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11

温故知新年度人物

08~09
责编：谭艺君

20162016年年1111月月2828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本版稿件、图片由本报记者杨旭提供

1 9 68
2 0 61——

历史印迹

下期预告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当流
守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被广泛关注
的时候，留守儿童的概念还没有真
正形成。十年之后，当留守儿童的
健康成长成为公众议题的时候，关
爱留守儿童工作已经在源汇区结出
了丰硕果实。

这些成果在 《漯河日报》 2007
年的一篇新闻报道中可见感受到：

“又是一度月圆时，源汇区空冢郭乡
二中的亲情视频室里，九年级学生
张石磊正在通过视频跟远在深圳打
工的父亲聊天。在学校实施的‘安

心工程’中，学校为留守儿童开通
了亲情视频和亲情电话，让这些孩
子随时可以和父母沟通交流。”彼
时，源汇区所辖四个乡镇共有 1872
名留守儿童，小学有留守儿童 1208
名，占全区农村小学生的65%；初中
有留守儿童664名，占全区初中生的
35%。“如今，源汇区的留守儿童们
得到来自学校、社会、家庭的关心
关爱，快乐地学习、生活着。”报道
中这样描述。

截至 2011 年年底，全区创办农
村“四老”家长学校示范点 12 所、

城市“四老”家长学校示范点 18
所，建立“留守儿童之家”50 多
家，培训“四老”家长 2 万多人，
3000多名留守儿童从中受益。

领先起跑 获得殊荣

回顾过往，继 2009 年被全国妇
联授予“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
作示范区”荣誉之后，2011 年，源
汇区又被全国妇联确定为“全国农
村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试点
区”。当初，该区为解决留守儿童问
题，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
区直职能部门横向协调，区、乡
镇、村 （社区） 三级纵向到底的

“五大关护”网络。该区率先在全市
创办以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为
主要培训对象的“四老”家长学
校，并以此为依托，开办“留守儿
童之家”，开展各种学习辅导、亲子
互动活动。

为搭建关爱留守儿童的平台，
源汇区还开展了一系列关爱活动，
如“牵手留守儿童、争当爱心妈
妈”活动、“携手送健康”活动、

“亲情夏令营”活动等，构筑了留守
儿童“爱的港湾”。

完善体系 全面发展

为积极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服务体系，源汇区从完善关爱体

制、打造关爱阵地、壮大关爱队伍
入手，不断探索新机制、新模式、
新途径、新方法，实现了留守儿童
服务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除了“四老”家长学校和“留
守儿童之家”，源汇区还建设了8所
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示范点，
全区各类关爱阵地已达82个。

在教育方面，源汇区紧抓全市
建设“留守儿童爱心书屋”的契
机，在 13 个“留守儿童之家”建设

“留守儿童爱心书屋”13个，配备图
书1万余册，并创办了2个蒲公英留
守儿童图书馆和5个仰韶爱心书屋，
首批购买、协调图书 9000 多册；在
认知方面，针对特殊困境留守儿童
教育难的问题，源汇区组织多场感
恩意识教育，帮助留守儿童感知父
母外出务工的艰辛，理解父爱母爱
的伟大和同学朋友之间真挚的友
情；在心理方面，针对留守儿童心
理缺失的问题，源汇区开展了“心
理健康知识讲座”活动，组织专家
对留守儿童进行个别心理疏导310人
次、集体辅导 1205 人次；在法律方
面，开展了“法制宣传进校园”活
动，向留守儿童和家长普及法律知
识，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

每年“六一”前夕，源汇区就
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关爱留守儿
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活动，
评选“优秀爱心妈妈”“优秀志愿
者”“优秀代理家长”和“优秀爱心
企业”。

此外，源汇区还建立巾帼志愿
者、党员志愿者、人大代表志愿者、
政协委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等6支
志愿者队伍，人数达 1800 多人，开
展“一对一”“一对多”爱心帮扶。

留守儿童 健康成长

日前，记者来到阴阳赵镇大张
庄村学校进行实地探访。

在学校的“留守儿童之家”，记
者看到，这里不但配备了手工工
具、体育器材等用品和设施，图书
数量也从数百册增加到了现在的
6000 多册。放学后，同学们可以来
这里娱乐、阅读，就连寒暑假也定
时开放。此外，“留守儿童之家”中
还设立了爱心电话和电脑，同学们
可定期与家长通话、视频聊天。

校长张慧芳告诉记者：“我们学
校当年是第一批设立‘留守儿童之
家’和‘四老’学校的。现在，290
名在校学生中，50%以上都是留守儿
童。为了更好地关爱他们的成长，
除了‘留守儿童之家’和‘四老’
学校，我们还让每一位老师都结对
帮扶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和情

感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
在学校采访中，记者与几名留

守儿童进行了交流。12 岁的刘芊芊
每周与在威海打工的父母通一次
话，但电话中父母更多的是交代她
照顾好 6 岁的妹妹，不要让爷爷奶
奶操心。她说：“我知道父母外出打
工是为了这个家庭，我要做到让他
们放心。”

一路前行 踏石留印

我市现有留守儿童13.5万名，占
全市 14 周岁以下儿童总数的 30%，
其中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
童 75235 名 ， 父 母 一 方 在 外 的
42738 名 ， 父 母 双 方 在 外 的 32497
名，留守儿童群体数量大、分布
广、困难多。我市的关爱留守儿童
工作经历了哪些发展，取得了哪些
成效？记者对此进行了梳理。

自 2005 年起，我市将关爱留守
儿童工作纳入基层党建，依托“五
老”人员创办“四老”家长学校，
通过提高临时监护人的家教水平，
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短时间
内全市“四老”家长学校就达到
100多所。2007年9月，中组部、全
国妇联等7部委来漯河调研，对我市
创办“四老”家长学校给予了高度
评价。

