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陈
燕鲁振宇）7月 14日，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少年班学院公布了2022年级少

年班录取名单，共录取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 45名学生，其中河南考生 2人，

郏县 16岁少女杨光以高考 666分的

成绩被录取。

作为郏县籍的高二学生，16岁的

杨光长得文文静静，说话时十分腼

腆，但是逻辑清晰，言简意赅。

杨光高二下学期就学完了高中的

全部课程，没有进行系统的全面复习，

能经过中科大少年班的笔试和面试，

最终被录取，取决于勤奋、心理素质

好。

“平时学习我觉得首先要重视课

堂，重视课本，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

课下要复习，对课本上的知识一定要

掌握牢固。其次要多做习题，做完

题，对错题进行整理回顾，认真分

析。再次就是要放平心态，保证一个

良好的心态，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

杨光说。

“杨光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心态

阳光，学习勤奋。每天都是来得最

早，走得最晚。”杨光的班主任李建国

在视频中说。

父母的言传身教和良好的家庭

氛围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杨光的

学习兴趣和习惯。在她家的书柜上，

摆放着各类书籍，她的父亲杨红克一

边给大家展示杨光的获奖证书一边

感慨自己女儿的不易。杨红克说：

“杨光呢，从小到现在一直比较听话，

学习上自律性非常强，我们从来不用

为她的学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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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远高 文/图

7月15日，在民权县人和镇樊寨村

村民韩占生的农家小院里，他的聋哑女

儿韩慧鑫正在给两个小学生传授老虎

绘画技艺。

今年24岁的韩慧鑫患先天聋哑，7

岁时在民权县聋哑学校上学，小学毕业

后就辍学了。为了今后的生计，她来到

全国闻名的老虎绘画第一村——民权

县北关镇王公庄村拜师学艺，学习绘制

老虎画。3年后学成归来，她开始画老

虎、卖虎画。起初，她的老虎画无人问

津，一个月也卖不了1000元，于是，她

决定与村里的其他姑娘一起去南方打

工。

2016年，韩慧鑫开始与朋友在昆

明做玉石生意，可由于语言障碍，生意

也没有做成，还赔了本金。之后，她又

去了长沙市的一家化工厂打工，却由于

皮肤过敏而不得不辞职了。

2021 年，在外奔波多年、有些心

灰意冷的韩慧鑫回到家乡。一天，一

位好朋友给她打电话：“你不是会画

老虎吗？现在网上流行直播带货，你

试试，一定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韩慧鑫立即购买了笔墨、宣纸，父亲

将二楼的一间空房腾出来给她作为

画室，韩慧鑫重拾画笔，开始绘制老

虎画。

由于好多年没有拿画笔了，手生疏

了、灵感也没有了，韩慧鑫绘制的一张

张老虎画被她一次次地扔进了纸篓

里。但韩慧鑫没有气馁，她又到北关镇

王公庄村向老师求教，经过刻苦练习，

手感和灵感慢慢地回来了。老师高兴

地说：“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有了这门技

术，这辈子可以自食其力了！”

