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天 气

白天到夜里多云间晴天，偏南风转偏

东风2-3级，最高气温13℃，最低气温

0℃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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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早上 6 点，虽然是周日，但是

宝丰县周庄镇余东村的石延豪和平时一

样准时起床，洗漱完毕后，开始做早饭。

为了让终日辛苦劳累赶会卖服装的妻子

多睡一会儿，他总是提前起来把早饭做

好。早饭后洗涮干净，7 点半之前，作为村

文书的石延豪准时赶到了村党群综合服

务站。

“外出赶会，风吹日晒雨淋，真是不容

易，作为男同志多干点儿家务不丢人。”说

起自己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石延豪笑着

说。

眼前的石延豪朴实稳重。“因为为人

实诚，又姓石，到村里一问‘实在’，大家都

知道是石延豪。”余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刘民要说。

就是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实在人，明

知自己不会游泳还是奋不顾身地跳进水

中，和同学一起救出两名儿童。

2016 年 9 月 17 日是中秋小长假的第

三天，也是石延豪 50 岁生日。当天，石延

豪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和十几名老同学

相聚。当天下午 5 点多，石延豪和同学们

一起来到村西边的湛河源马跑泉人工湖

游玩，突然，走在前面的一位女同学说有

小孩落水了。石延豪等人急忙赶到湖边，

只见水面上两只小手在乱抓，孩子的头部

已被湖水淹没。石延豪没有多想，就和同

学徐跃军一起跳入水中救人。湖底坑洼

不平，石延豪不会游泳，脚底打滑，幸好湖

水只到他的下巴处。石延豪跌跌撞撞地

走到溺水孩子跟前，把孩子抱上岸。

上岸后，被救的孩子向石延豪哭诉，

说湖里还有自己的一个小伙伴。石延豪

不顾疲惫，和同学徐跃军急忙再次下水，

按照被救孩子所说的位置在水底摸找。

摸到孩子后，石延豪急忙把这个孩子抱到

湖边的草地上，当时孩子已经昏迷。石延

豪立即对孩子进行心肺复苏，十几分钟

后，孩子终于睁开了眼睛，哇的一声哭了

出来。

经询问，得知两个孩子在附近村庄居

住，当天家人忙着秋收，两人相约到马跑

泉人工湖游玩，偷偷下水后发生意外。石

延豪和同学急忙通知两名孩子的家长，在

其家人到来后，他和同学一起悄然离去。

“真是感谢人家延豪兄弟和他的同学

们，要不是他们出手相救，真不知道是啥

后果。”提起孩子溺水的事，被救孩子的家

长常德强对石延豪等人十分感激。常德

强说，当时秋收正忙，正好赶上中秋节假

期。当天自己只顾在家给玉米脱粒，不知

道孩子什么时候偷偷跑出去了。

虽然浑身湿透，手机也被泡坏，但石

延豪并没有声张，回家简单擦洗后，仍旧

准时出现在了村南头的秸秆禁烧值班点。

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方式，石延豪勇救

落水儿童的先进事迹很快传播开来并引

起了媒体的关注。

“石延豪是我们周庄镇广大党员干部

的杰出代表，更是全镇党员干部学习的榜

样。”周庄镇党委书记马蒙介绍说，2016 年

9 月 25 日，周庄镇召开石延豪先进事迹表

彰大会，授予石延豪“优秀共产党员”荣誉

称号，并向他颁发了 1000 元的奖金。领到

1000 元奖金后，石延豪把这笔钱全部捐赠

给了周庄镇民政所。

今年 1 月 11 日，出彩河南人增辉新时

代——2018 年河南好人榜暨第三届河南

省乡村好媳妇发布仪式在郑州举行，石延

豪被选树为“见义勇为河南好人”。对此，

石延豪说：“俺救人不图名、不图钱，就图

个‘心安’。”

