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激励即将面临中考挑战的学子，3 月 18 日， 工业园区实验学校举行 2024 届中
考百日誓师大会，校领导、九年级组全体师生及家长代表 6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全
体中考师生将承载梦想，冲刺百日，用智慧与汗水谱写精彩华章。 本报记者 高崟人 摄

■ 濮阳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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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9 日，2023 年度“河南好人榜”
上榜人物发布活动在郑州举行， 我市入
选 8 人， 其中濮阳县八公桥镇倪家寨村
村民王红英榜上有名。 消息一出， 在村
里，村民们对王红英纷纷竖起大拇指。

1987 年，王红英与丈夫结婚，由于丈
夫 13 岁时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婆婆一
人带着 5 个孩子相依为命， 因此夫妻俩
婚后和婆婆吃住在一起， 生活上互相照
应。 30 余年来，王红英用她粗糙的双手支
撑起整个家庭， 她的坚韧和勇气展现着
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遭遇磨难 不离不弃

1993 年 8 月的一天， 一场突如其来
的意外打破了王红英平静的生活———丈

夫在给邻居家帮忙盖房伐树时， 发生了
意外，整个身体被大树压倒在地，一动也
不能动，导致下半身至今不能动弹。

为给丈夫治病， 王红英不得不把 3
个年幼的孩子留在家里让年迈的婆婆照

顾，当时大女儿 5 岁、二女儿 3 岁、小儿
子才 1 岁， 年仅 27 岁的她咬紧牙关，默
默地承受着一切。 她用轮椅推着丈夫走
遍了周边大大小小的医院， 但因丈夫伤
势太重，最终被确诊为高位截瘫，腰椎以
下没有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王红英从未有过放弃丈夫、 放弃这
个家的念头， 兜兜转转，30 年过去了，她
每天衣不解带、悉心照顾着丈夫，帮他翻
身、擦身体、按摩、换尿布。 为防止丈夫心
理压力过大，吃完饭后，王红英会推着丈
夫在村里走一走、散散心。 除了照顾丈夫
和孩子们的饮食起居外， 她还要去田地
里劳作维持生计，拔草、施肥、浇地……家
里的几亩地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

为让家庭更温馨， 不让丈夫感觉无
聊，王红英还想了一个好主意：教丈夫织
毛衣、 织袜子， 变着法地教丈夫各种花
样。 一开始只是织着玩打发时间，后来丈
夫也会帮亲戚织、帮邻居织，忙活起来之
后，生活也变得日益充实起来。

教育子女 以身作则

王红英对丈夫、对家庭尽职尽责，对

孩子的教育也没有一丝懈怠。
为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生活条

件， 平时生活中， 王红英从不乱花一分
钱。 即使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她也依然鼓
励孩子要好好学习， 嘱咐他们不要牵挂
家里，一切有她。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句话在王
红英身上呈现得淋漓尽致。 她教育孩子，
做人要积极、乐观、正直、善良，要有一颗
感恩的心。 人活着可以没有钱，但不可以
没有志向；可以不吃好东西，但不可以不
学知识。

孩子们也时常宽慰王红英 ：“妈妈 ，
我们很快就长大了， 长大就可以帮家里
干很多活了，你就可以歇歇了……”这种
场景不止一次地出现， 这也成了王红英
咬牙坚持下来的精神力量。

照顾婆婆 安享晚年

为人妻，王红英与丈夫同心同德；为
人母，王红英不辞劳苦，无微不至；为人
儿媳，王红英孝敬父母，尊重老人。

2021 年 2 月，婆婆突发脑梗住院，王
红英心急如焚，经常是忙完家务事，立即
就跑到医院照顾婆婆。 婆婆虽然有 5 个
儿女， 但等婆婆恢复后她坚持要让婆婆
住到她家，由她来照顾。

王红英常说：“这么多年， 婆婆一直
帮我照顾孩子，现在婆婆年龄大了，该我
尽孝了。 ”在家庭中，王红英的孝心散发
着火热的光芒，感染了周围每一个人，婆
婆也在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中幸福地安

