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做好城镇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一
步加强燃气经营企业和消防管理部门的共建共防、沟
通交流，9月 5日，濮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特邀市消防
救援支队战训部和各消防站点指战员代表， 到公司开
展消防指导并进行座谈。

座谈中， 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公司输配管网整
体情况及全市管网分布概况， 对城市燃气管网泄漏或
遭到破坏后的应急处置措施及现场控制措施进行了讲

解。 消防指战员指出， 燃气管网泄漏后第一时间采取
的应急处置措施是控制险情的关键， 消防支队和企业
要密切配合， 不断提高应急抢险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
同处置能力； 熟悉全市燃气管网布局， 遇到突发事件
要做到科学处置、 迅速应对， 第一时间使险情得到控
制。

随后， 消防指战员代表参观了公司调度指挥中心
和各类数字化管理平台，详细了解管网分布情况、燃气
应急抢险各类装备配备情况和应急队伍建设情况。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基层企业，要学习人民
消防队伍作风过硬、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强化企业消
防应急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日常应急技能水平，打造市
民放心、政府信任的燃气企业，为共建和谐美丽新濮阳
贡献力量。 （徐凤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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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党的二
十大报告作出了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
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
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统筹推动文
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
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在全社会弘扬
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
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

领、 典型示范作用， 推动全社会见贤思
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等一系列重要
部署。 故此，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只有厚
培社会文明地基， 才能推动社会文明程
度的不断提高。

文明城市创建———文明培育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加
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

品德建设， 提高人民思想觉悟、 道德水
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弘扬共筑
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 推动形成适
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
明风尚、行为规范。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媒体宣
传阐释， 依托公共文化设施和宣传文化
阵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广泛开展文明礼仪线下线上教育
引导，运用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
入团入队仪式等传播主流价值， 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体现到市民公约、
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等规范守
则中， 具象化分众化开展规范守则教育
实践活动。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
到本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
理的各个方面， 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

■文明城市宣传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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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同志，你这插座悬空可不行
啊，一定要固定好，注意用电安全，收摊时
记得及时关闭电源。 ”9月 1日，在市城区
五一路与玉门路交叉口附近的夜市上，身
穿红马甲的焦裕禄党员服务队队员正对

夜市摊位的用电安全隐患开展检查。这是
国网濮阳供电公司为辖区 “夜市经济”提
供安全可靠电力支撑的一个缩影。

为助力辖区“夜市经济”发展，国网濮
阳供电公司结合夜市用电特点，安排工作
人员对各夜市摊点开展用电设备隐患排

查，在晚间用电高峰时段对该区域供电线
路和设施进行红外测温，及时消除安全用
电隐患，并对私拉乱扯线路等不规范用电
现象进行整改。同时延伸服务，进商铺、走
小摊，开展用电宣传，发放安全用电宣传
手册，引导商户安全、规范用电，将“心贴
心、心连心、心换心、心暖心”的供电服务
送到千家万户。

“以前在外打工，钱挣得不多，离家还
远。 现在回家创业，随着夜市客流量越来
越大， 我这个小摊每天能有近千元的收
入，还不耽误陪娃，这就是好日子啊！还得
感谢你们定期帮我们检查，让我们用电无
忧、营业放心。”一名卖烤面筋的商户对前
来检查线路的焦裕禄党员服务队队员表

达谢意。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按计划对辖区内

多处摊点进行了多轮检查，共整改安全隐
患 8处， 帮助用户更换破损导线 2处，清
理私拉乱扯线路 3处，发放安全用电宣传
资料 2000余份。

倾心为民办实事， 电力赋能惠民生。
该公司将持续开展巡查，对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进行“回头看”，进一步巩固巡查
成果，着力做好“小夜市、大民生”供电服
务，用心守护人间“烟火味”。

