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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9日上午，平顶山市委书记胡荃、市长周斌亲切接见了刚刚荣获全国十大“最美信访干部”称号的市信访局副局长
高平珍。

胡荃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高平珍表示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他说，多年来，各级信访干部牢记宗旨，不负重托，践行使命，恪尽职
守，积极推动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高平珍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从高平
珍身上，我们看到了广大信访干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风貌，看到了广大信访干部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崇
高境界，看到了广大信访干部忠诚于党的信访事业、执着艰苦的优良作风。

面对上访群众，这位柔弱女子有过劳累、有过委屈、有过泪水，但她依旧真情接待、真诚帮助、真心解决。她就是被群众称为“闺
女局长”，曾任舞钢市信访局局长、现任平顶山市信访局副局长的高平珍。她曾先后荣获“全国信访工作先进工作者”“河南省优秀共
产党员”“河南省社会矛盾化解先进工作者”“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干部”等荣誉称号。

“群众难受着来，决不能再让
他们难受着走”

高平珍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段
话：“在群众最盼的事上赢民心，在群众
最急的事上见真情，在群众最怨的事上
转作风。用耐心倾听群众的诉求，用真
心理解群众的难处，用诚心解决群众的
难题。”

弱肩担道义，柔情暖人心。作为一
名信访干部，面对来访群众的哭声、骂
声、埋怨声，面对一桩桩琐事、难事、烦
心事，高平珍始终积极面对，从不抱怨。

2009年一天凌晨3点多，高平珍被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得知 100多
名占地工因对省里出台的政策理解有
偏差，正在路上聚集，准备赴省里集体
上访。因为人员多，来的地方分散，有
的坐车，有的步行，延续了1里多地，场
面几乎失控。

得知消息后，高平珍一边向舞钢市
领导汇报，一边火速向现场赶去。面对
情绪激动的群众，高平珍站在一块石头
上大声喊道：“我是舞钢市信访局局长，
今天的事情，由我负责给大家处理。”

由于出门急，高平珍穿了双高跟
鞋，为了跑得快，她干脆把鞋脱掉，一路
小跑。一位上访群众看到她这个样子，
动情地说：“闺女，就冲你这种态度，俺
不去郑州了，俺听你的，回去。”等群众
疏散后，高平珍一下子坐在地上，才发
现自己的衣服穿反了，袜子磨破了，嗓
子喊哑了，但看着吵闹的路上恢复了平
静，心里感到特别欣慰。

等群众的情绪稍有稳定，高平珍找
到几名代表，向他们讲明政策，表明态
度。代表的工作做通后，又带着他们去
给其他群众做工作。随后，为兑现承
诺，高平珍顾不上休息，协调有关单位，
派专车带着几名代表到省里咨询政策，
最终给了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群众难受着来，决不能再让他们
难受着走”。这是高平珍经常说的一句
话。在权力、人情、面子、个人仕途上，
高平珍认为，没有哪一样比维护党和政
府的形象、比维护群众的利益更重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响应上级号
召，许多妇女主动放弃土地，跟随丈夫
进入舞阳钢铁公司等五七企业工作，成
了“五七工”，但并不享受正式工的待
遇。如今，她们年龄大了，面临着养老
问题。于是，包括施保琴和张爱华老人
在内的多位“五七工”多次找到原单位
舞阳钢铁公司，要求参加养老保险。但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企业人员、机构多
次变动，大部分人员的原始资料丢失，
无法提供参保依据。虽然这些老人不
停地奔波在多个部门之间，然而三年时

间过去了，事情丝毫没有进展。于是，
她们集体上访。

高平珍耐心协调很多部门，包括钢
铁公司、劳动部门、社保部门，最后到省
劳动厅咨询反映，最终使省里出台了政
策，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从此，这些
老人就都把高平珍当作亲人看待，亲切
地称呼她“闺女”。而高平珍每次回到
舞钢，只要有机会就会到他们家里看一
看，坐上一会儿，看看生活上有什么困
难，并竭尽所能帮助他们。

“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更有尊严”

习总书记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
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作为一名信访干
部，真情帮助来访群众，让每一位信访
人感受到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尊严，让
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是高平珍最
大的追求。