享晚年。
一件事做一天容易 ，重复做 30 余

年不容易 。 30 余年来 ，王红英从没有
给自己放过一天假 ， 从没有睡过一个
安稳觉 。 无论严寒 ，还是酷暑 ，她都是
不分昼夜地照顾一家老小，不仅让家人
感受到了幸福和快乐，也感染了周围的
人 。

王红英的故事， 是一部感人至深的
家庭传奇， 更是孝老爱亲优良美德的传
承典范。 在外人看来她就是个 “金刚战
士”，有用不完的劲儿，可实际上她的脊
椎早已压变了形， 但她的坚持却从未停
止…… 本报记者 王莹

������本报讯 （记者 王莹） 为倡导节
约适度 、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着力营造浓厚
的共同参与氛围，3月 18日，市发改
委赴新华社区开展“反对浪费 崇尚
节约”文明行动。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
活动中 ，志愿者发布崇尚节约倡
议书 ，组织签名承诺 、发放小礼
品等系列宣传活动 ， 引导广大群
众践行 “光盘行动 ”、倡导文明餐
桌。

群众纷纷表示， 今后将努力争
做文明用餐、健康消费的倡导者，厉
行节约、传承美德的示范者，爱粮节
粮 、抵制浪费的引领者 ，让厉行节
约 、 反对浪费的良好习惯蔚然成
风，助力形成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 （记者 管淑颖 通讯员 王晓
光） 3月 16 日，团市委联合市人社局在市
青年就业创业服务示范园区（青创园区）
举办 “青春筑梦 绽放未来 ”濮阳市促进
青年就业创业“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团市委整合青创园区、
人才网等平台资源，通过线上宣传、线下
动员，吸引来自传媒、IT、建筑、房产 、汽
车、食品、商贸、物流等领域 200 余家用
工企业参加招聘活动 ， 提供就业岗位

5000 余个。 招聘会现场，青年求职者络绎
不绝， 企业工作人员和求职青年面对面
沟通交流，积极收集填报求职意向，初步
达成就业意向 600 余人。 “这场招聘会企
业众多、岗位丰富，给了我充分的选择机
会，让我与凡锦传媒公司成功签约。 作为
一名濮阳青年， 能够借助针对我们青年
的招聘平台留在家乡工作， 我感到非常
开心。 ”现场成功签订就业意向的大学毕
业生何姗说。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通讯员 刘
新霞） 记者从 3 月 11 日召开的全市
市场监管工作会议上获悉，2023 年，
市场监管系统紧紧围绕“提振消费信
心”消费维权年主题 ，充分发挥消费
维权主力军作用，多措并举创造更加
优良的消费环境，全市消费环境持续
优化，消费安全更有保障。

2023 年，为提振消费信心 ，我市
以示范创建为抓手，在全市开展了放
心消费活动 ， 继续在消费门店安装
“放心消费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即可
对商品溯源。 “放心消费二维码”覆盖
商家超 1 万户，新认定市级放心消费
创建示范单位 、 示范景区 45 家 ，县
（区）级 332 家。 市消费者协会持续提
升消费服务质量，通过 12315 平台为
消费者开展各种维权服务，全年受理
各类消费投诉、举报、咨询 8.9 万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08 万元。

同时，我市还致力于提升消费维
权效能，建立了县（区）12315 效能评
估评价体系，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店
153 家、ODR 企业 115 家， 新建消费
维权服务站点 119 个，市消协被中消
协表彰为“2022—2023 年度消费维权
先进集体”。 为增强消费者的维权意
识， 我市还加强了消费宣传引导，组
织开展了消费维权教育基地创建、诚
信濮商红毯行、“市场监管龙都行”等
活动。 以“放心消费二维码”为特色的
信息公示工作得到国家总局认可 ，
《公开，让一切变得简单》获全国第一
届消费者权益保护最佳视频奖。

