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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潢川县委用身边典型教育广大党员
干部，组织本县

6

名典型人物成立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全县巡回报告，受到了广大党员干
部和群众的一致好评。本报今天编发他们的典型事迹，供大家学习。

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

———记潢川县伞陂镇农技师李贤忠

“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农业工作
者，我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有的只是
对绿色田野的眷恋和对农技推广事业
的热爱。”

51

岁的李贤忠是潢川县伞陂
镇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也是一
名普通的农技师，在科技兴农这块希望
的田野上，已经埋头耕耘了

30

多年。

李贤忠家境贫困，可父母坚信知识
能改变命运。

17

岁那年， 高考落榜的他
萌生了南下打工的念头。在即将登上火
车的一刹那，他想起了被生活重担压弯
腰的父母， 想起了渴望脱贫的父老乡
亲。他暗下决心，必须在家乡土地上干
出一番事业。

回到家乡，李贤忠有些茫然，理想
抱负该怎样实现呢？看到乡亲们依然按
照传统的方式种地，甚至闹出“炒化肥，

熬农药”的笑话后，他意识到技术对于
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1982

年春天，得知中央农业广播学
校开办函授班，李贤忠喜出望外。带着
家里东拼西凑的

50

元钱，他成了函授班
的学员。一边刻苦钻研农业技术，一边
在自家责任田里实践。毕业时，李贤忠
家打下的粮食亩产量排名全乡第一。到
他家求教的人络绎不绝，李贤忠一下子
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粮专家”。

1986

年秋，一场突如其来的水稻病
害袭击全乡，

90%

的水稻染上白叶枯
病，很多整株枯死，眼看付出大半年的
心血即将白费，很多乡亲在田埂上抱头
痛哭。看到这样的情形，李贤忠意识到
应充分发挥所学，为父老乡亲们做点实
事。经过仔细分析，他发现受灾严重的
原因在于乡亲们不懂防治病虫害的常
识，缺乏必要的药品器械。于是，创办一
个农业技术推广站，为乡亲们提供农业
技术服务的念头便越来越强烈。

第二天，李贤忠便迫不及待找来了
在农业广播学校学习时的

4

个同乡伙

伴。结果，大伙一拍即合。随后，在县乡
政府、 父老乡亲和家人的大力支持下，

1987

年
4

月，“潢川县伞陂寺乡民办农业
技术服务站”正式成立，它是信阳市第
一家专门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服务的
机构。

服务站成立后，李贤忠要做的第一
件事情就是推广已在自家田里试种成
功的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引进了

5000

斤
杂交水稻优良品种， 将种子赊给乡亲
们。为打消乡亲们的疑虑，李贤忠承诺
若因品种的原因造成水稻减产，就按照
市场价格赔偿损失； 若水稻没有增产，

种子就白送。

种子播种以后，李贤忠便与队友们
整日风餐露宿，奔波在田间地头，为乡
亲们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品尝着农技
推广带来的喜悦和艰辛。功夫不负有心
人，稻收时节，李贤忠指导的

1000

亩杂
交水稻平均亩产达

600

公斤， 比普通品
种的水稻亩产多

200

公斤。消息传出后，

全乡沸腾了。“贤忠他们好样的呀！”“我
活这么大岁数第一次真正见到水稻亩
产超过千斤”……各种赞誉纷至沓来。

自此之后，李贤忠便全身心地投入
到更大范围内的科技兴农中，先后免费
为乡亲们举办科技培训班

200

多期，编
印辅导材料

2

万多份， 在全乡设立农作
物病虫测报点

10

多处，还建立了农作物
植保门诊部。人民日报记者称李贤忠的
农技站为“庄稼医院”，称其为“庄稼医
生”。李贤忠的故事在人民日报、科技日
报、河南日报等刊物上陆续刊登。

