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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屈亚军 何炳霖）2021年，
我市相继发生雹灾、洪涝等 10多次自然灾
害，对群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进一步
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冬春期间基本生活保障
工作，确保他们安全过冬、温暖过节，市应
急管理局迅速行动、强化措施，及时发放冬
春救助资金。截至 1月 25日，全市共发放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资金 4499.64 万
元，惠及25万名受灾困难群众。

为切实做好受灾群众冬春期间生活
保障工作，自 2021 年 9 月下旬以来，市应
急管理局先后下发了通知和方案，提前部
署冬春救助工作。各县区组织人员逐村
逐户排查摸底，摸清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底
数，经会商、救助需求评估、测算后，及时
向中央、省上申请救助资金。同时，我市
建立健全《受灾人员冬春需求救助台账》
等基础资料，不断夯实救助工作基础。

市应急管理局按照“专款专用、重点
使用、无偿使用”和“分类救助、重点保障”
的原则，结合全市工作方案和县区实际，
由县级细化实施方案、明确救助标准。严
格“民主评议、张榜公布、公开发放”的工

作流程，按照“户申请、村评议、镇审核、县
批复”的程序确定救助对象，优先做好倒
房重建户和受灾的低保对象、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散居孤儿、留守老人、留守儿童、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以及脱贫不稳定户、边
缘易致贫户等受灾人员的救助，确保需救
助对象、需救助时段、需救助资金等基本
情况精准。

全市应急管理系统高度重视受灾人员
冬春救助工作，从 2021 年 12 月进入冬春
救助时段以后，全市应急系统不等不靠，积
极筹措资金和物资，先后组织下拨棉衣
9670 件、棉被 11628 套、粮油 9.3 万公斤，
及早开展救助工作。市应急管理局加强与

省上的对接联系，积极争取到受灾人员冬
春救助补助资金 4450 万元，于 2021 年 12
月 24日及时下拨到各县区，要求各县区在
1 月 25 日前将资金全部发放到户，确保救
助对象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

1 月 5 日，市应急局启动冬春救助资
金发放情况日报制度，每天调度各县区资
金发放到户情况，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
对发放缓慢的县区进行电话约谈和现场
督导。1 月 21 日，市减灾办下发了《关于
做好 2021-2022 年冬春救助工作的紧急
通知》，提醒各县区政府加强冬春救助资
金的发放，杜绝缓拨滞留、优亲厚友等行
为发生，确保按时发放到户。

我市及时发放冬春救助资金
本报讯 （高 鸿）2021 年 12 月以来，丹凤县通过县级领导

带头结对帮扶、发倡议书、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爱心捐赠等方式，扎
实开展资助帮扶孤儿、留守儿童等生活困难学生活动。

丹凤县科教体局及各中小学校高度重视生活困难学生的学
习、生活和心理状况，竭力为他们营造健康、快乐、和谐的学习和生
活环境，教育引导他们在困境中奋发向上，保持认真的学习态度、
乐观的生活态度，健康快乐成长。县科教体局、县民政局和各镇办
密切关心困难学生的家庭生活情况，积极落实困难学生资助、临时
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及特困救助等各项政策，着力解决后顾之忧，
让他们专心致志学习、安心愉悦生活，全县党员干部带头结对帮扶
生活困难学生，主动捐款捐物、协调解决问题，确保生活困难学生
度过艰难时期，顺利完成学业，成长为对社会有用之才。

目前，全县已有 65 位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县内爱心人士及丹
凤籍在外创业成功人士与生活困难学生建立了“一对一”结对帮扶
关系，累计捐款 10.2万元、捐赠生活物品和学习用品 932件套。南
京雨花台区、西安小蜜蜂爱心协会等爱心企业及社会组织捐赠书
包、衣物、学习用品 865件套。