市发改委

文明行动进社区 节俭理念入人心

■ 反餐饮浪费

我市举办促进青年就业创业“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王红英： 孝老爱亲 30 余年 用爱撑起一个家

我市消费环境
持续优化

（上接第一版） 历时近 40 个工作日、
12 天的周末延时服务，共受理了 1 万
余名群众房屋契税奖励申请，受理缴
纳房屋契税近 2 亿元，得力的举措有
效推动惠民政策“应享尽享”。

对人民的感情有多深，为人民服
务的舞台就有多大。 2023 年年初，天
桥花园小区具备不动产权证办证条

件，近 3000 户群众办证心切。 田庆舜
了解情况后，决定直接把政务服务搬
进小区，牵头组织不动产、税务窗口
在天桥花园小区，历时 2 个月集中为
2302 户小区群众办理不动产权证相
关手续， 有效解决小区群众办证难
题，真正实现让群众“少跑腿”、服务
“零距离”。

一门心思谋创新 ， 成为发展的
“助力人”

企业是一个地区发展的主力军，
企业强则地区兴。 服务企业要树立
“一盘棋”意识，需要调动各部门合力
跑出服务企业的“加速度”。为更好解
决企业手续办理难题，田庆舜积极推
行服务企业“接力跑”工作机制，围绕

我市新设立企业及重点项目名单，主
动联系对接企业、项目，宣讲政策、领
办代办，2023 年，主动对接企业 1768
家次，宣讲政策 4800 余条次，搜集解
决企业问题 312 件次，为省市重点项
目领办代办各类手续 632 件次。 服务
企业“接力跑”，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制
度化、规范化、长效化的服务保障，有
效促进了企业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惠
企政策全面落实。

“工作中， 田庆舜总是透着一股
干劲和利落劲，只要把工作交到他手
中，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把工作完
成得出色漂亮。 ”市行政服务中心党
委委员、副主任刘海民在提到田庆舜
时这样说道。

近年来， 在国内大循环的背景
下，区域联动发展持续推进，各类市
场主体正日益广泛地参与到跨区域

经营与投资中。 为有效解决企业办事
“多地跑”“折返跑”等问题，田庆舜以
服务企业为中心， 延伸服务链条，创
新建立了市、县、乡三级帮办代办服
务体系，推出企业开办、不动产转移

登记及水电气暖联合报装等 147 个
主题式、套餐式场景应用，统一梳理
可帮办代办事项 128 项，压缩审批时
限 69%，形成了市、县、乡工作协调、
业务协同、人员互动的一体化联动助
企服务机制。

在日常工作中，田庆舜发现落地
项目企业在办理手续时会遇到不会

办的问题，对流程不熟悉，需要有人
帮助办理。 为满足企业的需求，他深
入项目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企业
的真实需求，结合实际，有效推动形
成“李艳帮办”品牌化助企服务新模
式。 制作业务辅导政策宣传视频 24
期，延伸开展上门服务、提前服务和
组团服务， 主动现场走访企业 22 家
次，为巴德富、瑞森等企业办结审批
手续 33 个，协调处理各类问题近 300
件，组织开展“春风助企”行动，为 23
家企业办理退税 2000 余万元， 受到
企业的一致好评。

中建材 （濮阳）光电材料有限公
司总经理胡松涛在提到田庆舜时说

的最多的话就是：“田科长是个真干

事的人！ ”田庆舜作为中建材的首席
服务员， 每周到中建材已经成为习
惯。 田庆舜积极发挥职能优势，带领
相关部门窗口人员，深入企业现场办
理手续 5 次 ， 帮助完成退税 488 万
元，推动 160t/d 生产线提升改造项目
获省批复， 推进投资 4150 万元的烟
气余热发电项目顺利施工，企业全年
实现营业额 3.59亿元，利税 1800万元。

