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大代表风采录

变区位优势为发展胜势

（上接第一版）

徘徊不前的背后， 是小富即安、小
进即满的惰性在作祟， 是倚势不借势、

拥势不扬势的“藩篱”在阻碍，是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的大门半遮半掩。

落伍发人深省，发展压力倍增。 如
今，中原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郑汴一
体化进程风生水起，郑州航空港区东扩
热潮涌动，坐拥区位优势的尉氏迎来了
快速发展的好时机。

在尉氏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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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的区域纳
入了郑州航空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大规
划。 日南高速和正在建设的商登高速、

郑周高速穿境而过。届时，从尉氏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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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可达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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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钟可到郑州城区和郑汴新区。

尉氏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大势
当前，我们怎么办？机遇稍纵即逝，踌躇
观望将会错失发展良机， 与其坐而论
道，不如起而行之。

省九次党代会提出的“两不三新”

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 提振了尉
氏人抢抓机遇的士气， 坚定了尉氏人
谋求跨越的信心。 地处航空港区桥头
堡、郑汴新区毗连区的尉氏，不能被边
缘化、成为“灯下黑”，一定要走在前
沿、争当主角。我们要进一步放大区位
优势，深入挖掘发展潜力，乘势而上，

主动作为。

我们跳出尉氏看尉氏、放眼中原找
方向，共识在一次次碰撞中凝聚，思路
在一次次研究中明晰：向西融入航空港
区、 向北连接郑汴新区，“西融北接、以
产兴城”， 全力打造中原经济区建设的
先行区、 郑汴都市圈的重要功能区、郑
州航空港区的配套服务区。

区位优势是客观存在的，靠着优势
等，等不来客商，等不来项目，更等不来
发展。 面对新机遇新任务，转变才有出
路，转型才能突破。 尉氏唯有在优化环
境中转，在产业升级中转，在统筹协调
中转，才能把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
的胜势。

围绕区位优势转，从单纯抓项目建
设转到抓优化环境， 让客商转得来、转
得成。

环境优化，是发展的前提。 没有优
越的环境，项目就难以落地生根。

转作风、提效能，客商办事便利了、

顺心了。 投资
5.4

亿元的雏鹰肉类加工
项目，从项目洽谈、开工到投产，仅仅用
了

9

个月的时间。 投资的客商说，来尉
氏投资算是来对了， 在这里工作安心、

发展顺心， 下一步还要把熟食加工、饲
料加工项目也放在这里。

打基础、建平台，大批项目引来了、

留住了。 我们实施交通大对接，以县城
为中心，一条通向郑州航空港区的大道
正在向西延伸，

6

条干线公路纵横交错。

我们规划建设了
9

平方公里的国
际空港生态园，着力打造郑州航空港区
的就业基地、 制造基地和服务基地；在
县产业集聚区， 我们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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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
米的多层标准化厂房，服务设施同步跟
进，承载能力明显提升。

如今前来投资的客商源源不断：仅
今年上半年， 我们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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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亿元以上
项目开工建设，对接、融入、合作的好态

势正在逐渐显现。

围绕区位优势转，由单纯抓产业集
聚转到抓产业升级， 让产业转出效益，

转出新貌。

我们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遵
循规律、务实运作，产业由散到聚，链条
由短到长，科技含量由低到高，曾经低
效益、 低产出的小工业变成了效益好、

能耗少的大产业。

传统产业在转中嬗变。 投资
12

亿
元的福甬服装项目，让尉氏的百万纱锭
回到了自己的织布机上。 在这里，白花
花的棉花运进去，纺出了纱锭、织成了
布匹、印上了颜色、做成了服装，

20

分钟
即可运抵航空保税区，当天就能通关走
出国门。

新兴产业在转中兴起。短短一年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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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富士康配套企业相继入驻尉
氏，凯乐公司生产的手机配件，一杯热
茶的工夫就能进入富士康的手机生产
线。 一个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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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的富士康白
色家电产业园即将落户，尉氏的“富士
康产业”， 将实现从单一生产配件到生
产成品的转变。