“石延豪同志工作踏实，为人实在，上

级和群众都信任他。”刘民要介绍说，每天

石延豪都会早早来到村党群综合服务站，

对全天的工作进行安排，接待办事群众。

大西环修建工地、全村人居环境整治现

场、贫困群众家中到处能见到石延豪的身

影。“天刚冷，延豪就给俺送来了电暖气和

棉被，帮俺检查家里的线路、水管。延豪

为俺们这些贫困户真是不少操心，是个

‘实在’人。”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青坡

感激地说。

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平时工作，

做到兢兢业业。石延豪靠自己的“实在”，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得

到了上级的认可和群众的信任，用自己的

义举生动诠释了“好人”的真谛，体现着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

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记者 巫鹏）

——记“见义勇为河南好人”石延豪

勇救溺水儿童的实在人

出 彩 河 南 人 本报讯 （记者卢晓兵）2 月 24

日 ，据 市 消 防 支 队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为深入推进学校消防安全教育

工作，切实增强全市中小学校、幼

儿园广大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

防自救能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消防

安全环境，该支队在新学期开学前

后 ，指 导 各 地 开 展 了 丰 富 多 样 的

“消防安全第一课”活动。

自 2 月 19 日 以 来 ，全 市 各 地

消 防 宣 传 人 员 走 进 辖 区 内 中 小

学 校 园 ，采 取 灵 活 多 样 的 形 式

为 师 生 现 场 授 课 ，讲 解 消 防 安 全

知 识 ，教 授 操 作 使 用 灭 火 器 扑 救

初 起 火 灾 的 技 能 ，进 一 步 增 强 师

生 的 消 防 安 全 意 识 和 自 救 逃 生

能力。

市 消 防 支 队联合市教体局采

取家庭联动机制，要求每位家长与

子女共同完成消防家庭作业，共同

学习提高消防安全知识，共同维护

家庭安全。在新华区光明路小学，

记 者 了 解 到 ，消 防 部 门 与 该 校 结

合，开展以消防为主题的板报评比

活动。该校五（1）班老师马秋真告

诉记者，从上交作业情况看，大部分

的家长与学生能积极开展消防安全

的自查自纠实践活动，认真及时完

成消防家庭作业，对相关安全知识

掌握也比较好。

我市开展丰富多样的
“消防安全第一课”活动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2 月 24 日，新华

区食药监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自 2 月 20

日起，新华区食药监局结合辖区实际情况，

开展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含校外托管机

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检查重点是学校食堂从业人员持健康

证情况，餐饮具消毒环节、每餐留样、餐厨

废弃物处理及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登

记台账、索证索票和入库查验情况；食堂硬

件设施设备和操作规范流程、存放食品库

房条件等；对学校小卖部及校园周边食杂

店、餐饮店等食品经营户、食品供应商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进行全面核查，重点

排查“5毛”“1块”食品。

“截至目前，已检查学校食堂 23 家、周

边 店 铺 71 家 ，下 达 责 令 改 正 通 知 书 1

家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96 人 次 、车 辆 40 车

次 。 检 查 还 在 持 续 进 行 ，力 争‘ 地 毯 式 ’

检查到位。”新华区食药监局局长刘军伟

说。

新 华 区 专 项 检 查 学 校
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本报讯 （记者张鸿雨）2 月 22

日晚，一神情恍惚的老太太被人发

现坐在石龙区刘庄村口，该区公安局

龙河派出所民警连夜将其送回家。

当勤民警朱朝伟说，当晚 8 点

接指令：韩梁路刘庄村口有一迷路

的老太太。接警后，他和同事李龙

标、郭卫峰立即赶到，只见老人蹲

坐在路边浑身发抖，无法说清家庭

信息。他们立即通过微信发布“寻

人启事”，然后把老人接至所里安

排晚饭。饭毕，微信里没人回复，

老人仍说不出更多信息。他们经

公安系统人像比对发现：老太太叫

王桂英，83 岁，家住鲁山县梁洼镇

段店村，儿子名叫黄新伟。

因为系统查不到黄新伟的手

机号，朱朝伟三人便借助手机导航

驾车去段店村，因全是山路，到达

时已是晚上 9 点 15 分。朱朝伟求

助鲁山县公安局并和段店村一村干

部取得联系，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他

们将老人送至家中，当时黄新伟已

驾驶三轮车到石龙区许坊村附近。

随后民警返回，在梁洼村见到

了黄新伟。黄新伟说，当天他陪母

亲到汝州看病，返回时没赶上到鲁

山的班车，只好先坐车到石龙区，

下车后黄新伟让母亲在石龙区汽

车站等他，他先步行回家再驾驶三

轮车返回接老人。由于路途遥远，

两个多小时后他也没回来，老人凭

借记忆摸黑步行，由于又冷又饿还

看不见路，随后迷了路。

鲁山老太太石龙区迷路
热心民警深夜送其回家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2 月 24

日上午，鲁山县政府、亿利生态修

复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河 南 省 路 桥 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鲁山县梁洼镇生

态 修 复 项 目 签 约 仪 式 举 行 ，副 市

长魏建平，市政协副主席、鲁山县

委 书 记 杨 英 锋 ，亿 利 集 团 常 务 董

事、亿利生态修复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王瑞丰，河南省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傅亚峰出席。