微光成炬 ， 每一束星光都是力
量。 “小题大做”百姓事，把“人民至
上” 的理念真真切切地落实到行动
上，田庆舜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政务服
务为人民的精彩篇章。 “我将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勇于担当，积极作为，
把‘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重要抓手，
坚持整体协同、一体推进，实现群众
办事由能办快办向好办易办转变，推
动政务服务水平整体跃升，群众办事
体验持续优化。 继续履行好企业首席
服务员职责，当好企业发展的‘店小
二’，为服务全市制造业倍增行动、助
力全面转型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
谈到下一步工作，田庆舜表示。

�������3 月 19 日，游客在中原油田新蕾公园赏梅。随着天气转暖，该公园大片梅花盛开，每天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打
卡赏花拍照。 本报记者 贺德敬 通讯员 徐卫东 摄

������本报讯 （记者 管淑颖） “感谢工会出
面调解，让我拿到了应该有的赔偿。 ”3 月
15 日，在市总工会 4 楼会议室，农民工张
某与用工方安徽某建设公司签订调解协

议时激动地说。 这是今年以来，市总工会
调解成功的第 2 起工伤矛盾纠纷。

2022 年 11 月 14 日， 张某在用工方
安徽某建设公司濮阳工地工作时， 不慎
从梯子上滑落摔伤， 导致右踝关节粉碎
性骨折。 经专业机构鉴定，张某被评为劳
动能力功能障碍程度为九级伤残。 张某
出院后， 多次找用工方商谈工伤赔偿金
问题，用工方迟迟未给予赔偿。 今年 2 月
27 日，张某到市总工会寻求法律援助。

接到援助后， 市总工会立即委派一

名调解员专门负责此案件。 经调解员与
双方多次沟通，既讲法理又讲情理，引导
公司积极承担责任，稳妥解决问题，终将
一场工伤赔偿争议纠纷成功化解。 最终，
用工方自愿赔偿张某停工留薪工资 、一
次性伤残补偿金、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住院伙食补
助费、住院护理费等共计 21 万元 ，张某
自愿接受以上赔偿数额。

近年来， 市总工会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体系，引导职工依法理性维权，及时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
态， 在助力劳动关系和谐中贡献工会力
量。

工伤赔偿起纠纷 工会及时来化解

三四斤的水果能差半斤
———揭开缺斤少两“鬼秤”的面纱

■ 社会视点

�������3.7 斤水果竟能称出 4.2 斤 ，500
克的砝码称出 750 克……3·15 前夕，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走访发现，一
种能够随意调节物品重量的电子秤

频现市场。所谓“鬼秤”还形成了一条
改装、销售的地下产业链。

水果店、早市、海鲜市场
发现“鬼秤”

日前，记者来到山西省肿瘤医院
附近的一家水果店，买了香蕉和火龙
果。 经水果店主称重，香蕉为 4 斤 2
两，收费 16.5 元；火龙果为 4 斤 1 两，
收费 32 元。

随后，记者对刚刚购买的香蕉和
火龙果进行复秤。发现 4 斤 2 两的香
蕉实际重量只有 3 斤 7 两，商家少给
了 5 两；4 斤 1 两的火龙果实际重量
只有 3 斤 6 两，商家也少给了 5 两。

一些早市和路边的流动摊点是

“鬼秤”的集中藏身处。 记者在清晨 7
点来到位于太原市体育路的一处露

天早市， 随机挑选一家卖鱼的摊位，
购买了一条鲈鱼。这里售卖的鲈鱼每
斤 16 元， 记者购买的鲈鱼商家报价
为 22.8 元。

报完价格后，摊主顺势把鱼扔到
身后的宰杀案板上。记者提出先不杀
鱼，要将鱼直接装袋带走。 摊主把刚
刚称过的鱼又主动称了一遍。再次称
重后，显示的价格为 20.3 元，同一条
鱼在同一台秤上，半分钟内，称出了
两个不同的重量。