惠农产业在转中壮大。借助当地水
资源的优势，这里形成了全国最具规模
的蛋鸭养殖基地， 以前鸭蛋大量积压，

卖不上价钱，现在有了商标、打出了品
牌，效益成倍增长；在七彩虹供港蔬菜
基地，芥蓝、菜心等有机蔬菜，半个小时
就能送上飞机，带着露水摆上香港超市
的货架；腾龙皮具、中原皓月、旭梅香料

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引进，提升了
产业层次。

围绕区位优势转，实现从单纯抓经
济发展转到抓统筹协调，让群众共享发
展成果。

经济发展重在为民。 产业升级了，

实力增强了，环境求美、社会求和、群众
求富的愿望也更强烈了。

我们既注重提升产业实力，更注重
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让群众共享经济
发展成果。

我们坚持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以
新型农村社区为切入点，统筹“三化”协
调发展。 一个集居住、商贸、学校、医院
于一体的要庄新型社区，让入迁群众享
受到了均等化的城市服务。

新型社区为以产兴城腾出了发展
空间，也为居民就业创造了条件。 仅福
甬服装项目， 就能让

8000

多农民转变
为产业工人， 人均年收入

3

万余元，带
动周边十几个村庄上千家农户到县城
居住。

如今， 尉氏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
了，城镇越来越美了，农民越来越富了。

今年前三季度，尉氏的财政收入增幅居
全省第

3

位，税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的增幅均居全省第

2

位。

尉氏有了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强县
富民的路还很长。我们相信，有了“西融
北接”、以产兴城这把“金钥匙”，乘势而
为，务实重干，尉氏就能融入中原经济
区建设的大格局，唱响“两不三新”三化
协调科学发展的大合唱，把区位优势转
为产业的优势、变成发展的胜势、化作
百姓的福事。

（作者系中共尉氏县委书记）

产业提升演绎别样精彩

（上接第一版）用一把炒勺烹出了“中国
厨师之乡”、“中华美食名城”，把一个个
不起眼的行当做成了一个个特色产业。

这种市场机制灵活、民间资本充裕
的经济格局，曾被称为“长垣现象”。

春江水暖鸭先知。得风气之先的长
垣在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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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 产业发展过程中
“成长烦恼”不期而遇。

就拿起重、 卫材两大传统产业来
说，长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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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以下起重机销量占全国
市场份额的

65%

，“长垣停产， 全国缺
货”； 医疗器械及卫生材料占全国市场
份额的

70%

以上，卫生材料、麻醉包等
产品远销欧美和日韩。但巨大的市场占
有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反
而让我们陷入了市场份额越高、行业利
润越低的“怪圈”。

究其原因， 产品低端制约赢利空
间，恶性竞争影响信誉品牌，过剩产能
损害产业发展， 传统发展方式难以持
续。

“无中生有” 的长垣产业已经完成
从零资源到大产业的跨越，如何实现由
大到强、由新到高的转变，推动产业持
续发展，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绕不开、躲
不过的“考题”。

转，中小企业势必承受转型升级的
阵痛， 还会带来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

不转， 或许能够保持短期内的繁荣，但
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必须转。 但怎样转？ 考量着县委一
班人的决心和能力， 体现着责任与担
当。

我们坚持以领导方式转变推动发
展方式转变，在“转”字上破题，在“变”

字中发展，主动换挡，加快转型，着力推
进起重行业向特色装备制造业转型，卫
生材料行业向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拓
展，防腐行业向新材料转变，餐饮业向
特色休闲旅游业嬗变。

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逐渐明晰，构
建发展新局的决心愈发坚定。

如何完善体制机制，为“持续转”提
供保障？ 我们在冷静思考，也在大胆创
新。

政策是先导。我们相继出台工业经
济转型升级、支持起重装备制造企业重

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盘活产业资
源，多层次打造对接平台，推动产业布
局向协调集聚转变，生产方式向绿色低
碳转变，为产业健康发展吹响了号角。