有一年在北京接访时，高平珍认识
了一位因为政策适用不当被开除公职
的上访群众，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跪了下
来，哭着说：“高局长，你可得管管我的
事情。”这一跪，让高平珍的内心为之一
震。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更何况
跪在自己眼前的还是一位60多岁的老
人。高平珍也急忙跟着跪了下来，说：

“大叔，你要是相信我，就先回去，事情
解决不了，我替你申诉。”

高平珍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她立即着手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和
当时的国家政策，并多次跑到这位同志
的原单位去了解情况。功夫不负有心
人，她终于找到了当初处理老人不合理
的证据。高平珍马上拿着材料找有关
领导汇报，建议召开信访联席会议。最
终，经过信访联席会议协调，这位上访
群众的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

信访群众大多属于低收入群体和
困难人群，由于常年上访，导致家庭偏
离了原有的生活轨迹。在高平珍所接
触到的案件中，她不仅让群众反映的问
题依法按政策处理到位，而且还常常投
入更多的精力，努力让信访群众恢复正
常的生活。

去年的一天中午，一位老人走进高
平珍的办公室，把一兜桃放到桌上：“闺
女，这是俺家的桃树结的果子，我带给
你点尝尝。”

这位老人原来是出名的老上访
户。2003年，因为山高林密没有测量准
确，他家的林权地与另一村民承包的山
林发生重叠，村里多次协调没有结果，
老人最后到信访局讨说法。知道这一
情况后，高平珍带领工作人员先后5次
翻山越岭到现场查看，每次进山，都专

门到老人家坐坐。她第三次到老人家
时，老人说：“高局长，你这一来，让我
在村里也敢抬头了。其实，俺也不在
乎那一垄两垄树，以后，你处理到哪儿
俺都听你的。”经过多次测量，林业部
门最终给双方明确了边界。高平珍又
协调当地农信社给老人贷款 5000 元，
扶持他试种木耳，结果大获成功。老人
非常感激，每次进城总要拐到信访局看
看高平珍。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也正是这一
件一件的实事，信访局在群众中树立了
比较高的威信。在群众心里，信访部门
就是给他们处理问题的地方，就是维护
他们利益的地方，就是能让他们说话的
地方。

“坚守信访岗位，就是坚守群众
利益，坚守党和政府的形象”

2010年9月下旬，高平珍感觉右腿时
常疼痛，有时候正常行走都感觉困难。
但由于临近十一，社会维稳任务繁重，
她就坚持着一直没有到医院去检查。

有一天，舞钢市开信访协调会期
间，高平珍右腿钻心地疼痛，但她以惊
人的毅力坚持到会议结束，可这时候她
却站不起来了。后经医院检查诊断，高
平珍患上了骨肿瘤，由于错过了最佳医
治时间，肿瘤已逐渐长大并造成了严重
的病理性骨折裂，需要紧急送往北京做
手术。

在北京住院期间，丈夫和上中学的
儿子为了让她安心治病，就把她的手机
调成静音状态。她手术醒来的第一件
事，就是拿出手机，将80多个未接电话
一一进行回复。在医院治疗期间，高平
珍从来没有间断工作，一直通过电话与
群众沟通，为他们排忧解难。

按照医嘱，高平珍需要在家卧床静
养至少三个月。然而，还没休养一个
月，一天夜里，舞钢市畜牧局发生一起
群访事件，其中一名上访群众因情绪激
动要跳楼寻短见，一位不了解高平珍病
情在外出差的领导打来电话，通知她马
上去进行处理。高平珍原本可以告诉
领导自己的病情，可她却并没有这样
做，而是瞒着家人，拄着双拐，靠着坚韧
的毅力一瘸一拐地赶到事发地。后来

在高平珍的耐心说服和诚心感动下，一
场危机终于化解。然而，又有谁知道为
了解决这次事件，高平珍付出了连续住
院四次、大小手术做了17次的代价，至
今她腿上还留着长长的手术疤痕。

常年与群众打交道，高平珍深切
地体会到百姓不容易，她常说：“老百
姓如果没有委屈，谁愿意背井离乡去
上访？尽管有时他们上访的态度、方
式有些不妥，但不管去哪儿，心里还是
想着依靠党和政府帮助他们解决问
题，这是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坚
守信访岗位，就是坚守群众利益，坚守
党和政府的形象。”