30

多年来，为了给乡亲们提供科技
服务，全乡

16

个村
325

个村民组，李贤忠
不知道走了多少遍， 磨坏了无数双布
鞋， 光自行车和摩托车就先后骑坏了

7

辆，行程近
30

万公里。这份辛苦不是谁
都能承受的，可李贤忠却说：“能有幸成
为一名基层农技推广者， 能为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做贡献，苦点累
点不算啥，我觉得值！”

没 有 破 不 了 的 案

———记潢川县公安局刑警严辉飞

“案件就是铁命令，破案才是硬道
理，警察是正义和公平的象征，受害人
看到了我们，就看到了希望。”从警

17

年
的潢川县公安局刑警严辉飞对刑侦事
业有着特殊的感情， 从点滴小事做起，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岗位上尽职
尽责，为维护公平正义奉献着自己的力
量。

自
1997

年毕业后加入公安队伍，严
辉飞一直战斗在最艰苦的刑侦岗位上。

“我很平常，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我很平凡，平凡得就像一粒沙子，但我
用自己的辛勤付出收获希望， 获得肯
定。”严辉飞说，作为一名刑警，就要疾
恶如仇，勇于担当，时刻做党和人民的
忠诚卫士。

在一般人看来，刑警工作是枯燥危
险的，可严辉飞却无比热爱，乐在其中。

2006

年，潢川县城关的社会治安一度非
常混乱， 对群众生活造成不良影响。为
此， 潢川县公安局成立打黑除恶专业
队，严辉飞是其中一员。为了群众的生
活安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严辉飞
和同事们放弃休息日和节假日，一次次
克难攻坚，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一次
次办案追逃， 风餐露宿踏上万里征程。

他们先后成功摧毁了
2

个黑社会性质犯
罪组织， 打掉

17

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打
击处理

200

余名犯罪分子， 为群众伸张
正义，弘扬了社会正气。看着到县公安
局门前燃放鞭炮、送锦旗的人群，严辉
飞哭了。他说：“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信
任，再苦再累都值得！”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一遇到
棘手的案件，严辉飞便主动请缨，把破
案视为最大限度为人民服务。

2009

年
6

月
23

日，严辉飞接到群众举报，不久前
在白店乡因为赌博纠纷捅瞎受害人眼
睛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正在南郊树林内
赌博。获此线索后，严辉飞便带领民警

赶往现场侦查摸排。经秘密辨认，确认
逃犯李某正在赌博人群中。为了防止李
某再次潜逃， 严辉飞当即决定实施抓
捕，很快就成功地将案犯控制。正当他
们准备将逃犯带离时， 突然遭遇袭击。

面对逃犯手中狂舞的尖刀，严辉飞没有
退缩， 当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
是绝不能让犯罪分子逃脱。在殊死搏斗
中，严辉飞身中

7

刀，一刀刺进右胸，距
离心脏仅两公分，一刀从左腋下刺进左
胸，致双侧血气胸，随时都会有生命危
险。路边一位好心大姐紧紧捂住他的伤
口，一直将他送到了潢川县人民医院清
理创口。随后赶到的同事又在第一时间
将严辉飞送到市中心医院抢救。 就这
样，与逃犯殊死搏斗的严辉飞在鬼门关
转悠了一圈又回来了。

“我的手虽然残疾了， 但不影响我
的思维和判断，不影响我侦查破案和调
查取证。” 躺在病床上的严辉飞暗下决
心，不能就这样被生活击倒。为了早日
重返工作岗位， 他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2009

年
10

月， 在北京做完第三次手术
后，手臂上还打着石膏的严辉飞没有跟
领导打招呼，悄悄地回到了熟悉的岗位
上，又投入到了繁忙、琐碎的工作中。经
历了人生磨难和生死考验的严辉飞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破案信心更加坚定。

2013

年，一件让严辉飞牵肠挂肚多
年的命案积案告破。案件发生在他刚参
加工作那年，两个犯罪分子为了抢劫钱
财，残忍地杀害群众十分爱戴的一位医
生。受当时刑侦技术所限，犯罪分子一
直未能落网。凭着信念的支撑，最终依
靠群众举报，潜逃