服务是保障。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中，我们把握着政府“现身”和“隐身”的
良好节奏。 县政府设立担保基金、贴息
资金和项目建设代建周转金，支持重点
企业发展。实施技术服务、银企合作、专
家咨询等十大服务平台建设，优化发展
环境。

人才是关键。我们坚持以人才率先
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实施企业
高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双百引进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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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业技术人才纷至沓来，

推动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转型升级良
性互动，高端人才对企业发展的驱动作
用日益放大。

创新是灵魂。 我们把自主创新作为
引领产业未来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北京
起重运输设计院在长垣成立河南分院，

卫华集团成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犹如一个个“阿基米德支点”，强力撬动
企业乃至全产业的转型升级， 带动了长
垣产业“脱胎换骨”。 从生产小棉签起家
的驼人集团， 承担的人造血管研发等项
目列入国家科研计划。

忽如一夜春风来，长垣产业借势腾
飞。 产业战略转型正使“仿造”、“制造”

变身“智造”、“创造”。

战略重组让优势产业“顶天立地”。

按照“淘汰一批、转移一批、升级一批”

的思路， 全县先后促成
60

余家企业达
成战略合作，或者兼并重组，起重机械
开始向大吨位、智能化、多功能高端特
色装备制造业方向发展，医用卫材逐步
向生物医药、高端器械、人造器官研发
迈进。 传统优势产业由“铺天盖地”到
“顶天立地”，焕发出新的活力，演绎出
别样精彩。

腾笼换鸟让新兴产业“风生水起”。

“腾”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和企业，

“换”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

从汽车产业园到防腐蚀及新材料产业
园的规划建设，从整车制造、电动汽车、

汽车零部件等项目的引进， 到光伏电
池、风电设备、太阳能电子浆料、防腐新
材料等项目的落户， 新兴产业生机勃
勃。

业态提升让厨师之乡“破茧成蝶”。

“走出去，引进来”，打造国人的休闲美
食之都。 阿五美食等企业纷纷走出长
垣，把连锁店开到了全国。 投资近

7

亿
元建成的食博园，吸引了国内知名餐饮
品牌纷纷入住。 “来到长垣，品味全国”，

“中国餐饮名店”、“中国名菜”、“中华名
小吃”让舌尖上的味道更加丰厚醇美。

品牌带动让“长垣制造”声名鹊起。

大力实施品牌创
建，提高产品影响
力和美誉度。长垣
驰名商标、著名商
标数量均居全省
县市第一位，起
重、卫材等企业参
与制定了

50

余项
国际标准、国家标
准、 行业标准，业
内话语权举足轻
重。

长垣的产业
转型， 如一池春
水， 泛起层层涟
漪。 坚持产业为
基，“三化”协调科
学发展之路渐入
佳境。

建社区、扩镇
区、促就业，城镇
化进程在加快。全
县规划的

112

个
新型农村社区已
启动建设

69

个，

6

万多农民住进新
社区，

25.4

万亩土
地得以流转，

10

万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住在新社区，就
业家门口。 亲人常相聚，孩子不留守。 ”

世代农民向往的都市生活正梦想成真。

调结构、建基地、延链条，农业产效
在提升。 “一乡一业” 特色乡镇分片布
局、“一村一品” 特色产业村群星闪耀，

优质蔬菜、有机冬枣、食用菌、肉牛饲
养、良种繁育五大现代农业基地初具规
模。 “一亩园，十亩田”，新型农民在有限
的土地上开创无限的财富未来。

产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蕴含长
垣人的汗水和智慧； 产业转型升级、由
大到强，彰显长垣人的气魄和胆识。

“潮起正是扬帆时”。 伴着“两不三
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主旋律，长垣
正朝着产业更合理、发展更协调、人民
更幸福、社会更和谐的美好未来砥砺奋
进。

（作者系中共长垣县委书记）

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２０1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 时事新闻
4

