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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7日，农历正月初七，节后第一

个工作日。上午不到 8 点，叶县县委 9

楼会议室就坐满了人，全县重点工作会

议在这里召开。

“ 今 年 工 作 推 进 我 们 更 有 激 情

了。春节期间全县上下都在忙，这给

了我们极大的动力。”与会的一位负责

人感慨道。此言一出，引起了周围人

的共鸣。

今年春节假期，在疫情防控工作不

松懈的前提下，除了各级党委、政府及

公安、城管等相关部门一如既往坚守岗

位外，返乡务工人员、放假回家的大学

生也都在忙碌着，在忙碌中凝聚出团结

向上、追求美好生活的同向动力。

回家的、没回家的，技能
“充电”忙

2 月 3 日，农历正月初三。下午 3

点，保安镇寨王村村民李伟打开云上叶

县客户端，点开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教授的视频课，内容为《中式烹饪技

能》。“我想当厨师，得抓紧学习，尽快拿

到技术等级证书。”他说。

李伟原本在安徽一家饭店务工，

春节前回家看望父母。他爱好做饭，

假期里，他为家人做了拿手菜，还通过

短视频平台和书籍继续琢磨菜谱。当

天他看的视频课，是叶县云课堂的其中

一课。

叶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务工收入是

当地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然而，叶县务工人员平均收入

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究其原因，务工

人员大多缺乏技能，务工渠道窄不说，

收入也比技工差一大截。于是，该县与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合作，春节启动

云课堂，加强技能培训。

2 月 3 日上午，云课堂开班仪式举

行，全县设立了 15 个分会场，400 多名

村民参加。这其中，既有返乡务工人

员，也有留在叶县的外地人员。“云课堂

启动后，每天都有人报名参加，我们将

根据实际情况开设更多课程。”

李伟说，云课堂学习是免费的，每

个人看完视频课后，都可以根据自己的

时间去上实操课，考试合格后就能获得

政府颁发的技术等级证书。

2 月 6 日下午，因疫情防控而就地

过年的常村镇毛洞村村民徐文力来到

位于昆山的叶县“务工之家”，上车床技

术培训课。徐文力在昆山当机床工 3

年多了，听说“务工之家”春节要为留在

当地的叶县务工人员“充电”，就积极报

了名，以早日拿到技术等级证书。

叶县县委书记徐延杰在云课堂开

班仪式上说，等级证书全国通用，获取

一个等级证书，平均月收入至少会增长

1000元，叶县将力争用两年时间将培训

覆盖面提高到 50%以上。

卡点值守的、直播带货
的，为了家乡奉献忙

1 月 31日，徐延杰走访慰问困难群

众。在田庄乡千兵营村村口，两名 20

岁左右、身穿志愿者服装的女孩正为入

村的一行人量体温、登记信息。“你们俩

应该是放假的大学生吧。”徐延杰问道。

两个女孩叫任非凡、任一凡，分别

是黄河科技学院和郑州黄河护理职业

学院的学生。1月初放假回村后，两人

主动到村头疫情防控服务卡点宣传疫

情防控知识，帮着量体温、登记信息，为

全村群众过个祥和平安的春节贡献着

青春力量。

“我们乡有 200多名大学生参加疫

情防控工作。”田庄乡乡长王继贞说，女

学生白天值守，男学生晚上值守，大家

尽职尽责，筑起了一道道疫情防控墙。

他还说，学生们返校前，他们要以乡党

委、政府的名义写感谢信寄到学校，并

颁发奖品。

春节，务工人员返乡，大学生放假

归来，疫情防控压力增大。为此，共青

团叶县县委面向全县返乡大学生发出

倡议，引导他们志愿服务疫情防控和乡

村振兴。

“叶盐洗手液，用完后手不会发干，

后期抹护手露也会被很好地吸收……”