16

年的犯罪嫌疑人刘
某在淮滨县落网，给了受害者家属以及
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只要心里装着群众，依靠群众，就
没有破不了的案。” 严辉飞坚定地说，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 就要在本职岗位
上尽职尽责，始终把群众的满意作为最
高标准。”

平 凡 坚 守 铸 忠 诚

———记潢川县保密局局长杨怀清

“只有把工作干好了，回到家里，

才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如果工作没
有干好，对我来说，就没有任何快乐可
言。”谈起自己的工作，潢川县保密局
局长杨怀清显得低调而扎实。 可就是
这样一位沉静的实在人， 在平凡岗位
上实现着人生价值， 身上折射出敬业
进取、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

杨怀清入伍时还不足
20

岁。 在部
队这个大熔炉里，他走过了

24

个春秋。

谈起部队生涯及保密工作， 杨怀清如
数家珍，充满感情，谈起自己，却少了
言语。 他的工作笔记扉页上工工整整
地写着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句话：“仰
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杨怀清
把做好工作当做最大使命。

1999

年
1

月份的《信阳日报》上有
一篇题为《可敬：中校救人不留名》的
报道，写的就是杨怀清。因公务下乡的
杨怀清见一货车撞倒了一位骑自行车
的村民，村民当即休克，杨怀清赶紧停
下来， 一方面安排随行人员把伤者送
到附近医院抢救， 一方面紧追高速行
驶的肇事货车，直到将货车拦住，把司
机交至当地派出所处理。 当这位村民
的家人询问他的姓名及联系方式时，

杨怀清笑笑说：“危急时刻， 谁见了都
会这样做的，我姓啥名谁不重要，抢救
病人要紧。”

2000

年
10

月， 杨怀清转业至潢川
县国家保密局担任局长， 一干就是十
几年。杨怀清干一行爱一行，从外行变
成内行， 使潢川县的保密工作一改过
去名不见经传，成了全市、全省的先进
单位。

杨怀清上任不久， 潢川县保密局
在思想观念、工作思路、队伍建设、基
础设施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

杨怀清与同志们在工作中也结下了深
厚的友情。他没有局长的架子，他的办

公室大伙儿随时都可以进去坐坐、聊
聊。 杨怀清对他们说：“叫我老杨就行
了， 不要一口一个局长的， 喊得我别
扭。”在这样一个融洽的环境里，潢川
县保密局从局长到办事员， 大家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多次荣获省、市
保密系统先进单位称号， 许多县区慕
名来潢川学习取经。

人生之路总是跌宕起伏， 醉心于
事业的杨怀清压根儿也想不到， 病魔
竟缠上了他。

2007

年
1

月
16

日， 杨怀清
正在下乡工作，突然胃就剧疼起来，正
值三九天， 可他疼得额头上沁出了汗
珠，被同事强行拉到了县医院作检查。

医生经过会诊，初步诊断胃部有癌变，

建议立即到大医院进行确诊与治疗。

1

月
20

日， 办好了转诊手续的杨怀清与
妻子启程去北京肿瘤医院。 县保密局
的同志不约而同到火车站送他。

癌症确诊了。进行第五次化疗时，

杨怀清接到同事打来电话， 得知马上
就要迎接全省保密科学技术“十一五”

发展规划检查。 深知部分工作存在薄
弱环节的杨怀清找到主治医生， 要求
多开一段时间的药。 不顾劝阻非要回
潢川的他对医生说：“到化疗期间我再
来，家里的工作我必须回去干。”

12

次的化疗直到
2007

年年底才结
束，这期间，杨怀清一直在潢川与北京
两地之间奔波， 每次化疗刚结束就返
回单位上班。

2009

年
12

月
9

日， 正在市
保密局参加全市保密系统工作会议的
杨怀清突觉胃不舒服， 到夜晚

9

时始，

杨怀清开始呕吐， 连忙服下药物之后
才稍有好转。

这些年来，类似情况经常发生，手
术及化疗后遗症时时折磨着杨怀清，

可工作上的事情他一点都不松懈。“人
活着应该做些什么， 人死了应该留下
些什么。我的思索就是：从事喜爱的保
密事业，使我很充实、很有成就感。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杨怀清这样说道。