责编：陈晓莉照排：江晨

社长：刘正国总编辑：张宗和值班领导：张宗和值班主任：姚广义（一、四版） 崔保仓（二、三版） 社址：河南省信阳市中山路４７号邮码：４６４０００ 记者部：６２２５０００ 办公室：６２２１３９５ 读报纠错有奖：6265223 广告部：６２６３９６５ 印刷：信阳日报社印刷厂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４１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１ 零售价：1．00元

信 阳 协 和 医 院

诊疗科目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科儿科耳鼻咽喉科

皮肤病专科急诊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X线诊断专业

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600号 电话：6206888

（豫）医广〖2011〗第06-24-254号

阳光拍卖公告

受有关部门的委托， 信阳市阳光拍
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2

年
11

月
3

日
10

时在
息县会议中心公开拍卖如下资产：

亚洲新能源控股（信阳）有限公司存
量资产和河南省世纪金源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存量资产（以上两公司存量资产合
并整体对外依法拍卖）。

有意竞买者， 即日起向本公司咨询
详细情况，实地查验标的，并缴纳一定数
量的竞买保证金和身份证等证件， 在拍
卖日前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
买不中，保证金全额退还（不计息）。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时间： 自公告发布日起到拍卖

日前
咨询电话：

0376-6253958

咨询地址： 信阳市礼节路物资局四
楼

监督电话：

0376-5861673

信阳市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

贺国强周永康参观“科学发展成就辉煌”大型图片展览

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２６

日电（记者
李斌顾瑞珍）科学发展兴伟业，奋发
进取谱华章。在全党全国喜迎党的十八
大胜利召开之际，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
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
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２６

日分别
来到北京展览馆，参观正在这里举办的
“科学发展成就辉煌”大型图片展览。

这个展览分为序篇和
９

个主体部
分，全面展示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
平凡历程，集中反映了党的十六大以来
科学发展的成功实践和国家建设、人民
生活的历史性变化。胡锦涛等领导同志
走进一个个展厅，仔细观看展览，认真
听取工作人员讲解。

在序篇展厅里，一组照片形象再现
了过去

１０

年办成的一系列大事、办好的
一系列喜事、办妥的一系列难事：成功

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隆重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６０

周年，有效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奋力战胜汶川特
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胡锦涛等
领导同志边走边看，同大家一起回顾那
些令人难忘的时刻。

在
９

个主体部分展厅里， 一张张照
片、一幅幅图表、一件件模型和实物，从
不同侧面展现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
设、港澳工作和对台工作、全方位外交、

党的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居世界位次的变化图， 粮食总产
量实现“八连增”和中央财政支持“三农”

投入增长的柱状图， 天宫一号与神舟九
号组合体、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模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文本实物
墙，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发展成果
丰硕的视频和图表，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

障体系的示意图和农村老人喜看养老保
险金存折的照片， 全国节能减排目标完
成情况和循环经济模式的示意图， 我军
现役主要装备的模型和照片，实践“一国
两制”、保持香港澳门繁荣稳定的照片和
图表，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
照片和图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全面发
展对外友好关系的照片，被誉为“时代先
锋、人民公仆”的杨善洲、沈浩、王瑛、李
林森用过的工作、 生活用品……内容丰
富的展品吸引了领导同志的目光， 胡锦
涛等不时停下脚步，十分专注地观看。在
一些展板、展台前，有关部门同志向前来
参观的领导同志详细介绍情况， 回答领
导同志的询问。

参观过程中，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党的十六大以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万众一心、开
拓奋进，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１０

年来的成绩令人倍感鼓
舞，

１０

年来的经验值得深刻总结。

胡锦涛强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
民福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参观展览的领导同志还有： 王刚、

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玉、刘淇、

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徐才厚、郭伯
雄、令计划、路甬祥、梁光烈、马凯、陈奎
元、钱运录、万钢，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常
万全、许其亮。

这个展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共北京市委共同举办，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开幕，展览为期一个月。

毕世华：让旗帜高高飘扬在边疆百姓心中

新华社昆明
１０

月
２７

日电（记者李萌）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要履行好职责，不是靠
多大的个人能力，而是靠实实在在的行动和
心中的信仰，心中要时刻装着群众，为群众
谋福利。”这是党的十八大代表、云南省临沧
市镇康县南伞镇红岩村党总支书记毕世华
最常说的一句话。

