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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在完成

本职工作后，我想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这是田耀义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十

多年来，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田耀义今年 52 岁，家住卫东区鸿

鹰街道，目前是卫东区义美口腔门诊部

负责人，常年坚持做公益，2019年加入

了市义工联合会，成为市义工联蓝天救

援队队员。在去年抗洪、防疫行动中的

突出表现，田耀义在 2021 年度市文明办

开展的全市“乡村光荣榜”人物宣传选树活

动中获评“抗洪防疫好村民”。

心里装着老弱孤残

“老兄，你的牙齿有些松动了，不要

吃坚硬的东西，有问题来找我，免费给

你治牙。”6月 13日下午，在卫东区蒲城

街道任寨村，田耀义正为街道的 4名五

保人员进行口腔义诊。

“大夫，我刷牙的时候经常出血，是

不是火气太大？”五保人员王友说。“来，

我看看是咋回事？”说着，田耀义来到王

友的轮椅前，为他仔细检查牙齿。“您这

是牙周炎，平时要注意刷牙，尤其是睡

觉前，一定要认真刷。”

当地不少群众看到义诊活动后也

纷纷请田耀义看牙，原本半个多小时就

能完成的义诊，硬是用了一个多小时。

等田耀义忙完，已经是下午 5点多了。

“收摊”前，田耀义还为 4名五保人

员送上了自己购买的水果和牛奶。

“正常营业都耽误了，你不觉得亏

吗 ？”记 者 问 道 。“ 兄 弟 ，这 你 就 不 懂

了。同样是看病，义诊的收获并非看

好 病 这 么 简 单 ，这 是 常 人 感 受 不 到

的。”田耀义说。

回到诊所，田耀义给爱之家孤残儿

童寄养点负责人朱智红打电话。“最近

孩子怎么样了，过些时间，我再去给孩

子们看看牙。”田耀义在电话里中说。

孤残儿童寄养点的孩子是田耀义

最牵挂的一群人。“那里的孩子很多患

有先天性疾病，需要长期用药。而激素

类药品会对孩子的牙齿造成不可逆的

影响。”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田耀义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去探望孩子并义诊，为

了不让孩子们害怕穿着白大褂的医护

人员，他兜里总会装些玩具。

去年 10月底，是田耀义最近一次前

往寄养点探望孩子，那天，他和同事们

带去了纸尿裤、奶粉、鸡蛋等物资，还给

孩子们进行牙齿涂氟。

10岁的小玉患有先天性脊膜膨出，

高位截瘫，但智力尚可，能和大人进行

比较流畅的互动交流，也是寄养点最活

跃的孩子。田耀义每次去都会给小玉

单独带个小礼物，临走前，小玉也总是

向他要“抱抱”。

“田大夫很有耐心，把这些孩子都

当成自己的孩子了。”蒋慧露是田耀义

的助手，她说寄养点很多孩子有智力障

碍或心理障碍，对陌生人尤其是医生很

抵触，有时为了让孩子们张嘴配合检查

牙齿，田耀义要使出各种方法哄孩子，

往往一分钟的检查要用十多分钟的“变

戏法”来加持。

“田大夫没少给我们帮忙，他还与

两名困境儿童结成了帮扶对子。”朱智

红说。

身披“白甲”去抗疫

“与那些真正‘白衣执甲’的勇士相

比，我做得太微不足道了。”作为一名医

务工作者，田耀义在近两年的疫情防控

工作中默默付出着。

5 月 6 日，田耀义积极响应卫东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号召，第一时间参加

社区疫情防控，无论是坚守卡点还是核

酸检测，他都“逆行”在前，倾尽全力完

成任务。

刚开始人员配备不足，田耀义便带

着妻子魏春霞和女儿田梦加入志愿者

队伍。他发现防疫物资紧缺，便自掏腰

包 4500多元购买了帐篷、防护服等，及

时送到疫情防控卡点和志愿者手中。

田耀义负责梅花苑小区 5 栋楼其

中的 3栋，每栋楼有 56户居民。由于该

小区属于封控区，每天需要进行核酸检

测，而入户检测是最安全的方式，这对

于年过半百的他而言无疑是个挑战。

5 天时间里，田耀义每天都要在 7

层高的楼宇间上下穿梭，穿着防护服没

法上厕所，他就不喝水。从早忙到晚，

最后他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嘴唇也

裂开了几道口子。

“大家都平安了，我们小家才能幸

福。作为一名医生，这时候我必须冲上

去。”从 5月 6日到 16日，田耀义坚守疫

情防控一线，没回过一次家，更别说吃

上一顿可口的家常饭菜了。

带着儿子去抗洪

“爸，我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志愿实

践活动，今年暑假就不回去了。”6 月 1

日，田耀义接到了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读书的儿子田恩光的电话。田耀义说：

“好的儿子，爸爸支持你，多历练自己，

多做些对社会有用的事。”