1月 26日，李浩楠富有磁性的声音吸引

了不少人进入直播间，很快就有上千人

观看。

李浩楠家住保安镇保安一村，今

年 18 岁，是黄海学院播音主持专业大

一新生。从学校返乡后，他了解到大

学生志愿者群里正在找人直播带货，

就在家里录了一段视频报了名，随后

成功被选中。1月 26日，他与另一名大

学生禹慧娟走进叶县融媒体直播间，

为家乡土特产直播带货。除了叶盐洗

手液，直播间里还有足浴包、保健茶、香

菇 等 农 特 产 品 。 当 天 ，他 销 售 出 48

单。“这次直播带货既能帮助乡亲们增

收，自己也得到了一次锻炼，我觉得很

有意义。”他说。

据统计，全县共有 65 名返乡大学

生通过多个平台为叶县农特产品直播

带货。

隔离点上，线上传播知
识忙

“吃饭的时候，有的乡亲可能会用

馍蘸菜汤，或者用菜汤泡米饭，其实这

对高血压病人是不好的，因为菜汤里含

盐量高……”1月 17日，在叶县一个隔离

点，河南护理职业学院大学生范照地通

过手机钉钉系统说道。

范照地家住常村镇常村村，从安阳

返回叶县后，她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政策

来到隔离点。隔离期间，当地政府送来

了丰盛的食品，志愿者为她做心理疏导，

医护人员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照。

“我也不能闲着，得为家乡做点啥。”

