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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应奎在《柳南随笔》

中讲了这么一件事：明时钱塘江

有舟子最横，每至波涛险处，就

认为一船人性命死生尽在自己

手里，索要财物不已。此舟子视

他人之急为可谋之利，终究免不

了被法办。

面对他人的急难，抱什么样

的心态、有什么样的姿态，最可

照见人品德行。我们常用设身

处地、趋人之急来形容热心肠，

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来形容冷

漠症。无论是里弄民巷，还是政

界官场；无论是国之大事，还是

民之小情，褒扬热心肠、贬斥冷

漠症，都是不变的基调。

自己急难之时，有人伸一把

手，那种扫空阴霾的温暖我们都

感受过；他人急难之时，主动出

一把力，那种助人脱困的畅快我

们都体验过。一个良性运行的

社会，一个携手共进的时代，少

不了这种正能量，患不得那种冷

漠病。党员干部是站排头的，更

应领风气之先。

如何对待群众的急难事，最

能体现作风，也最能看出党性。

群众急难之时，具备同理心、正

确处置，党的威信和形象就能涨

分。如果不入心、玩“飘过”，减分

也会很明显。一直以来，把群众

的急难事当头等大事来办，为我

们党赢得了民心、凝聚起人心。

1932年，毛泽东赴洋溪村调
查农业生产情况，途经绵江河上

的一座小木桥。桥上的木板残破

不堪，人一走上去，桥身晃晃悠

悠、吱呀作响，非常危险。他对同

行的同志说：“党的干部一定要急

群众之所急，不能因为其他工作

忙，而忽略群众的基本的生活问

题。”在毛泽东的提议和参与下，

大家一齐动手，绵江河上很快就

有了一座稳固的新木桥。

“急群众之所急”，既是我们

党的一贯倡导，也是治理经验的

深刻总结；既是一项具体的要

求，也是一种必备的品质。党员

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必须用于服务人民。群众心急

如焚，你就没有理由慢条斯理；

群众提出诉求，你就没有理由推

三阻四。否则，不仅感情上说过

不去，党性上也过不了关。

现实中，一些同志把“急群

众之所急”当口号喊。群众火急

火燎进门办事，明明符合程序规

定，却以“下次再过来”为推辞、

以“现在办不了”来回绝、以“某

某也分管”踢皮球。少数人甚至

群众越是着急，架子就端得越

足；群众越说“不惜代价”，就越

发慢条斯理。把群众的急难看

得太轻、把手中的权柄看得太

重，这样的人虽然只是少数，影

响却很坏。

急群众之所急，群众的掌声

就会为你响起。北川羌族自治

县原副县长兰辉，在带病进山检

查工作的路上因公殉职，他曾在

微博中写道：“需要修的路还多，

需要架的桥不少。美景，但无心

欣赏，因为百姓出行难。”南江县

原纪委书记王瑛始终把群众的

急难放在心上，她曾为住房与耕

地被河隔在两岸、每天只能赤脚

过河到对岸耕种的村民，建起一

座铁索桥。这样的党员干部，群

众怎能不交口称赞？怎能不爱

戴崇敬？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

大的力量。把群众的急难事当

自己的事，让零懈怠、马上办的

好做法蔚然成风，我们就能立好

共产党人的样子、树好人民公仆

的形象。在脱民困、解民忧中营

造情感的温暖对流，爬坡过坎就

有了群众支持，克难攻坚就有了

力量源泉。③10

“急群众之所急”不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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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监管网络
守护舌尖安全
本报讯 （记者黄伟）6月7日，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局长、省食安办主任许廷敏莅宛，就

食品药品企业产品质量监管、乡镇食品药品监

管派出机构建设进行调研。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原永胜参加。

许廷敏一行实地察看了宛城区基层食品药

品监管所、三色鸽食品有限公司、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建业小哈佛双语学校食堂等。调研

中，许廷敏对我市相关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要求食药监系统强化监管职能，狠抓薄弱环

节，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升队伍素

质、技术支撑和政策保障能力，突出风险排

查、日常监管、监督抽检、专项整治、案件查

处和社会共治，持续提升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

平。希望南阳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机

制，健全基层监管网络，守住安全底线，确保

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③8

落实收购政策
确保农民增收
本报讯 （记者任华裔）6月7日下午，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原永胜到唐河县、新野县调研