南伞镇是西南边陲重要的口岸之一，红
岩村地处国门一线，下辖

７

个自然村，有
６．７

公里的边境线， 与缅甸山水相连，

４０００

多名
各族群众生活在这里。多年来，毕世华团结
带领基层党员干部，带动全村各族群众发展
种植产业增收致富。在危难时刻，他更是挺
身而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今年
３２

岁的毕世华担任红岩村党总支
书记已有

５

年多时间， 村里党员群众对这位
彝族汉子最多的评价是“关键时刻总是冲在
最前面，信得过、靠得住”。

“工作上他从不推脱，群众有事情了，他都
随叫随到。雨季村里有洪涝灾害，他都是亲自
去处理，村干部都很敬佩他。”村委委员李友能
说，“生活上他也给我们很多照顾，有一次孩子
生病，我在山里赶不回来，他知道以后连夜把
孩子送到医院。他把班子带出了凝聚力。”

毕世华担任红岩村党总支书记以来，带
领村党总支积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党
员干部各项工作，同时带头学习，大力发展
党员致富能手，提高基层党组织带动群众谋
发展的能力。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他带头
修建使用沼气池、建盖大棚蔬菜，号召党员
带头破除陈规陋习。为了尽快让红岩村脱贫

致富，他带领党员干部带头学习核桃、咖啡、

坚果种植技术， 推广经济作物产业化种植，

穿梭在田间地头为群众授课。

“在老百姓心里，什么样才算是好党员？

就看两点，一是讲不讲纪律、二是能不能干
事。”毕世华说，基层党员必须严于律己、努
力学习，才能赢得群众信任，带动群众一起
向前走。

５９

岁的村民范小玉一家六口人原本住
在破旧瓦房里，在毕世华的动员下带头种植
核桃、咖啡，搞养殖，成为致富能手，家里还
盖起了两层的小楼。范小玉说：“当初听村里
说要推广种植核桃， 还担心自己种不好，多
亏了毕书记手把手指导。 现在日子好过多
了，以前种点甘蔗每年就七八千元，现在年
收入有六七万元，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目前， 红岩村已经推广种植核桃
１

万多
亩，种植甘蔗

７０００

多亩以及咖啡、坚果
２０００

多亩，还建立了养殖协会，扶持了多家规模
养殖大户，村民收入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
改善，全村年人均收入已近

５０００

元，与
２００４

年前相比增加了数倍。 村里建起了新的小
学、 医务室，

３００

多户村民住进新的安居房，

所有村组都通了硬板路，广播电视覆盖率达
到了

１００％

。

通过多年努力，毕世华不仅带领红岩村
党组织把旗帜树立在国境线上，更树立在了
广大群众的心中， 凝聚了民心。 毕世华说：

“参加党的十八大，对于我这是荣誉，更是责
任，我将把基层的声音带到北京，建言献策。

我对边疆的进一步发展信心十足。”

李建珍：用心工作、以情系家的“平凡模范”

新华社南宁
１０

月
２８

日电（记者向志强）

“螺丝
８

颗，螺帽
１２

颗……”在南宁铁路局柳
州机车车辆厂转向架车间入口的工房内，十
八大代表、材料保管工李建珍正将各种车辆
配件一一核查后发放给车间工人，然后在电
脑上登记。

李建珍的日常工作主要就是检查、接收
从库房运来的材料，然后再发放给车间各个
班组。“这里大大小小的配件加起来有几百
种，接收时要一一检查质量，一辆车、一个班
组每种配件发多少也要有本明白账。” 李建
珍说，转向架是车辆的关键部位，配件材料
自然非常重要，“工作虽然琐碎，但一点都马
虎不得”。

“我觉得她是真的用心在做事。”车间党
支部书记廖升国说，李建珍在车床班干了

１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后又被调到车间材料室做保管
工，虽然岗位都很平凡，但她对待工作数十
年如一日地认真、负责，“在平凡的岗位上做
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李建珍在车床班干了
１９