胸怀热情服务群众

———记潢川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站长吴天玉

“真情换满意，爱心永奉献。”这是
潢川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站长吴天
玉常说的一句话，也是潢川县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站最显眼的一句温馨服务标
语。从事人口计生工作近

30

年，吴天玉
一点一滴地从基层做起，用热情服务群
众，以真情浇筑民心，成了全县育龄妇
女心中的一道彩虹。

1985

年
9

月，从卫校毕业后，不满
20

岁的吴天玉便一脚踏上了基层计生工
作的道路，在潢川县双柳树镇计生所当
了一名妇产科医生。说起上班第一天的
情形，吴天玉记忆犹新。她向记者介绍，

报到时， 乡党委书记用关切的目光问
她：“黄毛丫头，你能行吗？”吴天玉说：

“我知道这是领导对我的关心和鼓励。

所以从那时起，我便坚定信心，一定要
把工作做好。”那天晚上，吴天玉就在自
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句话：真情换满
意，爱心永奉献。从此，几十里的乡村路
上，便常能见到一个骑着自行车、身背
药箱走村入户的计生宣传服务员。

从上班第一天起，吴天玉便尽心尽
力，从不言悔。

30

年的计生路上有阳光，

也有风雨，个中的苦辣酸甜，吴天玉尝
了个遍。“我总是用快乐、真诚和友爱的
服务，换来了育龄群众的理解、支持和
满意的笑脸。”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
做的。

一个寒冷的深夜，熟睡中的吴天玉
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是一位病人
的丈夫。 他的妻子刚做完绝育手术，出
院两天了，始终未解小便，痛苦难耐。吴
天玉听完后， 拿起药箱和器械就离开
家，在家门口叫了一辆三轮车，以最快
的速度赶往患者家中。 快到村庄时，意
外发生了，三轮车在转弯时撞上了路边
的大树，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边的水
沟里。

从车里爬出来，满身泥水的吴天玉

试了一下，胳膊腿还能活动，于是，她站
起来就往病人家赶。 到达目的地后，她
才感觉头痛，仔细一看，发现身上不止
有泥水，头部还有血迹。吴天玉二话不
说，解下围巾包裹头部后就开始为患者
做检查。直到为患者解除不适，又留守
观察到天亮，吴天玉才回单位进行清创
处理。同事在她的伤口处缝合了

6

针，她
用自己前额的一块疤痕换来了病人的
转危为安。

类似这样的故事， 不胜枚举。

30

年
来，吴天玉的足迹踏遍了潢川县的每个
乡村。近年来，除外出务工的已婚妇女
外，潢川县

80%

的农村妇女都接受了免
费检查，现场药物治疗近

2

万人次，其中
建议转诊治疗疑似恶性肿瘤

42

人，已为
13460

对待孕夫妇进行了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为全县育龄妇女编织了一张强大
的保护网。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吴天玉还积
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几年前，在潢川
县开展的“万名留守儿童帮扶活动”中，

她主动帮扶了一名男孩。男孩的母亲患
癌症去世，父亲常年在外打工，生活艰
难，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吴天玉一
直把他视为亲人，从小学到初中，每到
周末和寒暑假，就把他接到家中辅导功
课、添置衣物，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为了
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2009

年， 吴天
玉在潢川县计生指导站成立了青少年
咨询室，制作课件，到学校免费讲课，传
授青春期健康知识、 自我保护措施，为
孩子们答疑解惑，深受家长和学校的好
评。

真情和爱心换来了群众满意，也
为吴天玉带来了一系列荣誉。 她被河
南省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被
国家人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授予“全
国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等。吴天
玉说：“无论获得什么样的荣誉， 我都
牢记自己的这句话：真情换满意，爱心
永奉献。”