高平珍的付出，换回了各级领导和
群众的信任和关爱。特别是从北京回
来后续治疗期间，有很多人到医院看望
她，其中大部分是以前接待过的上访群
众。其中有一个老大娘，没有人告诉她
高平珍住在哪个医院，她就一个医院一
个医院打听，一个病房一个病房找，终
于找到了高平珍。她含着泪说：“闺女，
这都是为我们的事累的，是老天爷叫你
休息休息哩。”

听着这朴素的话语，高平珍心头一
热，感觉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多年来，高平珍总结出一套科学的
信访处理方法，简单概括为：耐心接待
不厌烦、真情帮助不作秀、遇到矛盾不
回避、科学处理不盲目。依法、按政策
处理群众信访问题是准绳，但重要的
是，对待老百姓要倾注真情。

“三不欠账”是高平珍在信访工作
中摸索出来的三大法宝，即“不欠政策
账”，按政策处理到位；“不欠法律账”，
让群众明白法律规定，维护法律的严
肃性；“不欠感情账”，做深入细致的思
想工作。在她看来，群众是包容的，只
要你把他们反映问题中的合理部分找
出来并予以解决，没道理的诉求指出
来、讲明白、讲到位，水到渠成，问题自
然就解决了。

高平珍说：“在从事信访工作的这
十几年里，我每每看到群众期盼而又无
助的眼神时就会想，群众把我们看作希
望，我们不能让群众失望。事情总得有
人干，信访工作尽管苦、尽管累，但经过
我们努力，换回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理
解和信任，换回了干群关系的更加融
洽，十分值得。”

一位信访局长的初心
◎杜光松 郭进拴

为激发全市人民热爱鹰城、
建设鹰城、发展鹰城的热情，更
好地团结一致、继往开来，本报
将联合河南省报告文学协会平
顶山分会，举办“天晟杯”报告文
学征文活动。

1.征文活动截至本月底。
2.征文内容：①在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公检法、军队、企事业单位等社
会各界、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先
进人物的事迹。主人公应在行
业或系统内产生过重大影响。

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
有重大意义的项目建设，以及在

建设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群
体）、感人事迹。

3.征文文体：报告文学，字数
3000-7000字。

4.来 稿 邮 箱 ：pdsrbfk@126.
com，请注明“天晟杯”报告文学
征文。书面来稿请寄《平顶山日
报》专副刊部。

5.作者应保证作品的真实
性，文责自负。

本次活动得到了平顶山天
晟电气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征文结束后，将评出一、二、
三等奖和特别奖若干名，颁发奖
品和证书。

“天晟杯”报告文学征文启事

看中央电视台第 7 套的《军旅
文化》节目时，主持人的一个观点
令我激动、振奋。他把“书山有路
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改为“书
山 有 路 勤 为 径 ，学 海 无 涯 乐 作
舟”。这正合我意，真是遇到知音
了，便欣然提笔，写下首小诗：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乐作舟。
爱学勤学加善学，
天下学问不难求。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
苦作舟”，唐朝文学家韩愈的这副
治学名联，我从小就知道，几十年
来，也一直以此激励自己。1994年
儿子高考后，我突然想把“学海无
涯苦作舟”改为“学海无涯乐作
舟”。因为，当时我有了新的感悟：

“学海无涯苦作舟”很形象、很深
刻，但只有真正的乐学，才能一生
始终不懈地沉浸在学海中，并有所
收获。真正的乐学者是以苦为乐，
他们享受着获得知识过程中的充
实和愉悦。陶渊明是乐学者，他在
读书时，“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对
求学者而言，应由最初的了解、喜
欢，逐渐上升到以之为乐的境界。
窃以为，求学应以乐学为本，苦学
要以乐学为先；乐学则应以明理、
立志和积极的心态为前提；而明
理、立志和积极的心态，又要以乐
学、乐悟为源。看来，古人讲的“圆
文化”是颇有道理的。

西晋文学家张载强调：“学贵
心悟，守旧无功。”由此可以看出，

“学”与“悟”，二者缺一不可。所
以，我还想把“学海无涯苦作舟”改
为“学海无涯悟作舟”。因为，在求
学的路上，乐学、苦学、勤学，再加
上多思、多想、多悟，才会锦上添
花，事半功倍。