年，加工的零配
件有上百万个，居然做到质量零缺陷。被调
到材料室之后，她坚持原则，按标准发料，从
不多发一两油、一颗螺丝钉。“以前车间存在
用料大手大脚的现象，为此一些工人甚至还
和李建珍红过脸。 后来经她耐心做工作，大
家逐步理解并自觉节约用料，工厂修车成本
大大降低。”廖升国说。今年上半年，又是李
建珍仔细核查，发现了购买的一批螺栓有裂
纹等问题，保障了材料的安全。

和对待工作一样，在生活中，李建珍更
是
２０

年如一日，用真心、真情、真爱维系四代
３

个家庭，尽力把平凡之事、家庭琐事、普通
之事做到极致。

李建珍要照顾
３

个家： 一个是公公婆婆
的家，一个是丈夫外婆的家，最后一个才是
自己的家。

常言道，“婆媳经”最难念，但在李建珍
婆婆李慎远看来， 李建珍却“比亲女儿还
亲”。婆婆体质弱，丈夫工作忙，李建珍婚后
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家的责任，对婆婆的关心
细致入微。结婚

３

年后，丧偶的婆婆重新找了
老伴， 李建珍面对的家庭成员关系更为复
杂，但她却从来没有另起炉灶单独过日子的
想法。婆婆患有眩晕症，时常发病，需要休息
调理， 李建珍下班后从来不让婆婆做家务
活，

１０

年如一日。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

她经常给婆婆买营养品，自己却不舍得添置
新衣，化妆品也总是买最便宜的。

李慎远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不住在一起
了，李建珍的工作也很忙，但她每周都会来
看他们，陪他们聊天、打扫卫生，还会给他们
准备好下一周吃的菜，“把鸡、鸭、鱼买回来
洗干净、切好，然后用小盒一盒盒装好放在
冰箱里，我们每天拿一盒出来，自己再买点
青菜就可以做饭了。”

“每当家里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时， 她总
是冲在最前面。” 李建珍

７５

岁的公公刘鸿儒
说。

１９９７

年，刘鸿儒突发脑梗塞瘫痪了，他的
两个亲生女儿一个在外地，另一个住在本市
离他家很远的地方。李建珍便向单位请求倒
班，白天为公公端水喂饭、倒屎倒尿、洗澡按
摩，晚上再赶着去上夜班，工作忙的时候要
上到深夜十二点。 在李建珍的悉心照料下，

公公心情好了， 身体也奇迹般地康复了。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婆婆又突然患了胃溃疡，住院
１８

天，李建珍守护了
１８

个夜晚。

过去几年间，李建珍丈夫的外婆因房子
拆迁一直和李建珍一大家人同住。虽然是丈
夫的外婆，李建珍却把老人当做自己的亲外
婆照顾。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大小便失禁，

但她从不嫌弃，精心服侍，没有任何怨言。近
几年，

９５

岁的太太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得
了，仍然认得出“建珍来了”。

李建珍不仅把
３

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把
血缘向亲缘延伸， 甚至将左邻右舍也纳入她
的爱心照顾范围。老公的妹妹的丈夫病重，眼
看积蓄就要花光了，李建珍一家鼎力相助；邻
居刘大夫的老伴患了尿毒症， 他们的子女住
得远，李建珍就上门帮助刘大夫照顾老伴，还
让做建筑的丈夫帮助他家装修……

从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工作者到全
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中国好人榜”，再
到全国道德模范，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李
建珍说，自己做的事其实很平凡，“我这个人
性格开朗，不喜欢计较，只是想把分内的工
作做好，用心去爱家里的每一个人。”

作为铁路行业的一名基层职工，李建珍对
于当选十八大代表深感任务重大、 使命光荣。

“对我来说，这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李建珍
说，她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在工作、生活中更
好地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为单位、家庭
作出应有贡献的同时，也力争通过自己的行为
向他人、社会传递一种“向上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