（蔡维彤 石利巍）

国网濮阳供电公司:服务“照亮”烟火民生

辉煌四十载·奋进新时代
记录最美濮阳征文

虽然退休 10个多月了，不再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也近一年，但聂贵书每天念念不忘的依然是“童
伴之家”和“家”里那些来自特殊家庭的孩子。 为
此，他不断在北京、深圳、郑州等城市间奔波，希望
对接社会力量，更好地救助“童伴之家”的孩子。

自 2018年 4月聂贵书在南乐县梁村乡梁村

铺村建立第一个“童伴之家”开始，那些特殊家庭
贫困孩子的命运就已经和他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作为一名党员，尽自己的力量，多让一个孩子受
教育，多让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就能多改变一个孩
子的命运和一个家庭的状况， 乡村振兴也就多了
一份希望和力量。 ”聂贵书的话语中透着坚定。

“每个孩子都应有受教育、享受阳光生活
的权利”

2017年 11月的一天，南乐县住建局房地产管
理所副所长聂贵书被局领导找到办公室谈话，组
织上决定委派他到梁村乡梁村铺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 身为党员的聂贵书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组
织安排，当天就带着铺盖卷入村了。

当天晚上，在冰冷的村小学宿舍内，聂贵书一
个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开始翻阅梁村铺村的资料：
全村 1256户 4770人，贫困户达 270户 1010人，其
中 24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聂贵书的驻村工作，从走访贫困户开始。
他首先来到李林元家， 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

一惊：李林元正上小学的儿子李峰、女儿李霞，跟
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几间破房子里。 他经过了
解得知，李林元因车祸落下残疾，父亲患有脑血栓
后遗症，母亲患有末梢神经炎，媳妇已离家出走。

“多长时间没吃过肉了？ ”聂贵书问李峰。 “过
年时吃过一次。 ”李峰的回答让聂贵书难受得几乎
掉下眼泪。 他当即从裤兜里掏出钱，对陪同走访的
村干部说：“麻烦你上街给孩子割 10斤肉吧。 ”

从李林元家出来， 聂贵书又前往黄大年家走
访。 还没进院子，就听到孩子“妈妈、妈妈”的哭声。
黄大年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 儿媳妇痴傻并患有
癫痫， 聂贵书去时正赶上黄大年的儿媳癫痫病发
作。两个孙女都正在上小学，一家人的生活仅靠 70
多岁的黄大年老两口支撑， 两个孙女上学时断时
续，随时都有辍学的可能。

怀着沉重的心情，聂贵书又来到杨永家里。 杨
永因患有精神疾病， 常年往外跑， 一回来就和母
亲、女儿大吵大闹。 杨永的母亲和十来岁的孙女小
月相依为命，生活困境令聂贵书心酸不已。

几天下来， 聂贵书走遍了村里所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 一家一户走下来，每一户的场景，都让聂
贵书心情沉重；每个贫困家庭面临的困难，都让聂
贵书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尤其是每个孩子可怜的
处境，更让他的心滴血。 “孩子们太可怜了！每个孩
子都应有受教育、享受阳光生活的权利！ ”聂贵书
不断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

为孩子们建个温暖的“家”、找个关爱他
们的“妈”

将村里所有贫困户走访一遍后， 聂贵书梳理
出了 10户重点贫困户。 这 10户贫困户的共同特
点是家里有可怜的孩子。10户贫困家庭共有 19个
孩子，其中，9个孩子的母亲患有精神类疾病，5个
孩子的父母离异或母亲走失， 还有 5个孩子虽有
父母，但父母要么没文化，要么患有残疾，根本无
法正常抚养和教育孩子。
19个孩子中， 有 15个在读小学、4个在读初

中。他们该怎么办？如果无人过问、无人教管，很有
可能会早早辍学，更不用说享受优质的教育了。 他
们一旦辍学，留给社会的负担将会更重。

聂贵书决定为孩子们建个温暖的“家”、找个
关爱他们的“妈”，让他们也能享受到像其他孩子
那样的温暖。

当他把想法说给村干部时， 一名村干部说：
“扶贫任务这么重， 你天天忙得连饭都吃不好，弄
这干啥？ ”