“至乐莫如读书”，这是古人之
切身体会，我们后人要努力修行，
力争达此境界。

学海无涯乐作舟
◎冯国庆

那年我17岁，在平顶山师范学
校读二年级。紧张的学习之余，最
喜欢去的地方除了篮球场，就是图
书室，在那里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
中外名著的营养，放飞着文学的梦
想，慰藉着年少孤独的心。书读多
了，便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当
时，学校里像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
并不少，但是交流切磋的平台很
少，我们这帮文学爱好者唯一的阵
地就是 92 级（2）班一份油印的《心
声》。当时，《心声》曾一度影响力
辐射到市内的多所中专，可谓是声
名鹊起。虽说是油印刊物，纸张粗
糙点，但稿件的质量是上乘的，其
中不乏精品，不少文章后来还被一
些报刊转载过。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
各地大中专院校的文学社如雨后
春笋般茁壮成长，成立文学社成为
一种风气和时尚。1994 年 9 月的
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打完篮球
后坐在球场一角小憩，闲聊中谈到
了文学社这个热门话题。在那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如火的热情
往往会让一些看起来很难的事情
变得简单。一番侃侃而谈，邻班同
学王新道和我不谋而合，我们约定
第二天去找学生科和团委汇报成
立文学社的事宜。

没想到，学校领导对此事非常
支持，让我们抓紧时间筹办。有了
校方这把“尚方宝剑”，我们信心倍
增，接下来忙活着起草有关章程，
利用晚自习去各班“游说”，动员文
学爱好者积极参与。有道是“名不
正言不顺”，为我们心爱的文学社
起个好名字，是大家的共同愿望。
起名之事看似简单，却没少让我们
费脑筋。大家想了好多有创意并
且叫起来响亮的名字，但经过一番
面红耳赤的争论后均被一一否定，

原因很简单，体现不出平顶山的地
域特色。正当大伙为此事一筹莫
展之时，成熟沉稳的文学社筹备组
组长新道老兄发话了：“以我之见，
平顶山的别称为‘鹰城’，我们文学
社的名字叫作‘雏鹰’如何，寓意像
鹰一样翱翔在文学的天空。”众人
击掌叫好，一致通过。

经过两周的紧张筹备，我们选
在一个周日举行成立仪式。地点
设在学校的一个小会议室，由于没
有经费，连横幅也没有悬挂，有的
只是二十几个成员炽热的心。经
过会议选举，新道当选为雏鹰文学
社第一任社长，我当选为副社长；
会议决定创办一份“报纸”，每月一
期，主要报道校园新闻和刊发文学
作品。成立大会上，大家群情激
昂、意气风发，一张张青涩的脸上写
满了虔诚和喜悦，一声声欢呼中凝
聚了无限的憧憬和向往。仪式结束
后，大家提议照一张“全家福”。很
快，学校附近一家摄影馆的摄影师
匆匆赶来，在学校门口为我们留下
了美好的瞬间和永恒的记忆。

许多年后，我带着儿子到平顶
山教育学院散步，无意中看到宣传
橱窗里有关雏鹰文学社的介绍，不
禁思绪万千，既惊喜于雏鹰文学社
历经二十多年岁月仍活跃在母校，
又感慨于当年和新道老兄“白手起
家”创办文学社的艰辛和不易，更
感动于众多文学爱好者的执着追
求和鼎力支持，往事一幕幕在脑海
中浮现……

弹指一挥间，二十多年过去
了，当年为雏鹰文学社付出大量心
血和汗水的同学们如今都在各自
的工作岗位上忙碌着。岁月带走
了青涩年华，带走了曾经的万丈豪
情，却带不走心灵深处对文学的那
份痴迷和追求。

那时流行文学社
◎梁永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家到那家儿
吃的都是红薯干儿，这院到那院吃的都是
红薯面儿”“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
能活”是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红薯耐旱耐瘠薄，产量比其他农作物
要高一些，一般亩产能达到 2000—3000
斤，按 5 斤鲜红薯折一斤粮食计算，一亩
地能产 400—600 斤粮食，当时算是高产
了。在那温饱还没有解决的岁月里，一年
红薯半年粮，农民靠红薯填饱肚子，因此
各生产队会尽可能多种一些红薯。春节
一过（一般在每年正月中下旬），就开始排
红薯母育苗。红薯分早红薯和晚红薯，早
红薯又称春红薯，一般五月上旬栽种，晚
红薯待收完麦子栽种在麦茬地里，因此又
叫麦茬红薯。栽红薯时先用锄头挖一个
坑，浇上水把苗放坑里用土封好，如果太
阳光线太强，还要用土把整个红薯苗埋起