“爸爸是我的榜样，我为有这样的

父亲感到自豪。”田恩光在电话里谈起

父亲的时候，言语里满是敬佩。

去年 7 月底，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我

省郑州、新乡等城市出现严重洪涝。7月

25 日，在得知蓝天救援队即将前往受灾

城市开展救援活动时，田耀义和田恩光

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当晚，父子俩通过

蓝天救援队了解到灾区急需相关物资的

消息后，当即捐资 18500 元购买了消毒

液、面粉、大米、盐、洗衣液等物资，并自费

租用货车，随救援队赶往新乡卫辉。

去年 7 月 26 日，田耀义、田恩光赶

到卫辉后，顾不上车马劳顿，立即参与

抢险救援行动，父子俩站在齐腰深的积

水中紧急转移受灾群众并搬运抢险物

资。累了，就找个没有积水的角落席地

而睡，被蚊虫叮咬得体无完肤；饿了，就

咬一口面包，喝一口矿泉水。就这样，直

到救援结束。父子俩的感人事迹受到当

地领导和群众称赞，当地政府和市义工

联合会向父子俩发来感谢信。

“ 虎 父 无 犬 子 ，这 爷 俩 真 是 好 样

的！”市义工联蓝天救援队队长李伟锋说。

时至今日，田耀义的手机里还存着

很多父子俩共同“上阵”的照片。照片

中，父子俩皮肤被晒得黝黑，眼神里充

满了疲惫。田耀义说，公益路上，他不

孤单，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家人

的陪伴和支持，这是他走下去的不竭动

力。 （本报记者 杨元琪）

——牙医田耀义的公益之路

一脱“白大褂”就换“红马甲”
本报讯 （记者杨岸萌）“画画、

折纸、做手工都是她比较喜欢的，

她也非常喜欢益智玩具，但是我几

乎没给她买过。”6 月 27 日，4 岁多

的听障儿欣欣（化名）的妈妈美怡

（化名）说。

美怡说，他们来自叶县农村，

大女儿欣欣是一名听障儿，因为家

庭经济原因，3 岁多才开始给她做

康复治疗。他们一家人都是农民，

公公在家种地，爱人在村办家具厂

上班，工资不高。

“为了让欣欣在市区上课，我

带着她租住在市区，也干不了活赚

不了钱。”美怡说，欣欣一年前佩戴

了耳蜗，但是做手术的时候碰到了

神经线，现在她的眼睛和嘴巴有些

问题，所以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郑

州做康复治疗。“虽然现在她还不

太会表达，但是已经能听懂别人说

话，这一年多康复得很好。”

美怡说，欣欣的玩具非常少，

她对益智类的玩具很感兴趣：“想

要一些这类玩具，我在家能和她一

起玩，希望能开发一下她的智力。”

如果有爱心组织和爱心人士

愿意帮助她们完成心愿，可与我们

联系。联系电话：13693759090。

4岁多听障儿想要些益智玩具

本报讯 （记者曹晓雨）“感谢

好心人对我们的帮助，让我感觉生

活有了希望。”6月 28日上午，在卫

东区蒲城街道蒲城村，吕国旗从驻

村第一书记张娟手中接过数袋成人

纸尿裤和1000元现金，连连道谢。

54 岁 的 吕 国 旗 和 妻 子 张 延

梅，原本有着美满、和谐的家庭。

两年前，张延梅因意外导致颅骨开

裂，经过半年的抢救、治疗，虽脱离

了生命危险，却成了植物人。为支

付高昂的医疗费，吕国旗花光了家

中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

如今，吕国旗每隔两个小时给

妻子翻一次身，每天给妻子做五次

饭，将肉和蔬菜打成泥，借助鼻饲

管喂食。他不得已辞掉了工作，没

有了收入。儿子正读初二，无力分

担家庭重担。张延梅每日使用的

纸尿裤和隔尿垫数量较多，成为这

个家庭最大的经济开销。

6月 16日，年逾八旬的倪大爷

看到《平顶山日报》的报道后，当即

致电记者，表示愿意捐赠成人纸尿

裤。随后，记者在约定地点见到倪

大 爷 ，他 头 发 花 白 ，走 路 已 显 老

态。“我只是想着帮帮这对可怜的

夫妻，尽点自己的心意。你别问我

是谁。”倪大爷将数袋成人纸尿裤

递给记者后说。

无独有偶，家住示范区的李女

士同样做好事不留名。她联系记

者为吕国旗夫妇捐赠 1000 元钱，

同样不愿表明身份。

“我父亲在世时以身作则，我现

在也要传承好家风。”据李女士介

绍，其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入伍，曾

参与抗美援朝战争，退役后坚持每

月匿名为困难家庭捐助财物，“他经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左手做的

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

6月 28日，记者和卫东区民政

局驻蒲城村第一书记张娟来到吕

国旗家，将爱心款物交到他的手

中。记者看到，吕国旗把家收拾得

干净明亮，家具摆放整齐。虽有病

人久居，室内却没有任何异味，张

延梅也从未生过褥疮。

吕 国 旗 收 到 两 位 市 民 爱 心 捐 赠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王代诺 实