在介绍了鲁山县情后，杨英锋

表示，亿利生态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是从事生态修复的中国百强民营

企业，在推动生态、经济、民生平衡

驱动和生态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强

大实力和丰富经验；河南省路桥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方面

具有雄厚实力和技术。鲁山县委、

县政府将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环

境、最好的服务，全力支持项目建

设，确保项目无障碍落地、无障碍

施工。

鲁山县梁洼镇生态修复项目

总投资 45 亿元，第一期投资 10 亿

元，在梁洼镇通过生态综合整治开

发、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及乡村振

兴、新农村建设、创意农业旅游、生

态文化产业投资与亿利生态旅游 IP

的导入，将选址区域建设为高标准

农田示范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区。

魏建平杨英锋出席

鲁山县梁洼镇生态修复
项 目 签 约 仪 式 举 行

产销两旺

2月 23日，工人在舞钢市产业集聚区

神 州 永 达 汽 车 制 造 公 司 车 间 内 加 紧 生

产，确保按期完成生产订单。

该公司年产 5000 辆专用车项目由河

南亚隆专用车有限公司和舞钢中泰重工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主要以特种钢

为原材料生产混凝土搅拌车、环卫车辆

以及特种作业车辆等系列产品，产品远

销广东、福建及非洲、东南亚市场。项目

全 部 建 成 后 ，预 计 可 实 现 年 销 售 收 入

18.5 亿元，年利润 1.93 亿元，年利税 7100

万元，安排就业 400人。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上接第一版）老人们患前列腺病的比较

多，通尿时，往往一下子溅他一身，他也

不介意，等老人尿完后，端起尿就走。

有一年梁钦合老人突患心脏病住进

叶县人民医院，在三天三夜的抢救治疗

期间，刘随伸坚持陪护，端屎端尿。病友

误以为他们是父子，得知真相后，大家对

刘随伸赞不绝口。

有一年正月初五，刘随伸等人乘两

辆车冒雨到外地学习果树种植，回来的

路上一只轮胎漏气，找不到补胎的，他们

就找来气筒，打打气再走，没气了再打，

走走停停，后半夜才赶到村里。随后刘

随伸立即来到敬老院，碰巧发现一老人

掉进茅坑。他将老人拉上来，又是冲又

是洗，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上。

当天，时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徐国超

同行考察，他回忆，当天的雨特别大，由于

轮流给车胎打气，每人衣服都湿透了。他

到家门口时，连累带困，没下车就睡了。

“这事儿看起来偶然，但正好说明刘书记

天天操着老人们的心。”他动情地说。

刘随伸连续 6 年被评为“优秀敬老

院 院 长 ”，该 敬 老 院 荣 获“ 市 级 文 明 敬

老院”、县“模范敬老院”等称号。由于

刘随伸照顾周到，该敬老院吸引了更多

的老人，最多的时候超过 40 名老人在此

居住。

2 月 18 日下午，听到院长没了的噩

耗，所有的老人都愣了，他们不愿意相

信，当即就有老人流着泪来到刘随伸的

家。“比失去亲孩儿还痛心，我们是老来

丧子呀。”牛兴召说。

“西刘庄的资金互助社，
牛！真牛！”