夏粮收购工作。

在唐河国家粮食储备库、一六0三河南省粮
食储备库及河南省粮食储备库新野分库等处，

原永胜认真察看储备库准备和相关工作进展情

况，并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小麦品

质、收购价格等情况。他说，夏粮收购进入了最

为重要的关键节点，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国家

惠民政策宣传好、落实好、执行好，积极做好托

市收购工作。各收购库点要提前准备消暑降温

等物品，提供优质服务，主动引导群众有序售

粮。要严格执行“五要五不准”粮食收购政策，

保障售粮群众利益，让广大农民卖上“明白粮”、

“放心粮”和“满意粮”，确保夏粮收购任务圆满

完成。③10

城乡同创共建
打造幸福家园
本报讯（记者魏巍）6月7日，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张富治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和宛城区

的远郊乡镇督查“双创”工作。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管委会主任金浩参加。

张富治一行先后到新店乡、红泥湾镇、高庙

乡、茶庵乡、汉冢乡、金华镇等地，认真察看全国

文明城市远郊乡镇的创建情况，并针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具体要求。张富治指出，文明城市创

建要以城带乡，城乡共建，互相促进，共同受

益。要对标文明建设、环境卫生、市场秩序、交

通秩序、公益广告五大方面内容，细化任务，查

漏补缺，逐一落实。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

时整改，有效改善城乡面貌，美化居住环境。要

以建促管，基础投入到位的同时，后续管理同步

跟进，常抓不懈，避免反弹，进一步放大“双创”

的社会效益。③10

加强综合保障
严肃考风考纪
本报讯 （记者李佩佩）6月 7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庞震凤、副市长刘树华等到市

五中、一中、二中高考考点巡视，实地察看视

频监控、考风考纪、考场安排、安全保障等情

况。

今年高考我市共设14个考区，47个考点，
1864个考场，考点实行全程录像。在听取各考
点工作汇报后，刘树华指出，各级各相关部门一

定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落实高考工作的各项

规章制度，为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竞

争平台。加强对考生集中地点治安、出行、食

宿、卫生等方面的综合保障，提供优质服务，切

实做好周边环境噪音的监管，为考生营造良好

的考场氛围，让全市广大考生以最好的心态，考

出理想成绩。③7

宣讲移民精神
倡树忠诚担当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振辉）6月6日下午，

首场南水北调移民精神报告会在郑州大学第一

报告厅举行。郑州大学党政领导班子及学校

500余名师生齐聚一堂，用心聆听了报告会。
报告会上，一个个感人肺腑的移民故事，

仿佛使人穿越到那些激情燃烧的南水北调世

纪大移民岁月，许多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一

阵阵热烈的掌声回响在报告会现场。作为中

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河南省丹

江口库区移民唯一迁出地和重要安置地的淅

川县，自上世纪 50年代开始，先后移民 40余
万人。在此次南水北调移民中，10名淅川移
民干部在移民一线不幸以身殉职，他们用汗

水、泪水和热血铸就了可歌可泣的南水北调

移民精神。这次由移民迁安的参与者、见证

者、记录者组成的移民精神报告团，将分别在

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河南工业大学等我省高校及省直机关作

巡回报告。③6

本报讯（记者何新红 通讯员

张长乐）日前，卧龙区龙王沟风景

区困难群众王某因甲状腺恶性肿

瘤住院，花费医疗总费用20920.02
元，除城乡居民医保报销19143.02
元外，又获得大病补充医疗补偿

1664.22元，成为我市自4月21日
实施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即时结算

以来第3589位受益者。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是针对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对象、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众建立的一项

医疗保险制度。根据测算，这项政

策对困难群众医疗报销能提高

10%左右。我市把医疗保险作为
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于今年3月
起正式启动实施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制度。

市人社局作为具体实施部门，

迅速成立组织机构，明确责任分

工；充分开展调研，攻坚遗留问

题，确保该项政策在精准扶贫中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组成

4个督导组，对各县区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政策及一站式即时结算工

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针对前期

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制定了结算

情况日通报制度，每天由保险公

司向市医保中心通报当天结算进

度。发现有工作推动不力、任务

落实不到位的，一律严肃追查相

关人员责任。

截至6月2日，我市已完成困难
群众大病补充保险即时结算报销

3589人，完成手工报销800人。③8

市人社局扎实推进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

强化精准施策 帮扶困难群众

本报记者 刘纪晖

■人物档案

郭跃东，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变

电检修室高级技师。工作中，他兢

兢业业，勤勤恳恳，24年如一日扎根
变电检修一线，无数次参加抢修复

电工作和大型检修工作。业余时

间，他勤动脑肯钻研，累计申报专利

120余项，20余项科技成果获奖，为
企业创造经济效益 1400余万元。
其本人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十大能