为了能创出自己的一片天，韩慧

鑫购买了直播设备，学习直播带货。

今年 4月，她开始在网上销售自己的

老虎画，没想到一炮打响，其中的一幅

画竟卖出了2600元，她创作的劲头更

足了。

目前，韩慧鑫已经销售了 70余幅

老虎画，平均月收入1万余元。她父亲

高兴地说：“现在女儿乐观快乐，不仅自

己绘画还收了两个徒弟，她希望有更多

的人来学习这种技艺，将这一传统文化

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甄林

7月 15日，对于睢县尤吉屯乡郜

楼村的郑权家庭来说，是个大喜的日

子。上午9时50分，当郑权母子从揽

投员陈金凤手中接过“海军航空大

学”录取通知书时，喜极而泣。“儿子

12 年的奋斗，我们 12 年的付出，值

了！”母亲干富梅幸福的笑容伴随着

激动的泪水。

干富梅介绍说，他们是五口之

家，有公公、丈夫和一子一女，平常靠

种地和务工维持生计。郑权知道父

母很苦，也很懂事，省心。从小学到

初中，郑权在班级上从未出过前五

名，每次放学都是先写好作业再去和

伙伴们玩。

郑权考入睢县高级中学后，为了

更好地照顾他，干富梅在县城租了一

处房屋，一边当陪读妈妈，一边在餐

馆打工。

高中三年，郑权时刻把“效法羲

和驭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作为座

右铭，放在枕边，立志成为保家卫国

的飞行员，为梦想而奋斗。

“在今年高考期间，我们住宿、吃

饭全免费，都由睢县政府买单，也打

消了父母的后顾之忧，轻松上战场，

以至于在考场上超常发挥。”郑权说，

党和政府这么重视教育，这么关心爱

护下一代，他入校后一定好好学习，

为党和祖国效力。

农家院里飞雄鹰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
茜茜）“我们自愿结为夫妻。”“我们将

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

义务。”“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裕或

贫穷、健康或疾病……”7月 14日上

午，在叶县民政局结婚登记处，一对

新人在现场司仪的带领下，宣读结婚

誓词，庄重许下爱的承诺。

作为婚俗改革试点县，叶县通过

层层宣传、宣讲，将“重登记、强责任、

崇节俭”的婚俗新风和新时代婚姻观

融入每一个家庭、传递给每一对新

人，在全县上下形成自觉摒弃“天价

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

比”等不正之风、传承简约适度婚俗

礼仪的社会新风尚。

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弘扬“风

雨同舟、相濡以沫、责任担当、互敬互

爱”的婚姻理念，叶县以婚姻登记处为

宣传平台，通过制作宣传展板、印发宣

传材料、倡议书等，向前来办理婚姻登

记的当事人宣传婚俗新风和新时代婚

姻观；同时综合利用媒体、网络、微信公

众号、抖音等，深入宣传婚俗改革相关

内容，积极营造全县婚俗改革工作氛

围。

同时，叶县还创新方式方法，依

托“劳动节”“青年节”“七夕节”“国庆

节”“元旦”等节日，推出特邀县级领

导、人大代表、道德模范等颁证员为

新人证婚的“颁证日制度”，举办户外

集体婚礼、劳模婚礼、红色婚礼、军人

婚礼、金婚庆典、慈善婚礼等富有韵

味、特色鲜明、积极向上、易于接受、

乐于参与的婚俗文化活动，引导社会

大众从“轻登记、重婚宴、讲攀比”的

思想观念转向“重登记、强责任、崇节

俭”，形成喜事新办、婚事简办的婚礼

新风尚，鼓励栽植纪念树、旅行结婚

等简约文明的婚礼形式。

面对当代年轻人的新需求、新想

法，叶县积极创新，拓展多元化的婚

姻家庭辅导模式，定期开展“婚姻保

鲜”幸福沙龙学习班，成立“红娘”服

务队，搭建线上线下实名制青年公益

婚恋交友平台，引导适龄青年树立正

确的婚恋观，使交友变容易、结婚不

再难。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宋永亮

