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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救了我父亲！”6月

11日，当淅川县毛堂乡张营小学校

长余海、教师吴文平提着营养品，

第四次来到桥沟村村民张先的家

里时，张先紧握着余海的手，激动

地说道。

5 月 31 日上午 11 时左右，余

海、吴文平、邢瑞、孙杰、腊燕等5位

教师奔波在教育扶贫“万名教师大

走访”的路上，途经332省道闫家沟

村长岭一拐弯处时，目睹了一起车

祸。原来一辆大货车与一辆摩托车

相撞，骑摩托车的老人被撞伤，浑身

发抖地坐在大货车前，手捂着头，不

停呻吟。余海立即停车，带着老师

们下车查看详情。余海看到情况危

急，立即让教师孙杰拨打报警电话，

呼叫120急救。由于事发地点比较

偏僻，为不耽误抢救时机，余海对老

人做了简单伤口处理。吴文平、邢

瑞拦下一辆过路面包车，先把老人

拉到淅川县医院抢救。余海和腊

燕、孙杰则留下保护事故现场，疏导

交通。等交警到达现场，他们便立

刻赶往医院。到达淅川县医院时，

老人的亲属还没到，几位老师楼上

楼下、忙前忙后为老人挂急诊、拍

CT、处理伤口。直到下午 2时许老

人住进病房，老师们还没吃一口饭、

喝一口水。老人家属张先赶到后，

老师们这才放心地返回学校。

6月 11日，得知老人病情平稳

已经出院，余海、吴文平第一时间

赶往老人家中看望。这是事故以

来，余海几人第四次看望老人了。

然而，当张先要给他们送锦旗表达

感谢的时候，余海婉拒了：“第一时

间救人，这是该做的。挽救生命最

重要，也没啥好感谢的。”1

淅川五位教师路遇受伤老人，他们立即上前救助——

“第一时间救人，这是该做的”