2 月 19 日，村民刘军召在大棚里料

理蘑菇，去年他收入十几万元。“不是村

上 的 资 金 互 助 社 ，也 不 会 发 展 得 这 么

快。”他说。

截至 2018 年底，西刘庄村资金互助

社的资金从 50 万元滚动到 68 万元，发放

贷款 1843 笔，累计投放资金 1011 万元，

80%以上的农户用到了互助资金，没有

发生一笔坏账。“西刘庄的资金互助社，

牛！真牛！”省扶贫办考核评估处副处长

苏红国获悉这组数字后忍不住夸赞。

“这是刘书记一手给弄起来的。”村

委会主任赵红涛介绍。

西刘庄村是常村镇一个偏远的山区

村，背靠的老青山是叶县最高峰，交通极

为不便，村里土地薄收成低。上世纪 90

年 代 ，高 中 毕 业 的 刘 随 伸 回 到 村 里 ，

1998 年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改变村庄

面貌、提高村民收入，成了他心头重担。

西刘庄村为整体贫困村，40%农户

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06 年，国务

院扶贫办的欧青平、杨炼到叶县选资金

互助社试点，试启动造血扶贫新模式。

据叶县扶贫办的孙长安回忆，西刘

庄村一开始并不在试点计划中。刘随伸

获悉后，没日没夜设计出关于资金互助

社的村民户联保、网格化管理模式，引起

了欧青平、杨炼的极大兴趣。最终，西刘

庄村资金互助社被先期投放资金 6 万元

（后分批追加到 50 万元），资助村民发展

养殖种植等，刘随伸当选为理事长，80%

以上的村民成为社员。

西刘庄村的资金互助模式得到了国

务院扶贫办的高度肯定，被称为“叶县模

式”向全国推广。资金互助社全国现场

会在叶县召开，叶县 123个贫困村全部成

立了资金互助社。

西刘庄村目前有两个村级光伏电

站、一座村级集体经济标准化厂房，每年

可为村集体带来三四十万元的收入。村

党支部委员兼资金互助社会计傅邦奎

说，资金互助社部分占用费（利息）用于

理事会人员报酬，作为理事长的刘随伸

拿得最低。

去世前两天，刘随伸还陪同县领导

察看正在建设的生猪养殖综合体项目，

这是叶县与河南广安集团签约的项目，

计划投资 1200 多万元。投资方起初也

不看好西刘庄，因为该村没有可建项目

的大面积平地，刘随伸组织人利用一个

多月，硬是在山坡上整出一大块平地。

上项目村里需贷款 430万元，刘随伸是村

级公司法人，需要夫妻担保。去年腊月

二十六，他带着妻子两次往返县城办理

相关手续。“项目建成后，每年村里能稳

定增收 100多万元，西刘庄就翻身了。”路

上他积极动员妻子。

要想富先修路。西刘庄村人均不到

一亩地，有 5 个自然村。修通村公路时，

需占用邻村黄湾 3 分土地，刘随伸就无

偿地用自家的 6分地置换。

刘随伸公正、无私，更是带出了一个

团结的领导班子。他任村党支部书记，

赵红涛任村委会主任。21 年间，两人有

过工作上的争执，但感情上没有闹过别

扭。

刘随伸生前经常腿疼，村民说这是

他为村里清理贮水罐落下的病根。西刘

庄村世世代代吃水困难。4 年前，在县

里的扶持下，刘随伸带人搞了十几天物

探，打出了几眼井，尤其打出了一口 300

米的深水井，村民用上了自来水。一个

贮水罐因沉淀物太多影响供水，三伏天，

他穿一条短裤钻进罐内，镐刨锨铲，清理

了大半天。“外边热，里边井水凉，冻坏了

腿。”村民心疼地说。

去世 当 天 ，刘 随 伸 布 置 的 最 后 一

项工作是栽植果树。目前该村种植黑

李、核桃树、皂角树等近千亩，养羊专业

户发展到 80 余户，养牛专业户发展到 10

户……该村人均纯收入居全镇前列。

“伸呢，你操这个心那个
心，咋不操自己的心呀？”

灵堂前，刘随伸的妻子尚秀丽撕心

裂肺地哭喊着：“伸呢，你操这个心那个

心，咋不操自己的心呀？”

刘福旺哭着说，按照父亲生前的意

愿，丧事从简。姐姐结婚时、他结婚时，

父亲都没有收乡亲们的礼。此次，乡亲

们拿着礼来了，他跪在院中向乡亲们哭

道：“你们不要送了，我父亲不会允许的，

你们送了我还要一家家退还！”