习生李易纯）共享单车既环保又便捷，

受到市民欢迎，但是近段时间，平观新

闻 12345 民呼必应掌上平台“文明城市

创建”通道收到了不少市民对共享单车

的抱怨。

“市区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严

重。”

“眼看离规定停放区域很近，就是

不愿意多走一步。”

“多人共骑一辆共享单车，安全隐

患很大。”

…………

近段时间以来，我市创文工作如火

如荼，全市上下逐步形成了“大家的城

市大家管、大家的事情大家办”的创建

氛围，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文明行为，

比如共享单车的不文明使用情况。

“共建文明城市，请在规范区域内

停车。”6月 28日上午，记者在湛河区恒

大名都小区附近开锁启动一辆共享电

车，听到了这样的温馨提示。尽管有提

醒，但是市区主干道多处可见随意停放

的共享单车。

6 月 28 日、29 日、30 日，记者在走

访中发现，对于不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的

现象，我市街头不时有城市管理人员和

共享单车运营公司工作人员或进行劝

导或将停放不整齐的单车摆放到指定

区域内。

据新华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

李光辉介绍，结合创文工作，近段时间

该局对乱停乱放共享单车进行了集中

整治。“除了我局各管区中队及静态交

通中队外，我们还组织了志愿者服务

队，针对体育路北段、园林路全段、中兴

路北段、建设路全段、开源路北段、长

青路、曙光街、平安大道、联盟路、启蒙

路等共享单车较为集中、市民使用率

较高路段进行了重点引导、规范。”李

光辉说。

“虽然现在还有不文明停放行为，

但是随着创文工作不断深入人心，明显

感觉到许多市民都能自觉规范停车。”

6 月 30 日，某共享单车运营公司巡查

人员赵女士说，该公司安排专门人员

在负责区域进行 8 小时不间断巡查。

她说：“其实文明停放并不难，多花上

一分半分的工夫，把车放入点位、摆正

车身车头，就能让城市看起来整齐有

序。希望市民朋友们在享受单车带来

便利的同时，共同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在运行区域内合理合规使用共享单

车。”

为了方便市民使用共享单车，今年

30 岁的某共享单车公司运维人员张先

生每天要工作 10 多个小时。“我的工作

主要是进行车辆清运和调度闲置车。

早高峰会堆出来很多单车，要把这些车

及时清运，发现故障车还要及时处理。

此外，要把一些长时间没人骑的车辆清

洁消毒后再投放，这叫调度闲置车。”张

先生说，只要有任务，就会尽快到达调

度点位，尽力为市民提供服务，保障市

民朋友出行便利。

6月 29日，在市区中兴路与建设路

交叉口，市民张先生说，他习惯使用共

享单车，尤其当下炎热天气，街道上随

处都是规划好的停车区域，可以让他精

准到达目的地，方便了很多。当天，在

市区体育路，从郑州返平的大学生李焕

新和她的同学正在把使用完的共享单

车规规矩矩摆放在停车点位上。“我是

共享单车的忠实用户，也是城市文明的

维护者。”李焕新说，共享单车出行方式

低碳环保，作为一名大学生，也要为维

护城市文明形象贡献微薄之力，希望大

家能多走几步，让文明前进一大步，把

共享单车停到规定的区域内，共同守护

好这份“便利”。

网友通过“文明城市创建”通道倡议：

市民应文明使用共享单车

6 月 29 日，在卫东区万达广场附近，某共享单车运营公司工作人员把乱停乱

放的单车调度归位。毛玺玺 摄

“感谢 12345 热线，村里已经

来水了。”“谢谢你们了！灌溉井当

天就修好了，已经开始浇地。”最近

几天，舞钢市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

大厅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接线员

在接到群众诉求的同时也接到了

一个又一个感谢电话。

今年 5月以来，该市降水量累

积只有 10.4毫米，较历史均值严重

偏少。加之气温偏高、风速较大、

蒸发量大，加剧了土地干旱程度。

近两个月来，抗旱保种保饮水成为

该市 12345热线的诉求热点。

“旱情就是民生，铃声就是命

令。我们 12345 热线要主动作为，

充分发挥渠道优势，密切联动部门

协作，积极响应群众诉求，最大限

度 保 障 群 众 生 产、生 活 用 水 ，用

‘直通车’式服务助力抗旱工作。”