虽然村干部说得不无道理， 但一想到那些可
怜的孩子，聂贵书的心就禁不住颤抖。 他想，即使
再忙再累，这个事情也得做起来。

困难也随之而来：“家”建在哪儿？ “妈”从何
来？ 钱由谁出？

经过商讨，梁村铺村在村小学腾出 3间仓库，
作为建“家”之用。 “妈”最难找，孩子们已经够不幸
了，经不起再被伤害。 既然要找，就得找一个爱孩
子 、懂教育又温柔耐心的 “妈 ”。 为此 ，聂贵书给
“妈”限定了几个条件：必须是本村的，要有慈母之
心，年龄在 45岁左右，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条件看起来不高，但对于一个村庄来说，又很
高。 一连仨月，虽然有人给他推荐了很多人，但聂
贵书都相不中。 村干部急了：“老的不中，少的也不
中，你说咋弄？ ”

聂贵书也有些着急，但为了孩子们，他依然坚
持找高质量的“妈”。 后来，有人向他推荐了一名曾

经在幼儿园上过班的老师，名叫杨彦霞。 经过多方
考察并面谈，聂贵书总算把“妈”定了下来。

地方有了，人有了，接下来就是钱。 聂贵书先
后跑了无数趟，前后写了 40多份申请，最后总算
为杨彦霞申请了一个公益岗。 他又通过向亲朋好
友拉赞助、发动募捐等方式，对“家”进行了装修、
布置，并取名“童伴之家”。
2018年 4月，梁村铺村“童伴之家”正式落成。

聂贵书到 10户贫困家庭一户一户地动员，最终说
服大人把孩子送了过来。 孩子们在上学期间，每天
下午放学后来“童伴之家”学习、写作业；节假日、
周末全程在这里学习。 学习任务完成后，聂贵书再
和杨彦霞一起把孩子送回去。 他还为每个孩子制
作了一份档案，档案里有学生家庭基本情况、学生
基本情况，以及学生每天的学习日志等。

聂贵书希望每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在“家”
里得到温暖、快乐生活，并不断进步、健康成长。

“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关键就那几年，千万
不能落下”

“童伴之家”运行后，受到不少家庭的欢迎。 除
了聂贵书选定的那 10户贫困家庭外，其他家庭也
主动把孩子送到这里学习。

人一多，花费就多。 聂贵书听说社会上有些爱
心基金能够帮忙，就开始上网搜寻。50多岁的他学
会了网上冲浪、上传各种资料。 经过努力，他联系
上了“壹基金”。 在了解“童伴之家”的情况后，“壹
基金”给“童伴之家”更换了全部桌椅，并派专门的
志愿者前来服务。 此外，聂贵书还成功申请到一个
名为“焕新乐园”的爱心项目。 该项目由浙江省妇
女儿童基金会和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开展。 通过这
个项目，他们为 8户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换了床、书
桌、被子等用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按照疫情防控政

策，中小学都要实行网上教学，更别说“童伴之家”
了。 眼看孩子们在家里连上网课都困难，聂贵书急
得上了火。 当他了解到村里一些大学生也因疫情
被困在家后，便找到他们，苦口婆心动员大学生一
对一、一对二，上门为孩子们授课，保证了孩子们
疫情期间学习不间断。

有一次，村里有个叫袁锋的人找到聂贵书，诉

说自己家里的困难。 聂贵书到他家查看得知，袁锋
的妻子因患脑梗长期瘫痪在床，儿子正上高中，上
小学的女儿又长期不明原因地发烧， 生活的重担
压得袁锋喘不过气来。 了解到袁锋的困难后，聂贵
书第一时间在网上发起水滴筹， 为袁锋的妻子筹
款治病。 最让聂贵书担心的，是袁锋患病的女儿小
洛。 他四处打听到一名中医，便自掏腰包，成功治
好了小洛经常发烧的病症。 接着，他又把小洛接到
“童伴之家”，交给“童伴妈妈”照顾。 因担心小洛学
习受影响，聂贵书还为小洛联系了一所民办学校，
让她免费在那里就读。2022年，小洛顺利考入南乐
县第一高级中学。