工巧匠”、“豫宛大工匠”等荣誉。

在南阳供电公司，提起变电检

修室的郭跃东，几乎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技术难题的‘终结者’”、“成

果丰硕的‘发明家’”、“检修线上的

‘领路人’”……尽管大家对郭跃东

身份“定位”不一，但评价起这位曾

获得无数荣誉的劳模，无论是共事

多年的老同事，还是刚刚入职的年

轻人，都不约而同地竖起大拇指。

变电难题的“终结者”

郭跃东的成长经历，很像一部

“励志大片”。谁也想不到，凭借对

行业的热爱和刻苦顽强的工作态

度，当初只有高中学历的毛头小伙，

如今竟然成长为生产一线的技能专

家和“青年标杆”。

怎样从一问三不知的门外汉变

成专家？郭跃东说，只有多问、多

看、多记，静下心、钻进去。参加工

作24年来，郭跃东一直保持着出门
带记录本的习惯。工作中遇到新设

备、新问题，他都会认真记录下来，

回头细细梳理。如今，他的笔记本

已经塞满了两个大资料柜。通过用

心体会和钻研，他的技能水平也得

到了很大提升。

正是因为沉下了心，郭跃东在

工作中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

西，迅速找到问题症结所在。2015
年，位于镇平县遮山镇的变电站出

现漏气故障，先后四五拨专家前去

“诊治”，最后都无功而返。郭跃东

到达现场后，摒弃了常规的检漏方

法。在仔细分析设备结构后，他大

胆猜想，并迅速制定了验证方案。

结果，隐蔽的漏点一下子就“现形”

了。

“只要郭师傅在现场，再复杂的

检修任务也不用担心。”变电检修室

主管张亚涛说，“他就是我们变电战

线上的难题‘终结者’。”

勇于创新的“发明家”

郭跃东的夜晚，比一般人忙碌

许多。白天在工地上忙一天，晚上

回来他还要整理笔记、画图纸、琢磨

难题，办公室的灯经常亮到深夜。

丰硕的成果总是留给有心人

的。针对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郭跃东不断总结经验，在反复论

证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主

变整体更换法”。按照传统工作方

法，更换一台主变电器，最少需要6
天，工人们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居

民和用电企业停电时间长。而按照

郭跃东提出的新工作方法，更换一

台110千伏主变电器只需要16个小
时，这不仅大大缩短了停电时间，把

对社会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还为企

业减少了经济损失。这项创新成果

一举刷新了国内主变电器更换记

录，目前已在国网各公司广泛应用，

产生的社会效益不可估量。

创新的思路一旦打开，创造发

明的道路就宽广起来。从 2010年
起，郭跃东以平均每月申报两项专

利的速度，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科研

成果、“五小”发明进行了完善和总

结。截至2016年底，他已经累计申
报专利120余项，其中107项获得国
家专利授权。他的21项技术创新
成果分别荣获河南省及南阳市优秀

质量管理一、二、三等奖，在核心期

刊发表专业技术论文21篇。

检修线上的“领路人”

24年寒来暑往，郭跃东不仅自
己成长为一名技能专家，还通过传、

帮、带等方式，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员

工，成为行业内的一面旗帜。

“回想当年，师傅们也都是手把

手一点一点教我的。”说起“老带

新”，郭跃东满怀深情。为了让更多

刚入职的年轻人快速成长起来，郭

跃东主动承担了公司的师带徒任

务。“一切都要从实践中来。”为了让

教学更直观、具体，郭跃东不嫌麻烦

地无数次把新员工带到工作现场

去，言传身教，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

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多年

来，他在系统内培训学员已达8000
多人次，手把手培养的徒弟中已有

30多人分别取得了变电检修高级
工、技师资格证书。2014年9月至
12月，他又受聘于国网公司技术学
院，为学员们授课。至今，他所带的

学员中已有102人分别在各级别专
业比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郭跃

东个人也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授予

“优秀培训师”荣誉称号。③10

用 心 守 护 万 家 灯 火
——记全国劳动模范郭跃东

南阳市瑞丰粮油有限公司生产的“吉祥结”6大系列20余个品种热销
省内外 ③10 本报记者 阎亚平 摄

南阳种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万亩供港蔬菜基地一期投资2100万元，建设示范园2600亩，年产供港蔬菜2100万斤，实现销售收入6900万元 ③10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郭跃东在认真检修设备 本报记者 刘纪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