该市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负责人

穆春喜说。

自今年 5 月以来，该市 12345

热线迅速调整工作重点，将抗旱工

作列为阶段性工作重点，细化责任

分工，统筹调配座席，合理配置资

源，严格执行 7×24 小时工作制，

确保群众电话打得进、接得通，全

力保障抗旱期间群众诉求的及时

响应、快速处置。

该市 12345 热线通过对热线

数据统计分析发现，涉及旱情的热

线集中在农村停水和灌溉井故障

两个方面。针对问题，抽调专人，

将问题分类梳理，对同一区域的同

类问题，合并派单；对旱情较为严

重的区域严格执行“接诉即办”制，

加强与农业、水利部门联动，压缩

办理时限，督促抢修进度；对部分

偏远山村，联合水利部门组织抗旱

送水车为群众送水，有效保障群众

生产、生活。

（本报记者 王代诺 毛玺玺）

——舞钢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助力抗旱记

“直通车”式服务为民解忧

6月 30日，记者从市政府热线

办了解到，本周期（6 月 20 日至 6

月 26日）市 12345民呼必应各平台

共 接 收 诉 求 15364 次 ，环 比 增 加

6.7% ；受 理 6032 件 ，环 比 增 加

1.2%；登记交办 2128 件，环比增加

1.9%。

12345 热 线 中 ，咨 询 类 2763

件 ，投 诉 类 2059 件 ，求 助 类 1401

件，建议类 96 件，举报 17 件，表扬

感谢 16 件，单位回复 6 件，其他 13

件，其中表扬感谢件较此前有所增

加。

按照行业分类，群众诉求排在

前五位的分别为卫生健康类 1827

件，占比 21.36%；农村管理类 763

件，占比 12.15%；城市管理类 702

件，占比 11.29%；公共服务类 563

件，占比 9.84%；政务服务类 482

件，占比 8.28%。

其中，在卫生健康类中，本周

期共受理疫情防控类诉求1793件，

较上周期数据有所上升，主要包括

来平返平政策咨询、健康码转码流

程咨询等；营商环境类诉求共有涉

及企业类诉求 186 件，与上期数据

基本持平，主要包括占道经营、消

费者维权、预付卡消费等问题；行

政执法监督类诉求共 135 件，较上

期数据有所上升，主要涉及工作效

率、行政效能、政务服务质量等方

面。 （毛玺玺 王代诺 整理）

市 12345 民呼必应各平台

来电诉求简报

人物名片

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在

完成本职工作后，我想做些更有

意义的事！

——田耀义

田耀义是名牙医，2019 年加

入市义工联合会，成为市义工联

蓝天救援队队员，在 2021 年度市

文明办开展的全市“乡村光荣榜”人

物宣传选树活动中获评“抗洪防

疫好村民”。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 王代诺）平

观新闻 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启动近

一年，通过该平台表达诉求、提出建议

的市民越来越多。“通过后台回复情况

能直观看出，有些单位回复得很用心。”

6 月 30 日，市政府热线办主任王群星

说，各单位整体回复质量越来越高了。

日前，市民在平观新闻民呼必应掌

上平台提出建议：东环路与平安大道交

叉口附近中石化加油站能不能迁出？

应该建一个右转专用道和人工岛，方便

行人和车辆通行，减少拥堵。

很快，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过市

12345 民呼必应中心进行回复：根据市

政府要求，我局委托南京市城市与交通

规划设计研究院、华蓝设计集团和河南

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共同编制了

《平顶山市部分城市道路交叉口精细化

规划设计》，对平安大道与东环路节点

提出了道路交叉口优化方案。该局把 6

种详细优化方案回应给了诉求者。

刘女士在平观新闻平台提出诉求：

“秀美的湛河边上突然立起了高大的垃

圾广告箱，太煞风景，挡视线，特别是中

兴路桥下西侧的那个垃圾广告箱破坏了

这片美景。在这个垃圾广告箱的东边有

空地适合放它，强烈要求挪到东边。”

刘女士的这个诉求及时被受理并

以工单形式下发至相关部门。新华区

湛河北路街道即时进行了回复：社区和

街道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实地了解，联系

市园林绿化中心商议。市园林绿化中

心采纳了诉求人诉求将垃圾箱位置调

整，此问题已处理。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

我市开展了‘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希

望更多单位部门以民呼必应掌上平台

为抓手，锻作风、提能力，以高质量的回

应不断提升市民满意度、城市美誉度。”

王群星说。

民呼必应掌上平台启动近一年

各单位整体回复质量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