“刮鱼鳞、开膛破肚之后，就死无对

证，没法复秤了。 ”市民景女士说，消费
者根本反应不过来，“多付的钱就当是
加工费了”。

在海鲜市场也能发现“鬼秤”。记
者来到太原市万吉海鲜副食品市场，
在“双得水产”挑选了一条鱼。当店主
完成称重并给出售价后，记者提出不
要杀鱼， 这时店主主动重新上秤，复
秤后重量从 1.7 斤下降到了 1.5 斤 ，
价格也从 24 元下降到 21.5 元。

在这个市场的另一家摊位“裕发
水产 ”，也存在使用 “鬼秤 ”的情况 。
500 克的砝码可以称出 600 克， 甚至
750 克。 看着“鬼秤”被揭穿，摊主将
“鬼秤” 摔到地上，“秤坏了， 不能用
了”。

小作坊改装正规电子秤

“鬼秤”模式瞬间切换

据了解，当前市面上流通的“鬼
秤”，内置作弊芯片后能在“标准”和
“鬼秤”模式间瞬间切换。

记者在太原蓝海农贸市场的一

家经销商店购买到了一台“鬼秤”。
店主把记者带到店铺后面的货

柜前。 “能调模式的专门写着 ‘坏 '
字。 ”记者看到一个电子秤包装盒外
壳上， 果然有一个用圆珠笔手写的
“坏”字。

“密码是‘4'‘5'‘6'‘去皮 '，每次开
机后就先按密码。 ”店主把电子秤搬
到店门口的过道上，蹲在地上给记者
演示，按 4 个密码键就能进入“鬼秤”
模式。

店主从货柜上拿出一桶未拆封

的洗洁精放在秤上，洗洁精桶身标注
“1 千克”，液晶屏显示 1120 克，“多出
来的 120 克应该是塑料壶子的重
量”，店主边操作边介绍。

店主分别按下 “M1、M2、M3、计
数、电压、动态”等几个按键，同一桶
洗洁精居然分别显示出“1175、1230、
1285、1345、1400、1455” 几个称重数
值，最大增重 335 克。

“想增重多少随便调， 这款秤卖
得可好了。 ”店主随后按“找钱 + 储
存”两个按钮，“鬼秤”一秒钟就恢复
到标准秤模式。

根据包装盒上的标识，记者联系
到了这款秤的生产商。 生产商表示，
经常接到类似举报，公司从事正规业
务，“鬼秤”可能是在下游某个环节被
改造的。

记者又联系到了这款秤的山西

区域经销商赵老板，他说生产厂家不
生产 “鬼秤”， 都是由私人作坊改造
的。 如有需求他可以帮助买到 “鬼
秤”，什么品牌都能改造，少量可以随
时供货，大量订货需提前一周。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

副处长刘刚介绍， 山西在 2023 年 6
月至 8 月曾开展缺斤少两专项整治
行动，执法发现，“鬼秤”多是小厂买
回正规秤后，先改装再销售。

斩断黑色产业链

加大处罚力度

缺斤少两属于违法行为。 《中华

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六条明确规
定， 使用计量器具不得破坏其准确
度，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第二
十七条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
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
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
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
消费者杜女士说，“鬼秤”扰乱正

常交易，引发商户们相互效仿，严重
影响消费者权益。

多位专家表示， 小小一杆秤，一
头连着商家的诚信，一头连着消费者
的权益。 市场监管部门应持续深入推
进电子秤综合整治专项行动，查处缺
斤少两、计量作弊或蓄意破坏计量器
具准确度等违法行为。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

查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鬼秤”的源头
线索通常会以发函的形式告知相关

外地监管部门，建议进行查处，但大
部分没有回函。 建议畅通跨省案件的
联合执法和信息互通机制，斩断黑色
产业链。

业内人士表示，使用“鬼秤”欺骗
消费者，目前顶格处罚为 2000 元，对
售卖高端海鲜水产、高端水果等商家
而言，处罚力度相对偏弱，建议加大
处罚力度。

山西大学社会学教授邢媛提醒，
消费者一旦发现缺斤少两，可注意保
存消费凭证，及时向监管部门反映问
题，维护自身权益。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