贫困户穆祥林患有精神疾病，动不动就打人，
媳妇和他离了婚，儿子也离家出走，家里还有一个
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学业时断时续。 听说穆祥林
家的情况后，聂贵书冒着被打的危险，到穆祥林家
走访。 为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聂贵书想
方设法联系到南乐县春晖学校， 将穆祥林的女儿
送到那里安心就读。

采访中， 聂贵书不止一次对记者说：“孩子的
教育和成长关键就那几年，千万不能落下，否则就
会耽误孩子一生，那样我良心上会过不去。 ”

“我退休了，但党员身份和对孩子的帮扶
不会退”

有一天， 聂贵书打听到一个熟人那里有一台
闲置的旧空调，就拉过来安装在“童伴之家”。 拉空
调时，熟人说：“‘童伴之家’好，但别光在梁村铺村
开啊！ ”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是啊，贫困家庭的孩子
不仅梁村铺村有， 如果能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
享受“童伴之家”的温暖与阳光，不是更好吗？

于是，聂贵书又开始了四处奔走。 在他的不懈
努力下，梁村乡后翟村“童伴之家”很快建成。 2021
年，一名县领导听说“童伴之家”的事情后，悄悄到
“童伴之家”进行调研并给予赞赏。 随后，在县、乡
领导的支持下，聂贵书又在另外 4个村开办了“童
伴之家”。
9月 1日， 记者先后到梁村铺村和后翟村采

访，看到两个村的“童伴之家”内，均有二三十名孩
子在一起学习、娱乐。 上六年级的小紫同学说：“爸
爸有病，妈妈不见了，没人管我，在这里有‘妈妈’
教我学习，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儿。 ”小紫的愿
望是将来成为一名教师。

梁村铺村的“童伴之家”现在的“妈妈”叫裴彦
肖。 她告诉记者：“在这里虽然收入不高，很辛苦，
责任也大，但能为这些孩子做点事情，我很有幸福
感，聂书记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

聂贵书的努力也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记者采
访时，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村民，说起聂贵书，都赞
不口绝。 梁村铺村党支部书记杨战林说：“聂书记
在俺村几年， 为俺村做了太多好事， 从干部到群
众，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 尤其是他创办的‘童伴
之家’，帮助了很多孩子，那可是了不起的大善事
啊！ ”

杨战林给记者讲述了一件事：2020年，聂贵书
由县住建局调到市教育局， 组织上决定他不再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 消息传到村里，党员干部和村民
自发组织，写了一封联名信，到县里找有关部门，
一致要求聂贵书留下来， 继续担任梁村铺村驻村
第一书记。

村民黄大年对记者说：“我 70多岁了， 儿子、
儿媳妇都有病，俩孙女是我唯一的希望，如果不是
聂书记帮忙，俺俩孙女哪能有今天啊！ 俺全家都念
聂书记的好啊！ ”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 群众发自肺腑的
感激，不正是对聂贵书的最高褒奖吗？
2022年，聂贵书退休了。他虽然离开了梁村铺

村，但他一手创办的“童伴之家”依然在坚守。 “童
伴之家” 的孩子目前已有 4个考上大学、4个考上
高中，聂贵书用心用情播撒的希望种子，正如期发
芽、生长、开花、结果。

退休后， 聂贵书仍然隔三岔五就去 “童伴之
家”看看。 他还在四处奔波，帮“童伴之家”争取、对
接社会基金， 尽最大努力帮扶困难家庭的孩子。
“我真的放心不下那些孩子，希望他们都能够顺利
上完初中、高中，考上大学，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
用的人才。 ”聂贵书深情地说。