范照地说，她学的是护理专业，就以中老

年保健知识为主要内容，积极发挥自身

所学，有理有据地为乡亲们上直播课。

共青团叶县县委书记魏亚飞表示，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也是叶县建设的

重要人才。隔离不隔离乡情，更不隔离

关爱，隔离期间，他们给予了 63名返乡

大学生百般呵护。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隔离大学生

纷纷为家乡发展出力，21人报名参加线

上授课，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

生丁彦鹏为廉村镇 50多个村的村党支

部书记讲了如何打造美丽乡村，并与村

干部互动。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叶县2022年春节印象

忙出更有意义的节日
本报讯（记者杨沛洁）2月9日

下午 1点多，常村镇柳树王村张建

党、张世豪父子俩赶到叶县客运长

途汽车站。“这 18 辆大巴车是政府

护送我们到岗的专车，到了昆山，

我们一定好好工作。”张建党说。

张建党已经在昆山务工 17 年

了，从事电车维修工作，这是他第

三次乘坐叶县政府提供的务工专

车直接到厂。儿子张世豪去年也

去了昆山，在一家食品公司工作。

叶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有 17

万余人，务工收入成为当地巩固脱

贫成果的重要抓手。昆山是全国

经济强县，当地企业务工人员需求

量大。两年多前，叶县与昆山结成

了友好城市，积极向当地推送务工

人员，每年组织专车接送务工人员

返乡返岗，昆山政府也接收叶县科

级干部去学习锻炼。叶县还在昆

山成立了“务工之家”，在保障务工

人员合法权益的同时，常态化了解

昆山企业的用工及技能需求，精准

推送务工人员到岗增收。

今年春节前，叶县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

鼓励务工人员就地过年，还通过为

务工人员家庭贴对联、办实事等举

措解除在外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务工人员返乡数量大为减少。

为使更多家庭实现务工致富，

叶县在春节期间开展“春风行动”，

远在昆山的“务工之家”及时将当

地 11 家优秀企业的用工信息推送

回来，叶县各地也积极以各种方式

向村民进行宣传，帮助又一批新的

务工人员找到了岗位，加入到昆山

务工的行列中。

9 日下午 2 点多，载着 560 名

叶县务工人员的 18 辆大巴缓缓驶

出车站，驶向宁洛高速公路。“明天

下午，新老务工人员就会到达昆

山，被精准地送到工作岗位。”叶县

人社局局长虎永福说。

点对点发送 一对一有岗

叶县专车护送 560人赴昆山务工

“国家的忠诚卫士，农民工的守护

者。”2月 7日，节后上班第一天，叶县人

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郑兵伟走进

办公室看到这几个字，顿觉肩上使命光

荣。

这幅装裱好的字是安徽萧县农民

工纵瑞龙送来的，他也是郑兵伟印象最

深刻的讨薪者。

2019年农历腊月的一天，郑兵伟早

上刚上班，就有一位农民工来找他，只

见此人身穿军大衣、皮裤，戴着棉手套、

头盔，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的……他

就是纵瑞龙，几年前跟家乡工程队的十

几名工人一起在叶县干工程，却被拖欠

了工资，讨薪期间经历了种种挫折，后

来在安徽了解到可以通过劳动监察解

决问题，就直奔叶县劳动监察大队。

“又快过年了，不把钱要回来，我无

法面对兄弟们。”纵瑞龙说，路途遥远，

开车过来，过路费、油费都是钱，所以他

骑了一夜摩托车、赶了 300多公里路才

来到叶县。

听了纵瑞龙的经历，郑兵伟非常心

疼。他先为纵瑞龙安排好吃住，又经过

登记、调查取证、立案等一系列流程，赶

在过年前为他讨回了 9万多元工资。

“之前，我多次讨要都无果，没想到

你们这么快就帮我们要回来了，真是太

感谢了。”事办成了，郑兵伟却不肯吃纵

瑞龙一口饭，纵瑞龙回到安徽后求了一

幅字寄给了郑兵伟。

郑兵伟说，被拖欠工资的不止农民

工，还有很多超过退休年龄的务工人员

和学生暑期工、外卖人员等，一旦出现

劳务纠纷，都适用于《民法典》。但是考

虑到诉讼过程太长，所以这些人只要找

到叶县劳动监察大队，劳动监察大队就

会实行首问负责制，跟踪到底，直至问

题解决，帮助当事人尽快拿到工资。

2020年 5月，几位老人骑着自行车

从许昌市襄城县来到该大队，他们 60

多个人干了两个多月的护坡工程，每天

工钱 70元，最后包工头下落不明，大家

没有拿到一分钱。

“他们平均年龄都有 65岁了，不适

用于《劳动法》，应该去法院立案。但是

看他们太可怜了，所以能管的我们都会

管。”郑兵伟说。

登记信息后，郑兵伟带领工作人员

立即前往承包单位调查取证，几十公里

的路程前后跑了 20多趟。怕责任方趁

机溜走或销毁材料，他们经常在项目地

一待就是一天，不吃不喝。最终，耗时 6

个月为老人们讨回了血汗钱。

“劳动者最大的心愿就是能领到工

资，我们就是跑断腿，也要帮农民工把

工资要回来。”郑兵伟说。

劳动监察一头连着农民工，一头连

着用人单位，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为

了尽可能减少劳动纠纷，郑兵伟把走访

企业、宣传政策法规列为日常工作之

一，在执法中服务、在服务中执法。

今年是郑兵伟在劳动监察大队工

作的第 25 个年头。这么多年来，他置

身一个又一个劳动纠纷现场，为众多农

民工要回了工资。他常说：“我们就是

农民工的‘娘家人’，农民工在外面受气

了，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撑腰。”无论是奶

茶店暑期工 150元的工资，还是 10年前

的欠薪问题，郑兵伟始终把维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作为第一要务，为此他曾被评

为“省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先进个人”。

2021年，叶县劳动监察大队受理各

级各类欠薪案件 435起，接待群众来访

274 起、咨询 532 人次，已协调解决 430

起，立案处理 5起，帮助 1011名劳动者追

讨工资 1961 万余元，举报投诉结案率

99.1%。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吴丁
玲）

——记叶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郑兵伟

“就是跑断腿，也要帮农民工把工资要回来”