她们穿着同款防护服、戴着

同样的口罩，还长着近乎一样的脸

庞……7月 16日，上蔡县小岳寺乡

望东湖村核酸检测点，一对身穿防

护服的“95后”双胞胎姐妹正在不停

忙碌着。

1996年出生的马淑雅和马慧雅

是望东湖村人，2017年两人分别考

入新乡医学院和齐齐哈尔医学院。

2020年新冠疫情初起时，姐妹俩就

争着报名，参与村内防疫卡点的值

班值守。随着驻马店本轮疫情的发

生，暑假返乡的姐妹俩再次主动请

战，加入志愿者的队伍。

在核酸检测点，姐妹俩成了“战

友”，身穿“战袍”，并肩作战，被同事

亲切地称为“战‘疫’姐妹花”。高温

酷暑中，她们的防护服密不透风，贴

身衣物早已被汗水浸湿，但两人仍

乐此不疲。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付忠于杨明华

这几天，汝南县常兴镇大田村的

张理宝、张保亮、张保林、张永亮兄弟

四人格外忙碌，一天要往各村疫情防

控卡点运送10多车的矿泉水、方便

面、面包等爱心物资。

“看着党员干部每天冒着近

40℃的高温值守，很受感动。作为

个体工商户，我们也要尽一份责

任。”7月17日，张永亮的一句话，道

出了兄弟4人的共同心声。

张永亮和大哥张理宝、二哥张

保亮、三哥张保林都是从事农机、电

动车修理、销售的个体工商户。

2016年，张保林被推选为常兴镇商

会会长，张永亮则当选为驻马店市

人大代表。

驻马店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兄弟

四人共同捐款4万元，先后为镇政府

及10个村疫情防控卡点送去1000多

件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等爱心物资。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闫
超）“多亏政府给我们购买了防返贫

保险，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负担，看病

也没那么大心理压力了。”近日，武陟

县乔庙镇千村的杨立勃收到9638.11

元的防返贫保险理赔金后，感慨地对

村干部说。

杨立勃的妻子张美霞因患再生

障碍性贫血，医疗支出大，2021年 11

月被识别纳入为监测户。秉承着“一

户一策”“靶向帮扶”的原则，驻村工

作队、帮扶责任人了解情况后，利用

慈善资金为其家庭成员办理了防返

贫保险。

在乔庙镇，得到保险理赔的不止

张美霞这一户。乔庙镇将防返贫保

险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力举措，2021年

统筹慈善资金，投入 3.9 万元为 260

名困难群众办理了防返贫保险。

2021年度，全镇保险累计赔付金额达

7.3万余元。

2022年，乔庙镇将继续投入 3.2

万元为215名困难群众办理防返贫保

险，着力为因病、因学、因灾致贫或返

贫的群众提供保险兜底。

武陟县乔庙镇 上好防返贫“保险丝”

本报讯 近日，结合国家、省、市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平舆县东和店镇对脱贫人

口和监测对象开展“回头看”，切实筑

牢防止返贫防线。

看脱贫成效稳不稳。组织 12个

村责任组入户核查脱贫户家庭人均

纯收入是否达到标准、收入来源是否

稳定可持续，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

房安全、饮水安全是否保障到位，有

无反复隐患。看进出程序严不严。

镇巩固衔接办逐村核查监测对象的

识别和风险消除是否严格按照程序

进行，并走访监测对象查看是否知晓

和认可。看帮扶措施准不准。逐村

核查监测对象享受了哪些帮扶措施，

衔接资金项目安排是否精准，帮扶措

施是否精准有效。 （李潭）

平舆县东和店镇筑牢防返贫防线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张
森 席瑞娜）7月 15日，滑县赵营镇西