来，一天后再扒开，这样栽的红薯苗成活
率高，要不然会被晒死。如果缺苗还要补
栽。红薯的田间管理不复杂，过去主要是
翻秧，后来采用了新的栽培技术就不用翻
秧了。春红薯过了农历八月十五就可以
刨着吃了，而晚红薯要等到种完麦子再
刨。生产队刨红薯时是大家最高兴的时
候，拉着架子车、挑着担子一起来到地头，
等待着队里把刨下来的红薯分给各户。
这时候一般是按人口多少分配，每人每次
分50斤、100斤不等，叫作预分配，到年终
再按每户挣的工分多少进行决算。

红薯全身都是宝，根块供人们食用，
品种多样，有白心的、黄心的、红心的，还有
紫心的；有干面的，也有甜软的。同样的品
种在不同的土壤里种出来味道也不太一
样。红薯可以煮着吃、蒸着吃，也可以烤着
吃，更多的是配上玉米糁煮稀饭。鲜红薯
可以磨成淀粉，下成粉条做凉粉。记得小
时候母亲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时不时地
用红薯淀粉给我们做凉面和饸烙。红薯
的叶子特别是霜打过的叶子，摘下来煮熟
晾干可以做凉菜，也可放到面条锅里。红

薯的秧子是喂猪、喂羊的好饲料。
红薯虽然营养丰富，口感好，但也不

能多吃，吃多了胃里会泛酸水，烧心得难
受。因此，那个年代长大的农村人对红薯
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既感激它救过命，又
难忘那烧心的感觉。

红薯虽好，但不易储存，那时候家家
户户都有一个红薯窖，5米左右深，上细下
粗葫芦形状。从地里拉回来的鲜红薯扎
好把，一把一把地系到窖里，整整齐齐地
堆放在窖底的拐洞内。红薯窖口要盖好，
防止牲口和小孩掉进去。什么时候吃红
薯，就用绳子系住小孩的腰下去，先把红
薯提上来，再把小孩系上来。这种鲜储方
式，调节窖里温度很重要。温度高了，红
薯要闷窖，先长黑斑，再逐步烂掉。温度
低了，红薯会冻坏，变硬也不能吃。而调
节温度主要是凭经验，刚下窖那段时间窖
口要经常打开，有时候还要往窖里扇风。
入冬后红薯窖要少打开，隔一段时间还要
下去检查一遍，把坏的、有黑斑的红薯拣
出来，免得把周围的也染坏，坏红薯散发
着一种酒糟味，很难闻。

因为鲜储不易，更多的是切开晒成干
儿，储存起来的。吃时先用碾子压一压，
把面用锣筛出来，可做馍、可熬汤，这就是
农家半年的口粮了。

切红薯干既要有力气，也要有技巧。
用一个特制的刀片固定在板凳的一头，人
骑在板凳上，将红薯放在刀口边压着往前
推，红薯片就会从刀口下面一片一片地滚
落到筐子里。切下来后要马上晾晒。家
住平房或瓦房的，可以把红薯片撒在房顶
上晒，干得又快又干净，但受地方限制，特
别是在瓦房上晒不太好翻，干了之后往下
扒时还有可能碰坏瓦，因此更多的红薯干
是晒在大田地里，吃时要把上面的土先洗
掉。晒红薯干的日子里，农民最关心天
气，最怕阴雨天，要是赶上天下雨，全村人
扶老携幼一齐出动，不管白天黑夜哪怕是
后半夜，也要把地里正晒着的红薯干捡回
来，放在屋里每一处空地上摊匀了晾着。
如果遇上连阴天几天或雨不停，红薯干就
要起热发黏，出现酒味，坏得轻一点儿的
还可以做饲料，腐烂变质的只有扔掉，那
半年的口粮就落空了。

红薯在历史上是立过功的，它救过无
数中国农民的命。时至今日，它仍是工业
的原料和人们调节生活的美味。现在农
民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家家户户吃的都
是白面，红薯作为主粮的地位已被白面、
大米取代，但靠吃红薯长大的一代人仍对
它有着特殊的感情——感激、怀念。

难忘红薯
◎高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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