“我更感谢党和政府，要不是党和政府的政策
好，我不可能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 是党和政府及
各级领导的关怀，还有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我们
才办成了‘童伴之家’，才能让‘家’里的孩子享受
到关爱和温暖。 我退休了，但党员身份和对孩子的
帮扶不会退。 我会一如既往推动‘童伴之家’办下
去、办得更好！ ”聂贵书初心依旧。

上图为聂贵书在查看“童伴之家”的学生档案。
（注：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未成年人权益，文

中除聂贵书、杨彦霞、裴彦肖、杨战林外，其他人物
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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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濮阳县城关镇温庄村。
40年来， 我们从城边人变为城里人，脚
下的道路越走越宽，乡亲们的日子也越
过越甜。
20世纪 80年代初，我们是城边人。

村子四周全是农田，到一公里外的城里
（濮阳县老城）去，走的还是田间小道。
遇到下雨天，家中院子里是泥巴，胡同
里是泥巴，大街上也是泥巴。 特别是冬
季大雪过后，房顶融化的雪水“滴滴答
答”流几天，地上湿滑湿滑的，晴天出门
也是两脚泥。 大人骑着自行车去城里办
事， 走不多远前后瓦圈里就塞满了泥，
用木棍将泥一点一点掏出来，才能勉强
骑一段。 往往是走一段、掏一会儿，一两
公里的路程要走上一个小时。 多年以
后，大家还用开上了“桑塔纳”（搡坷垃）
来打趣当年的生活。 那时，村里很少看
到碎砖头、瓦块，因为全被勤快的邻居
用来硬化胡同或者家门前的地面了。
21世纪初，我们成了城里人。 随着

濮阳县城东扩，我们村逐渐进入县城规
划区的中心， 成了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村里的土地相继被开发成住宅小区 ，
盖起了机关办公楼， 建起了广场游园。
村里的大街小巷基本上都进行了硬化，
再也不用害怕下雨天脚踩泥巴了。 没
地可种的邻居们， 有的购买了大型机
械， 在县城周边的工地上挣大钱； 有
的购买了商铺， 自己当起了老板；有的
就近到县产业集聚区的工厂打工或者

从事家政服务……不仅居住环境大为
改善，大家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
2017年， 我们村启动拆迁改造，村

庄原址建起了 24栋 11层的住宅楼 ，
2022年新房交工。 我儿时就读的村小

学， 名字改成了濮阳县第五实验小学，
当年的十几间四面漏风的土坯房已不

见踪影， 变成了由多栋教学楼和办公
楼、餐厅等组成的现代化学校，当年的 5
个班扩大到了七八十个班；村西头的濮
阳县第二实验中学，是全县首屈一指的
好学校。 两所学校不仅容纳了周边拆迁
村的孩子到校就读， 还吸引了不少乡
镇学生。 我和邻居们闲置的安置房基
本上都租了出去。 小区周边是四通八
达的柏油路， 十来分钟就可以到广场
健身、 到公园散步、 到超市购物。 再
往外， 县城区周边大广高速、 范辉高
速 、 阳新高速 、 濮卫高速纵横交错 ，
构成了城市的大外环， 从家门口出发，
十分钟就可以上高速……济郑高铁濮
郑段 2022年 6月实现通车，南下广州、
西去成都、东往上海，都实现了朝发夕
至。 闲暇之余，邻居们或自驾，或乘坐高
铁，游览祖国大好河山，日子过得越来
越舒坦。

回顾家乡巨变， 我不禁心生感慨：
濮阳建市四十年，城乡旧貌换新颜。 听
党指挥跟党走，道路宽广日子甜。 感恩
伟大的共产党，带领我们走上了康庄大
道；感恩伟大的新时代，带给我们幸福
的小康生活。 我相信：只要 400万龙都
儿女踔厉奋发齐心干，我们一定能够迎
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道路宽广日子甜
刘洪坤

←建设中的古
城路。

↓ 2023 年拍摄
的古城路街景。

本报记者 僧少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