在卧龙区潦河坡镇杨河村大

线沟组王万生的心中有这样一亩

“梦之田”：不种功名利禄和富贵，

栽下满园桃李留芬芳。

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前，杨河

村属于偏远贫困的山区，没有学

校，很多孩子没有进过一天校门。

1962 年，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找

到刚从南阳市第一高中毕业的王

万生，想让他回村教孩子们读书。

深知知识才能改变山村面貌的道

理，王万生义无反顾地回到村里。

没有校舍，他就打扫清理磨坊、牛

屋、羊圈当教室；没有桌椅，他就亲

自做土坯、垒泥土当课桌。为了让

孩子们早日接受教育，他挨村逐户

动员学生，终于办起一、二、三年级

复式班。他，既是老师又是校长。

这一教就是四十三年。其间，他的

父亲曾想让他改行从医；也有人列

出更优厚条件请他，但他都一一谢

绝，始终坚守在山区的教育阵地

上。

他先后在不同的小学、中学任

教过，除了英语和音乐，其他课程

他都代过课。从教期间，他尊重关

爱每一名老师和学生。有一次，两

名学生两天没有到校学习，他破冰

赤脚过河到家询问原因。学生彭

传斌因家庭困难，曾一度辍学在

家，王万生亲自到家劝说，动员他

重新返校园……

2005 年，在工作岗位上忙碌

了大半辈子的王万生，退休以后却

没能闲下来。王万生看到村里的

道路因为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特

别是遇到阴雨天气泥泞不堪，影响

村民出行，便萌发了修路的念头。

一辆小车，一把铁锨，王万生开始

了他的义务修路生涯。一年下来，

他拉土填坑补洼，将 2.5 公里道路

修得平平坦坦。2006年乡政府争

取了“村村通项目”硬化了乡村道

路，土路变成了水泥路。王万生的

脚步并没有停歇，他又开始了他的

护路生涯……

一路走来，王万生用他的执着

坚守，痴情地守望着心中的“梦之

田”，收获了一路山花烂漫。他多

次被评为先进和优秀教育工作

者，获得“优秀共产党员”“文明村

民”“党员示范户”等荣誉。2017

年，王万生荣获国家教育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从事教育

工作满 30 年，为我国农村教育事

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荣誉证

书。1

守望乡村 书写无悔人生

本报讯（通讯员王

炳中）“三夏”大忙时节，

方城县券桥镇人大主席

团采取主席团成员包片

挂线、市县镇三级人大

代表包村包线蹲点等方

式，围绕“蓝天保卫战，

我是行动者”活动主题，

向大气污染宣战，强力

环保攻坚。

该镇以秸秆综合利

用和禁烧工作为契机，

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

召开禁烧会 38次，组织

20 辆宣传车全天候在

村里巡回宣传；统一录

制“三夏”禁烧录音磁

带,每天早中晚不间断

播放；悬挂宣传横幅，张

贴禁烧标语，印发宣传

单，组织学生开展“小手

拉大手”活动，动员家长

积极参与秸秆禁烧。同

时他们还在各村建立了

联防联控机制并实行网

络化管理，“蓝天卫士”

监控平台 24小时值班，

确保秸秆利用率在89%

以上。该镇排查散乱污

染企业 32 家，取缔 12

家。目前该镇空气质量

监测站建成并投入运

行，为打好蓝天保卫战

奠定了坚实基础。1

蓝天保卫战
我是行动者

本报讯（通讯员郭

宏伟）唐河县张店镇以

治理垃圾为突破口，扎

实推进脱贫攻坚，开展

人居环境和沿路沿线环

境整治，面貌焕然一新。

该镇创新举措，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选择第三方对镇域内垃

圾实行全域化收集。为

解决垃圾收集后的压

缩、中转问题，开工建设

垃圾压缩中转站，购置

大型垃圾运送车、垃圾

勾臂车、密闭零渗透压

缩机和垃圾收集箱。中

转站采用零渗透密闭压

缩技术，配备污水收集

系统和除尘除臭设备，

消除了对周边环境造成

的二次污染，人居环境

面貌得到了持续改善。

张店镇以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为抓手，强化

村建中心、市场管理中

心对镇区内镇容镇貌的

管理，对镇区全面实施

洁化、绿化、美化工程，

组建保洁员队伍，确保

全镇的垃圾做到日产日

运日销。他们争取项目

资金，加强村镇道路建

设，改扩建镇区供水管

网、植绿化树 3300 棵，

提升了集镇乡村人居环

境，提高了群众生活质

量。同时他们组建村容

村貌监督检查小组，每

周抽 4个村委进行检查

评比，奖优罚劣。1

采取新举措
乡镇变靓丽

日前，在西峡县丁河镇邪地村的生态采摘园里，果农正在忙着

采摘大樱桃，笑容满面。近年来，该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

大樱桃等无公害有机特色农业，为全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开辟了路

径，增加了收入。1 本报记者 张 玲 通讯员 王玉贵 摄
收获“开心果”

□本报记者 高 雪 特约记者 石雪帆 杨振辉

□本报记者 余 晓 通讯员 高万光

本报讯（记者刘力

果 通讯员钱中印、陈

绍恩）日前，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新店乡村党支

部书记“大比武”争擂赛

在该乡政府礼堂举行。

该乡 24 个村的党

支部书记竞相登台演

讲，参赛者结合本村工

作实际，分别从不同层

次、不同层面述说各自

在党建、脱贫攻坚、文

化 建 设 、人 居 环 境 改

善、无公害蔬菜发展、

民族宗教等方面流下

的汗水，做出的努力，

同时表达了各自今后

的 打 算 和 奋 斗 目 标 。

该乡党委书记郭广全、

乡长周军现场对参赛

者的演讲进行详细点

评，既肯定了同志们的

工作成绩，同时又指出

了工作中的不足与努

力方向。历时近八个

小时的争擂赛，经过评

委打分，菱角池村、陈岗

村，英南村、草店村党支

部书记分别摘取本次综

合竞赛类、专项竞赛类、

进步显著类等争擂赛的

金奖桂冠。1

比出精气神
赛出真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