丹凤结对帮扶生活困难学生

临近年关，赵勇越发忙起来，这两天他值
夜班，一回家乏得倒头就睡。

妻子唠叨：“一年到头尽忙工作了，靠不
住。”看来，今年办年货还是她一个人的事。

赵勇是中石油洛南县迎宾加油站的一名
加油员，由于处在县城交通要道，算是区域内
工作量最大的一个加油站。参加工作至今，
赵勇和同事黑白颠倒、轮流值守，连续 29 年
几乎没有休过一天假。

“越是过节越忙，尤其在春节前后。”赵勇
说，“最忙的时候，每天来加油的车就有 2000
多辆，我们基本得在室外站一天。碰上夜班，
得从 17 时工作到第二天早晨 8 时，连个盹儿
都不能打。时间久了，身体疲乏不堪，可生物
钟打乱了，到该睡觉的点却很难入睡。”

加油站属于易燃易爆场所，在这个区域
内，不能拨打手机，不能抽烟。工作时，赵勇
就把手机关机，遇到家里有事，家人只能打营
业厅的固定电话找他。对来加油的顾客，赵
勇也要做好监督，发现危险行为立即制止。

工 作 性 质 使 得 赵 勇 对 火 特 别 敏 感 。
2020年 5月 1日，一辆小车驶进加油站，赵勇
和同事远远看见车的引擎盖在冒烟，好像着
火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冲过去让司机马上
停车，急忙和同事先用灭火器灭掉明火，再合
力将车推移到安全区域。

“这时候千万不敢发动车，一旦火星接触
到混着汽油的空气就极易引爆。”赵勇说。后
来，他们拨打了 119，直到消防队员赶来把火
完全扑灭。回想起这个事，赵勇一阵后怕：

“要是当时没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这 些 年 ，因 为 工 作 太 忙 ，赵 勇 总 觉 得

亏欠了家里。“平时，妻子在外打工，我也
很少着家。”赵勇说，“有一回，家里老人在
外 面 摔 了 跤 ，我 正 在 上 班 ，还 是 好 心 人 帮
忙把老人送到医院。老人出院时，我还在
上班，又是别人搀扶着送回了家。孩子上
学时没人照看，六七岁的年龄正是依赖父
母 的 年 纪 ，就 被 送 到 学 校 住 校 ，一 直 到 上

中学，导致孩子话少，不太和我们沟通。”
但是赵勇闻惯了汽油味，这种味道让他觉得熟悉和

亲切。除了加油，他没想过干别的。他的认真敬业也获
得了公司的认可，2021 年，他被中石油商洛分公司评选
为优秀加油员。

29 年过去了，私家车越来越多，见证了时代的发展
和交通工具的变迁，赵勇为这个变化由衷地高兴：“车多
了，说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今年春节的排班定下来了，除夕夜，赵勇又将在加油
站度过。正是由于他的坚守，才确保了匆匆回家过年的
人们开着一辆辆车奔赴团圆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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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田培信）“一唱党的恩情大呀，划划舟；全国人民翻
了身哪，划划舟；人民当家做主人哪，小小的彩船儿下丹江，划划
舟，划划舟……”去年以来，这首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划船调《十唱
共产党》是商南县文化馆以古老民歌为基调而改编的唱响主旋律、
歌颂新时代的精品力作，在抗击疫情、庆祝建党百年等一系列文化
活动中大放“艺”彩。

近年来，商南县文化馆联合民间艺术家协会深入古村落，走进田
间地头，搜集民间即将失传的老手艺，保护七零八落的老物件，走访
年事已高的老艺人，开展文学采风、创作和宣传活动。每到一处，他
们耐心地了解老物件的制作方法并详细记录，现场制作抖音和“云文
艺”。同时，他们立足“中国茶叶之乡”，寻找传统手工制茶“能人”。
传统手工制茶“能人”进茶园、到景区，现采现炒、即炒即销，让游客零
距离感受采茶、制茶和品茶的乐趣。