乱革村村民文建培家中，墙上挂的

“孝媳妇”模范的光荣牌格外醒目。

“这是我被县里评为‘孝媳妇’模范受

表彰后，县镇领导来俺家给俺挂上

的。”文建培说。

今年 33岁的文建培老家是许昌

的，2006年，她初中毕业后到滑县务

工，与西乱革村的杨会波相识相恋。

她没有嫌弃杨会波家境贫寒和久病

卧床的妈妈，不要一分钱彩礼和首

饰，留在了这个家，十多年如一日照

顾卧床不起的婆婆，成了远近闻名的

好媳妇。通过村镇层层推选，文建培

被县里评为“孝媳妇”模范。

2017年至 2021年，滑县共评出

“两好两孝”模范20954人，其中，“好

儿子”模范 5520 人，“孝媳妇”模范

5822人，“好闺女”模范 4928人，“孝

女婿”模范4684人，在全县树起了一

批立得住、叫得响、传得远的孝老爱

亲模范。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工作

力度，打造‘两好两孝’模范选树活动

品牌，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良

好社会氛围。”滑县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县政府副县长张红琳说。

滑县 孝老爱亲风气浓

民权聋哑女孩韩慧鑫

直播卖虎画 月入1万多

树婚恋新风 为爱情“减负”
叶县婚俗改革引领文明婚嫁新风尚

战“疫”姐妹花

抗疫四兄弟

韩慧鑫在展示她创作的老虎画

7月14日，在南阳市卧龙区潦河坡镇闫沟村丰园禽业有限公司孵化车间，刚孵化出的小鸡在流水线上奔跑。据悉，该鸡苗
孵化车间年孵化销售雏鸡2亿只，产品辐射周边8个省市，提供就业岗位700多个，带动上下游2000多农户致富。 陈辉 摄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进一步团结凝聚广大群众力量，郑

州市二七区解放路街道联合华润置

地有限公司，在二七区华润大厦打

造了一党群服务中心——党群共进

馆。在党群共进馆内，党员和群众

不仅可以学习政策理论知识，还可

以体验政务、社保自助等便民服务，

附近的上班族还能在此阅读充电。

据了解，这处“红色空间”占地约

200 平方米，设计感十足、功能多

样，吸引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体

验，已经成为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

纽带。 （李燕阁）

今年以来，郑州市管城区航海东路

街道以“能力作风建设”为主线，探索构

建“194”调度模式（即 1 个调度领导小

组、9个专责组和4项推进制度），扑下身

子、精准发力、真抓实干，推动辖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为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精准把控，航

海东路街道对每一项指标明确责任领

导、牵头部门，利用走访机制召开座谈

会，将每一家规模企业的数据指标摸清

楚、问题找出来、措施跟上去，形成从责

任落实到跟踪问效、从短板指标预警到

及时应对的工作闭环，推动稳增长的各

项举措落地见效。 （王赵琪）

为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

动，郑州市管城区金岱街道坚持以

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服务企业为宗

旨，落实各项稳企纾困政策，推动

“万人助万企”活动走深、走实。

一是落实惠企政策。各社区、

各有关部门主动与辖区企业、农贸

市场、沿街商户对接，上门“点对点”

进行宣传，确保省、市、区相关支持

政策落实落地，打通惠企便企政策

“最后一米”。二是坚持问题导向。

该街道“万人助万企”领导小组对辖

区企业开展“一对一”走访，与企业

面对面交流，分类汇总企业各项难

题，建立“一企一策一档”服务台账，

采取针对性措施逐项破题，引导企

业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做大做强。

三是强化服务意识。坚持换位思

考，紧盯“问题解决率”和“企业满意

率”，推动惠企政策落实、生产要素

保障、优化营商环境等各项工作，不

断增强企业内生动力、发展活力和

整体实力，为金岱街道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力量。 （张锐童）

近日，通许县邸阁乡党员干部陆续收

到了一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行业政

策“口袋书”，内容包含了当前教育帮扶政

策、健康帮扶政策、金融帮扶政策等9个方

面的内容，党员干部可随时随地查阅和学

习最新的行业帮扶政策知识。

目前，邸阁乡已经累计印发了“口

袋书”200余册，做到村级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责任组、驻村工作队、帮扶责

任人人手一册。 （朱金涛）

7月18日，在沈丘县付井镇赵口村乡村振兴服装加工车间，女工们在工作。近年
来，沈丘县妇联发挥职能作用，发展服装服饰、电子组装及食品加工等“巧媳妇”就业基
地，实现留守妇女家门口就业。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谢辛凌 摄

金岱街道走深走实“万人助万企”活动

构建“194”调度模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许县邸阁乡小小“口袋书”发挥大作用 郑州市二七区解放路街道打造党群共进馆

7月 13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西大

街街道主办的清华大学河南校友会企业

家宣讲推介会在金岱科创城举行，130

余名企业家参加会议。西大街街道办事

处主任张红军表示，今后西大街街道将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更多平台，

持续推进招商引资和“万人助万企”工

作，更好地服务企业家，深度聚焦产业集

聚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发展后劲，为管城

区经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秦启皓）

管城区西大街街道搭建平台招商助企

线故事疫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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