用 爱 化 解 所 有 难 题

———记潢川县司法局仁和司法所所长刘华彬

“人民的公仆，必须始终装着人民，

处处为他们着想，真心真意地为他们排
忧解难。” 作为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

潢川县司法局仁和司法所所长刘华彬
一直把群众视作家人，在琐碎的日常工
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用爱化
解身边的所有难题。

怀着对司法工作的满腔热情，

1998

年
1

月， 刘华彬踏上基层司法行政道
路。静下心慢慢学习钻研，沉下身琢磨
工作方法， 刘华彬尽心尽力地帮助群
众。正当年轻的刘华彬全身心地投入到
挚爱的司法工作中时，残酷的打击突如
其来。

2001

年
3

月，一场车祸将刘华彬贤
惠善良的妻子撞成了一级残疾，这对原
本幸福的

3

口之家来说， 无疑是场灾
难。

妻子卧病在床， 生活不能自理，孩
子尚且年幼，需要大人照顾，承受着车
祸带来的悲伤和种种压力，刘华彬每天
早上

5

点起床， 夜里
11

点多才休息，一
个人不仅扛下了照顾家庭的重担，而且
工作的事情一点也没耽误。对妻子无微
不至的照顾以及对家庭无怨无悔地付
出让刘华彬意识到：只要有爱，所有的
难题都能迎刃而解。

用爱化解所有的难题！刘华彬把源
于家庭的切身体会运用到千头万绪的
调解工作中。 作为一名基层司法工作
者，刘华彬每天要面对的就是处理各种
矛盾纠纷，有积怨很深的陈年旧事，也
有清官难断的家务事。面对这些矛盾纠
纷，很多时候只有工作方法是远远不够
的，还需要对群众的爱、对工作的爱。

基于自身的家庭经历，刘华彬始终相信
一份发自内心的爱可以化解这些矛盾
积怨，可以让每个家庭都更和睦，可以
让人与人之间消除隔阂。

2010

年
7

月， 谈围村一位
60

多岁的
妇女哭哭啼啼地到司法所找刘华彬寻

求帮助。刘华彬询问得知，其儿媳余某
因长期患病，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为
给她治病，家中花去数万元。雪上加霜
的是， 儿子胡某也抛弃一贫如洗的家
庭，一人出走，杳无音信。由于病魔缠
身，加之丈夫出走，儿媳和公婆之间的
矛盾不断， 愈演愈烈， 鼓动娘家人闹
事，甚至想一死了之。了解情况后，刘
华彬首先找到余某及其父亲等人，一边
讲出余某的令人同情之处，一边指出她
和娘家人行为已属违法，让他们依法维
权，相信司法所的处理。

紧接着， 刘华彬又赶到谈围村，找
到村干部，不分昼夜地查找胡某的好友
以及他曾经务工的地点，电话打听其下
落。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查找了

4

天
4

夜
后，刘华彬终于与胡某取得了联系，通
过电话做通了胡某的思想工作，让其尽
早回家处理矛盾。刘华彬凭着对工作的
热爱和对调解成功的信心，连续

3

天不
知疲倦、苦口婆心地做其思想工作。根
据双方的实际情况，成功避免了一场恶
性案件的发生。

“每当我看到一个个疑难纠纷被调
解，一起起群众上访被化解，我就感到
无比的兴奋和满足。”十几年来，刘华
彬已经数不清自己成功调解了多少起
类似的矛盾纠纷。 他总说：“我一直把
群众当成我的家人，对待他们，我就像
对待自己家人一样。正因如此我不希望
他们之间出现矛盾，所以我倾注了大量
的心血和汗水，认真细致去对待每一起
纠纷，化解每一个矛盾。”

常有人问刘华彬：“你把妻子照料
得那么周到，乡镇里大量的矛盾纠纷你
也处理得这么好， 就不觉得累吗？”刘
华彬实话实说：“照顾患病的妻子是我
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

调解矛盾纠纷，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是
我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一名人民调解
员的神圣职责。 我很累， 但我无怨无
悔。”