“这咋能行，这咋能行！”村民傅邦超

连连说。他有一年想办低保，给刘书记

拿去一条帝豪烟。过后几天，刘随伸将

100 元钱塞到他的妻子刘月手里，谎称

是前几天借他的。

像这样的事儿远不止一件，刘随伸

默默为村民办实事后，村民拿礼物表示

谢意，他或者婉拒，或者将财物折成钱，

用变通的方式还给对方。“而且往往要多

还。”赵红涛说。

刘随伸殡后第二天，记者犹豫再三，

还是走进了他的家。

院子里，一辆摩托车静静地立在一

角，那是伴随刘随伸多年的交通工具。

刘随伸是省十次党代会代表、市十届人

大代表、十三届叶县县委委员，每年有三

四十次到省、市、县开会。每次，他都是

骑着摩托车到镇上。“刘书记完全有资格

让我们派车，可他一次也没有。”王森伤

感地说。

王森还介绍，刘随伸到市、县开会的

时候，从来没住过宾馆，在市里住女儿

家，到县里住亲戚家。

刘随伸家是一座 4 间房子的院子。

主房房顶是村里少见的小瓦，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盖的，村里同时期盖的房子，

绝大多数已经换成了平房甚至楼房。

屋子的设计是一明两暗，两间客厅，

两侧各一间卧室，一间是夫妻俩的，另一

间是儿子一家三口住的。

屋子里没有现代灯饰，简单的木制

沙发，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唯一入眼的

是桌子上放着一台液晶电视，是去年交

话费时电信公司赠送的。据尚秀丽介

绍，以前的电视是亲戚们换下来的笨重

电视。

在刘随伸夫妻的卧室内，有一个两

开门的组合柜，没有底板，也是亲戚不要

后送来的。

“他想的都是全村的人和事儿，就没

想到过自己。”尚秀丽掉着眼泪说。

接触过刘随伸的人，都知道他好客

又热心，微薄的工资根本不会给家里留

多少积蓄。有一年春节，口袋里只有几

十元钱了，正好有人来借钱，他就把钱全

给了对方。

还有一年春节，刘福旺用家里仅有

的一点钱去割肉过年，回来时不小心把

肉丢了，那个春节，全家人没有沾半点

腥。“我当时真的哭着要跑出去过年。”他

回忆道。

家门外停着一辆价值两三万元的电

动汽车，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刘福旺

在位于郏县的平顶山煤机厂车间上班，

为来往方便，他自己拿了一万多元钱，在

舅舅和姐姐的资助下买来这辆车。“父亲

还吵我太贵了。”他说。

谈及此次去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

刘福旺哭着回忆说：那一天他看父亲躺

在沙发上半天抬不起头，中午吃点饭还

吐，站也站不稳了，把父亲背到车上去医

院 。 正 愁 钱 时 ，正 巧 村 会 计 刘 玉 平 来

了。当天上午，刘随伸意外地没有去村

部，她来看个究竟，就把口袋里的 5000

元钱先垫了出来，刘福旺又凑了 2000 元

钱。

住院前 3 天，刘随伸一直处于昏迷

状态粒米未进，醒来后，怕村里事多有人

找，要求母子俩打开他的手机。从正月

初五开始，他就嚷着出院。正月初七那

天，他看到一日清单费用突破 200 元，就

说自己的病好得差不多了，不顾医生劝

阻在次日办了出院手续。

当天进村已是傍晚，刘随伸先让孩

子搀扶着去了一趟敬老院……

家里种着一种称作顺香的植物，尚

秀丽说那是给丈夫用的。遇到村民的

误解甚至谩骂，他在外面强忍着，回到

家躺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她就会揪两

片顺香叶子放在荷包蛋茶里煮给丈夫

喝 。“ 这 样 ，就 会 让 他 顺 顺 气 儿 。”她 哭

着说。

由于村里事务多，刘随伸经常是拖

着疲惫的身体回来后，往沙发上一躺，有

气无力地让妻子端饭。多少次，妻子饭

端过来后，他已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刘随伸家大门口一侧还有一间不到

8 平方米的平房小屋，里边放着张小床，

这是刘随伸休息和办公的又一场所。不

时有人说事追到家里，为不影响家人，他

就来到这间小屋，有时候没干完的活儿

也拿到这里干。

院子里还停着一台小型手扶拖拉

机，这是他们犁地的工具。一年只有犁

地的时候，刘随伸才去地里干活儿。平

时因为村上事儿多，都是尚秀丽一人忙

里忙外。家里带头种了黑李，她只能一

人剪枝，一次不小心，树枝打到了她的一

只眼上，至今视力还没有恢复正常。

采访的气氛是沉重的，只有刘随伸

几岁的孙女在欢快跑着，好奇地看着我

们。尚秀丽哭着说，每次来客人，不管天

气再冷，刘随伸都要把孩子带出去，怕来

人给孩子钱，让给其行方便。孩子没地

方去，经常在外面冻得直哭。

刘随伸的荣誉证书、奖杯摆满了桌

子 。 省 扶 贫 开 发 工 作 先 进 个 人 、省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先 进 个 人 、平 顶 山 市 劳 动

模范、叶县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感动

叶县十大年度人物、叶县优秀敬老院院

长……

就在记者结束采访的时候，滕跃峰

接到了村民赵宝山的电话，说几名在外

打工的村民联名要给老书记立个碑，建

座纪念馆。

张兴遥是刘随伸的老师，他悲痛地

作了一首七律诗悼念学生，并写了这样

一副挽联：

唐山（老青山的别名）苍苍，澧水泱

泱。随伸功德，山高水长。

（本报记者 杨沛洁）

立在群众心里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