2月 6日早上 7点多，田庄乡西孙庄村

58岁的村民何新民轻轻起床，蹒跚着来到

不足 5米远的母亲床前，掖了掖被角，开始

做早饭。

早饭是玉米面红薯稀饭，这是 85岁母

亲的最爱。何新民因患小儿麻痹落下了残

疾，母亲程秀兰多年前患脑梗，3年前病情

加重后瘫痪在床。自此，何新民一直守在

母亲身旁，细心照顾。

一顿饭喂半个小时以上

9 点多，母亲醒了，嗯了几声，张了张

嘴。何新民赶紧扶起老人为她穿上衣，然

后将老人下身的尿不湿拿出来。为母亲穿

好衣服后，何新民将沾上粪便的被褥拿到

屋外刷洗，随后挂起来晒着。“每天我都得

晾晒被褥，再把脏衣服洗洗。”他说。

为母亲洗脸梳头后，何新民把饭菜端

过来，拿着勺子一勺勺喂，20 多分钟后才

喂完。老人的手微微动了一下，何新民又

拿来个热馒头。“母亲饭量还行。”他说。

屋里放着一个冰箱，里边有饺子、馄

饨，是老人午饭最爱吃的。由于饺子皮不

好咬，何新民就先把边上的皮咬下来自己

吃，让母亲吃皮薄馅多的地方。

一日三餐，何新民从没让老人少吃一

顿。每顿喂下来，总是半个小时以上。

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快 10 点了，老人嘴里发出呜呜声，还

哭了出来。“走，咱出去转转。”何新民边说边把母亲搬到轮椅上。

原来，这是老人烦躁想出去的信号。果然，轮椅一推出大门，老人就

安静了，脸上时不时挂着笑容。

不管晴天还是阴天，何新民就这样用轮椅推着母亲在村子里转，每天

都得转一个多小时。

坐轮椅时间长了，腰部会僵硬。回家后，何新民将母亲扶到床上休

息，过段时间就给老人翻一次身，防止生褥疮。

老人床头旁的条桌上放着治疗脑血栓的药物，大大小小的药瓶摆放

得整整齐齐。屋子虽然破旧，但干净整齐。“老人病这么长时间，屋子里却

闻不到异味，新民真是用心到了极点。”该村党支部书记杨国民夸奖道。

的确，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院子也是干干净净的，东北角还辟出了一

块空地，种有菠菜和油麦菜。唯一与别的院子不同的是，绳子上每天都挂

着洗过的衣服。

“我会一直照顾母亲”

一整天，何新民的脸上始终挂着笑。

“照顾病人是累活儿，你就没有烦过？”记者忍不住问道。

“3年多了，我一直都这么过，要说不烦那是瞎话。”何新民坦言，早上

母亲把饭喷他一身，他大声了几句，就是发泄不满的方式。“但那是我的母

亲呀，咋样我都得继续照顾她。”他说。

何新民兄妹 4 人，他是老大，两个弟弟在外边打工，妹妹已经出嫁。

何新民没有成家，为此，母亲一直陪伴着他。病倒后，母亲不愿意让别人

照料。一次，他们去妹妹家，母亲刚喝完一杯水，就哭着喊着要回家。

于是，弟弟和妹妹总是给何新民钱，还送来衣物和食品。村里为何新

民办了残疾补贴，为母子二人办了低保，将二人列为帮扶监测对象。何新

民说，母亲看病能报销，加上家人的周济，他和母亲过得不错，很知足。

“我会一直照顾母亲。有妈陪着才是家。”何新民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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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2 月 7 日上

午，雪花纷飞，龚店镇泥河张村文化广场

上热闹非凡，一场捐款活动在这里举

行。“大家都是为了人居环境整治无私

奉献。”参加仪式的镇长毛伟说。

近年来，在上级的支持下，在群众的

期盼中，泥河张村大力实施人居环境整

治，建起了广场，增添了健身设施，环境

卫生得到了明显改善。

春节期间，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该村“两委”干部把大家聚集起来，谈下

一步发展规划。不少村民认为，人居环

境需要提升，村内道路两侧要绿化、铺道

牙道砖，并针对荒坑提出了整治意见。

该镇趁热打铁，提出村里出资多少

镇里就匹配多少。村民得知后，纷纷表

达了强烈的捐款意愿。他们表示，整治

人居环境人人有责，建设美丽家园，每个

人都应出一份力。

7 日上午，该村文化广场上出现暖

心一幕：大家打着伞、排着队，一一走到

捐款箱前。村民杨校奇最先捐款 2000

元，接着张文府、张文强分别捐款 2000

元，张东东、尚梅花等人分别捐款 1000

元，拄着拐杖的老人也加入到了捐款的

行列，还有几个小朋友将零花钱捐了出

来……当天现场捐款 32180 元后，仍有

村民继续捐款。

为美化乡村出把力

泥河张村村民雪中捐款

2 月 6 日，游客有序进入叶县

县衙。

在落实疫情防控举措的前提

下，叶县各景点春节前夕开放，给

人 们 增 添 了 假 期 休 闲 娱 乐 的 去

处。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假日放松

近日，叶县纪委监委第五监督检

查组到九龙街道办事处检查值班情

况。

春节期间，叶县纪委监委成立 6

个专项监督检查组，到各乡镇、单位

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排查是否存

在“四风”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等问题。

石鹏飞 摄

开展节日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