情系乡亲 用爱守护生命

———记潢川县弋阳办事处王香铺村村医陈春

“医者要以德为先，村民和我的家
人没什么两样，为他们祛除病痛、维护
健康，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的
光荣和骄傲！” 从

1987

年立志成为一名
乡村医生，

27

年来， 潢川县弋阳办事处
王香铺村村医陈春，情系乡里，用爱守
护乡亲们的生命健康，无悔地诠释了一
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17

岁那年秋天，陈春成为潢川卫校
的一名学生。忆及当初的选择，已经

46

岁的陈春眼泛泪光地娓娓道来：“我是
个农村庄稼地出来的泥娃娃，家里兄妹
6

个，多亏乡亲们的接济，我们一家人才
能活下来，我从小就想啥时候也能回报
乡亲们呢？”于是，那年的卫校招生成为
陈春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从小看到身边很多家人、乡亲
被病痛折磨，甚至整个家庭都被拖垮，

就萌发了成为一名医生， 为病人解除
病痛的想法。”看到卫校招生，陈春就
果断放弃上高中的机会， 成为一名卫
校学生。

1987

年， 陈春取得乡村医生证书，

因为当时村里没有卫生所，很多群众看
病就医不方便，陈春便决定留在本村执
业，把卫生所建起来。为此，村里专门在
村部腾出一间土坯房， 乡亲们凑了

200

多元钱，添置了桌椅、柜子、常用的药品
以及简单的诊疗器械等，一间简易的卫
生所建了起来。

卫生所刚办起来的时候， 很多村
民说，陈春这么年轻，到底行不行呀

?

可是很快，热心、勤快的陈春便打消了
村民们的顾虑。不管是深更半夜，还是
正在田里干活，只要有人生病，陈春便
随叫随到。 再加上他对每个病人都认
真负责，收费便宜，村民们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没多长时间，找他看病的人就
多了起来， 连邻村的患者也经常找他
看病。

陈春深知知识和医术对一个医者、

对一个患者的重要性。 从县卫校毕业
后，他又自费参加了信阳卫校大专班的
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理论水平和业务素
质，积极参加各级举办的培训班，自费
订阅了医学报刊、杂志、书籍十多份，并
顺利考取了国家助理执业医师。他学以
致用， 有效地解决农村常见病和多发
病，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患者的病痛。

农药中毒在农村比较常见，陈春就在这
类疾病的救治方面努力钻研。遇到这种
状况， 他都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快
速诊断、规范洗胃、解毒用药，病情重的
还亲自送到上级医院继续救治，最终都
脱离了危险，很多生命在他的正确施治
下得以延续。

群众信任陈春，陈春就回报给他们
百分百的爱心。陈春从医以来，总是想
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从不计较
个人得失。村民找到他，有钱看病，无钱
同样也能看病， 一时拿不出医药费的，

他给予赊垫，遇上特别困难的就给予全
免或部分免费治疗。 村里的王哑巴、罗
老七、张徐氏等孤寡老人、残疾人和特
困户，在治疗上基本都是免费的。他还
有一个小本子， 上面记有村里特殊家
庭、典型病人的病例、过敏史。从医以
来， 他为患者减免的医疗费用近十万
元，并且每年为村里

60

岁以上的老人免
费健康体检， 赢得了村民们的交口称
赞。

从业
27

年来，陈春在
1999

年
-2005

年连续被评为乡“优秀乡村医生”，

2006

年
-2012

年连续被评为潢川县“优秀乡
村医生”，

2010

年被评为河南省“优秀乡
村医生”，同年又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
医生”。曾有乡邻为他的爱心所感动，劝
他弃医经商， 陈春都一一拒绝， 他说：

“我是一名党员， 也是乡亲们推荐的乡
医，我把村民当亲人，村民把我当家人，

他们离不开我这个小小的乡村医生，

我不能忘恩负义。”

□

本报记者姚广义马依钒

□

本报记者姚广义马依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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