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相互融合是民间艺术的进一步延伸和
升华，商南县文化馆做了很好的尝试。该馆编辑、出版的《商南民
歌与花灯》一书雅俗共赏、童叟皆宜，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娱乐指
南”；节假日组织的大型民俗文化展演，让传统民间艺术走进大街
小巷、乡村田野，浸润到日常生活之中；经常性开展的非遗文化进
校园、进公园、进景区活动和“五送”工程（即送戏、送人、送教材、送
道具、送服装），全民参与，观演互动，让老百姓感受到更多的“入
戏”方式，为文化扶贫和文化振兴注入了长盛不衰的动力。

商南繁荣文艺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余偏林）2021年以来，柞水县瞄准创建全国信访工
作示范县目标，着力在信访维稳的秩序维护、重复治理、制度改革、
矛盾排查化解“五项重点”上抓创新出成效，以高质量信访工作护
航高质量发展，凸显新成效。目前，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创建已基
本达标，已连续三年获得“全省信访工作先进县”称号。

柞水县紧扣《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创新
推行“三步走”多元化解源头信访矛盾纠纷和构建信访矛盾多元预
防化解新机制，落实落细公开接访、矛盾排查、督查督办、信访监
督、信息反映“五个”常态化举措，加大法治信访宣传教育力度，聘
请法律顾问在信访大厅常年参与接访，引导群众依法逐级上访。
在全市率先出台“信用信访”建设管理办法，构建“依法信访受保
护、违法信访要惩戒”的导向，做到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来访群众
当家人、把群众难事当家事、把群众工作当家业，真正在群众最关
心的切身利益上用心，在化解信访问题上用情，有效减少存量，遏
制增量，不断提高信访举报件办理的效率和质量。

目前，由中央和省级交办柞水县的信访积案化解率 100%。
2021年，柞水县“网上信访”位居全省第六、全市第一，达到了无到
市级以上集体上访、无进京非接待场所上访、无群体性事件发生目
标。2021 年度，柞水县分别被评为全市信访工作“三无县”、信访
宣传、信访改革创新、网上信访、法治信访、领导接访等多个全市信
访工作先进县荣誉称号。

柞水高质量推进信访工作

在商南县青山镇文笔碧峰山下的青山社
区，有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朝朝暮暮，形影不
离，诠释着人间的真情真爱，在当地传为佳
话。他们就是余光明和刘春荣夫妇。

30 年前，余光明、刘春荣在乡政府领到了
印有大红“双喜”的结婚证书。婚后，余光明做
了个杀猪架子，做起屠宰的生意。刘春荣帮忙
卖肉，夫唱妇随。

刘春荣无怨无悔地帮着余光明，她身上挎
着一个小包包，每天卖的钱都装在包包里，晚
上都要盘存一下，看今天赚多少，小日子过得
还算滋润。

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12
年农历正月廿一晚，因烤煤火，把火盆放在卧
室，造成刘春荣煤气中毒。第二天早上才被
发现，刘春荣被火速送往县医院抢救。因县
医院医疗条件有限，后又被转到陕西省人民
医院救治了 25 天，花了 30 多万元，才算保住
了性命，但是落下了终身残疾，完全失去了生
活自理能力。从此，余光明不得不离开他谋
生的杀猪架子。

刘春荣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余光明就一天
三遍给喂饭、喂水、喂药。10 年来，余光明像
照看婴儿一样时刻帮助着刘春荣，从衣裤鞋袜
穿戴，洗脸洗澡，吃喝拉撒，都得余光明帮忙。
除了下雨下雪外，每天余光明都要把刘春荣抱
起来，放在轮椅上推着在外面转上两小时，让
她散散心、呼吸新鲜空气。

为了增强刘春荣的体质，余光明扶着刘春
荣，让刘春荣扶着轮椅在外面转。像学生上操

齐步走一样，余光明看
刘春荣先迈哪只脚，他
也先迈哪只脚，担心步
调不一致影响刘春荣
行 走 的 重 心 会 摔 倒 。
就这样推着转着，坚持
了 10 个年头，轮椅轮
胎更换了多次。

