象。创
森工作的重点是造林绿化工程
的实施。自创森工作全面打响
后，我市先后实施了荒山绿
化、经济林基地、青龙山系北
麓骨干绿道、秀美荆河绿色长
廊等 19 项造林绿化重点工程，
全面推动城市森林、水系森
林、山丘森林、平原森林、通
道森林、镇村森林等六大森林
体系建设，新增城区绿化面积
300 万平方米，完成荒山造林
4.89 万亩，新增平原绿化 3.04
万亩；完成城乡道路绿化627.8
公里，打造特色旅游绿道82公
里，完成镇村森林造林 5600
亩。

播种片片新绿
收获生态文明

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
是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需要
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每年植
树节到来之际，总会在村庄、
城市、公园、河畔，看到广大
群众义务植树的身影，大家积
极投身其中，为大地播种片片
新绿，收获了生态文明。

义务植树是我市创新创森
主体的一项具体做法。除此之
外，我市采取大户承包、企业
参与、招商引资、反租倒包、
党群共建、自愿捐资、精品示
范、省级青少年绿化基地创建
等多种形式，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到造林绿化中去，收到了良
好效果。

为确保创森工作顺利开
展，我市成立了创森工作领导
机构，市级主要领导先后多次
召开会议，专题进行研究。各
有关部门和镇街按照职责分
工，强化协调配合，形成了齐
抓共管推进创森工作的整体合
力。此外，采取市财政支持一
点、项目资金倾斜一点、镇街
投入一点、承包户承担一点的
办法，积极筹措资金，严格落
实镇街“五职责任人”负责
制，实行挂图督战，绘制创森
规划示意图、任务图和进度
表，明确质量标准和完成时
限，促进工程顺利实施、尽早
达标达效。

滕州
森林进城释放生态“红利”

□山东滕州日报记者 田 璐

（上接一版）带动区域内土地增值和产业发
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引黄入焦工程发挥了重要的稳粮作
用。”武陟县水利局长黄国洲说：该工程
沁北段在武陟县三阳乡、小董乡穿过，
涉及 8 个村，设计灌溉面积 10 万亩，有
效灌溉面积 5 万亩。去年夏天，由于高
温少雨，持续干旱，水位下降，机井抽不
上水，秋作物大面积受旱，玉米叶子枯萎
拧成了绳。引黄入焦工程派上用场，市、
县水利及河务部门组织干渠沿线群众昼夜
引水浇地，缓解了旱情。去年，大灾之年
夺丰收，干渠两边玉米每亩打粮1000公斤

以上。
引黄入焦工程补源功能凸显。武陟县

三阳乡西尚村位于郇封岭地下水漏斗区，
由于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井越打越深，浇
地成本越来越高。黄河水引到家门口，地
下水位由原先20多米深上升到7、8米深，
过去报废的机井又能用了。该村群众刘世
歧说“全村2000亩地用机井浇一遍，不但
成本高，还要用月把时间。有了黄河水，
全村的地浇一遍只需半个月。过去用机井
浇一亩地要花20元，如今用河水浇一亩地
只花5元钱。”

记者在引黄入焦干渠城区段绿化项目

现场看到，干渠两边新栽植的乔灌木长势
喜人，满眼翠绿，还有新建的亭廊、游园
和文化景观墙。该项目位于大沙河与晋新
高速之间，全长2200米，总面积21.9万平
方米，总投资 1200 万元，共完成地形塑
造、苗木种植、道路广场、亭廊和文化景
观墙等基础设施以及全市各单位义务植树
等项目内容，栽植乔灌木2.75万株，种植
地被、草坪、水生植物11.67万平方米，广
场园路铺装55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改
善了城市南部生态环境，形成了一条秀美
的绿色景观带。

引来黄河水 福泽怀川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