3000 多 个 日 日
夜 夜 ，余 光 明 不 离 不
弃 照 顾 着 这 个 爱 妻 。

在余光明的悉心照料下，刘春荣的身体在慢
慢康复，现在能勉强拿筷子吃饭了。余光明
欣慰地说：“伺候得总算有点成绩，她能自己
学着吃饭了！”

刘春荣由于患病时间长了，心情不好，
有时间会发脾气。有一次，余光明给刘春荣
穿衣服时，衬裤穿扭着了，刘春荣觉得咋都
不舒服，生气地说：“你个大人连衣服都给我
穿不好，要不愿意伺候，就给我买点老鼠药
一喝算了。”

余光明笑笑说：“明早上穿衣服时，我注
意些就是，别生气，你看我俩不是蛮好的嘛，
一天到晚不离左右，推着你转，你锻炼我也锻
炼了，别人还羡慕呢，哪有不愿意的啊！”刘春
荣又笑了。

其实，余光明藏着愁眉、藏着苦脸，心里也
有许多苦衷不愿向别人倾诉。天天推着老伴，
见人总是一脸微笑，他觉得这种表情对刘春荣
也是一种安慰。回到家里烦闷时，他就到门外
吸几口闷烟。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
况 10 个年头。为了自我调节心理，自我安慰，
他把赵朴初先生的《宽心谣》“日出东海落西
天，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人
也舒坦，心也舒坦……”打印出来，贴在墙上，
发愁时就看看。

也有人开玩笑说：“老余，你天天推着老
伴好玩吧！”他说：“是啊，无论推着她也好，
抱着她也好，总是我的一个伴儿，总比我一
个人强。”

余光明无微不至地精心照料妻子，十年如
一日，感动着感染着周围的人。邻居周桂荣
说：“老余真是良心好，一般人哪有那个耐心！”

余桂花说：“十年呐，真了不起，这不是
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刘春荣自己也说：“要
不是余光明伺候得好，我恐怕坟上的树都长
多粗了。”

余光明说：“多谢党的好政策，我俩现在有
低保、有养老金、有高龄补贴、有残疾补贴，各
样加起来一月也有千把块钱，基本生活有保
障。还办了慢性病卡，平常吃药还能报销一部
分，真是享了共产党的福！”

真情陪伴不言累
朱善国

△1月26日，市慈善协会为丹凤县商山敬老院捐赠了价值1.5万多元的面粉、大米、食用油，为老人们
送去温暖和关爱。 （宋雨萌 摄）

▽1 月 26 日，裕丰昌私
房菜组织人员来到商州区腰
市镇利康敬老院，为30多位
老人送去了大红的福字、新
春对联、米、面、油等春节慰
问品，送去对老年人的关爱
和新春祝福。

（王晓宁 摄）

关爱老人
共迎新春

百 姓百 姓

生活

本报讯 （王桂林）1月 27日，在商州区腰市镇高速收费站，市
中心血站工作人员再次把 10.04万毫升红细胞、1个治疗量的单采
血小板、240 单位的冷沉淀送到陕西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手中。
从 1 月 1 日到目前，我市分 14 批次向西安调配血液 121.38 万毫
升，其中红细胞 74.16 万毫升，血浆 40 万毫升，血小板 111 个治疗
量，冷沉淀 1000单位。

自去年年底西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受管控措施影响，无偿
献血工作受到直接影响，血液供应面临严重挑战。面对严峻形势，
市中心血站高度重视，扎实安排，周密部署，通过发布《捐献血小板
倡议书》《抗击疫情无偿献血倡议书》、电话预约等方式招募献血
者，多家媒体及时做了宣传报道。我市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积极
响应号召，各界爱心人士克服困难
前往献血车和市中心血站捐献热
血。为了给西安提供安全、及时、有
效的血液，市中心血站干部职工各
司其职，相互配合，加班加点，经常
工作到深夜，还有多名干部职工积
极捐献血液。1 月 1 日至 25 日，我
市共有 4615 人无偿献血 152.45 万
毫升，有力支援了西安用血需求，保
障了我市临床用血。

我市累计向西安调配血液121万毫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