在 2008 年至 2011 年间，在继续
推进“四老”家长学校的同时，开
始探索在村委和小学分别建设“留
守儿童之家”示范点，依托“家”
开展结对帮扶、爱心代理家长等活
动，累计全市布点 48 个，覆盖留守
儿童 7000 多人。2010 年，我市关爱
留守儿童经验在全国留守儿童工作
会议上进行了交流；2011 年 12 月，
源汇区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留守流
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试点区”。

2012年，“3年建设300个幸福沙
澧儿童之家行动计划”获得市委、
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于 2013 年出台
了相关文件，2014、2015 年连续两
年将该项目纳入全市十大民生实
事。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市新建农
村“幸福沙澧儿童之家”302所，关
爱覆盖近 7 万名留守儿童。在此期
间，募集社会资金173.3万元，全市
2000 多名爱心人士与留守儿童结对
帮扶，先后捐资5万多元，捐赠书包
文具近2万件。

中央提出，改革发展的红利应
当惠及全体人民。我们没有遗忘那
些背井离乡的建设者们，没有遗忘
他们家中翘首期盼的孩子。在关爱
留守儿童这条路上，我们一路前
行，踏石留印，未来也将行动更
快，走得更远。

关爱留守儿童 我们在行动

2011年5月16日~18日，第
九届中国 （漯河） 食品博览会
在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隆重举
办。在本届食博会上，临颍县
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中
国食品名城 （临颍） 休闲食品
产业基地”称号。

依靠良好的资源优势和粮
食加工转化基础，在发展休闲
食品产业中，临颍县一方面培
育了以南街村集团、北徐集
团、龙云集团为代表的龙头企
业，形成一大批以粮食加工为
主的企业群体；另一方面，加
大招商力度，承接了亲亲、盼
盼等闽南地区知名休闲食品的
产业转移，掀起休闲食品进驻
临颍的第一轮高潮。

在规模方面，全县休闲食
品集聚特色明显，目前拥有各
类规模以上休闲食品企业100多

家，中国驰名商标16个，省级
著名商标 32 个，从业人员 5 万
多人，年加工小麦130万吨、加
工玉米 100 万吨，产品包括烘
焙、膨化、糖果、果冻果脯、
功能饮料等 8 大类 2000 多个品
种，其中薯片、虾条、法式小
面包、果冻、巧克力棒等拳头
产品日产量全国最大，国内市
场占有率30%以上。

在创新方面，临颍县投资
近亿元，建成了国家级标准
的质检研发中心和全省唯一的
膨化食品检验中心；与中国农
大、中国农科院、江南大学、
郑州大学、河南农大、北京工
商大学等 10 多家知名院校合
作，建成院士工作站 2 个，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
术中心26个，引进工程院院士
2 名、“千人计划”专家 4 名、
博士 36 名，推动 200 多项科技
成果在企业转化；培育出国
家、省、市高新技术企业 38
家。

在监管方面，建立健全全
方位、全过程的政府监管体
系、行业自律体系和社会监督
体系，全县休闲食品企业全部
通过 QS 或 SC 认证；40 多家企
业成功申报“县长质量奖”“市
长质量奖”“省长质量奖”；主
导产业产品合格率连年保持
100%；无公害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认证46个，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2个，培育农产
品优质品牌41个；建成国家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3个、省级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10个，成功创
建全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县。

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地
区突发大地震，一家核电站发生
爆炸并出现核泄漏。由于外界
盛传服用碘盐可以抵抗核辐射，
从而引发民众大量抢购、囤积碘

盐。因为“服用碘盐可以抵抗核
辐射”的说法并无科学事实依
据，只是一部分人制造的谣言，
所以以“谣盐”代指“谣言”，形容
此次抢购碘盐的事件。

谣盐

一、2011年5月16日~18日，第九届中国（漯河）食品博
览会在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隆重举办。在本届食博会上，临颍
县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食品名城（临颍）休闲食品
产业基地”称号。

二、5月21日，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试点县授牌仪式
在临颍县举行，临颍成为全国青少年足球活动试点县。

三、12月22日，源汇区被全国妇联确定为“全国农村留
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试点区”。

四、12月31日，国家林业局批准漯河沙河湿地公园开展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工作。

2011年大事记

临颍食品产业耀“名城”

2011年5月20日一版

当年热词

从业20余年，驾驶客运汽车行
程 140 多万公里无责任事故，他用
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守护着每一位旅客的安全之旅、温
馨之旅。他就是漯河宏运集团第五
分公司经理梁辉。

学习钻研
苦练驾驶技术

1995年，18岁的梁辉来到漯河
宏运集团，成为一名年轻的司机。
从那时起，梁辉便像手推车装上了
发动机一样，点燃了钻研技能的热
情。他买来专业书籍学习、研究，
闲暇时就翻上几页，遇到难题主动
向老驾驶员请教。为了了解、熟悉
汽车各部位的构造和性能，每逢车
辆进车间修理，他都顾不上吃饭，
静静地观察修理工操作，一蹲就是
几个小时。人家想着他是在“监
工”，其实他是在“偷艺”。

为了提高节油技术，他每天坚
持定点加油，做好记录。如果耗油
多了，他就思考原因，是带速高
了，还是低速高油门了；是踩刹车
次数多了，还是惯性没利用好，并

及时改正。如果与同型号的车一块
包车出去，他就与别人比赛谁加的
油少。年轻的梁辉感觉自己每天有
使不完的劲儿，日子也在学习、思
考、钻研中过得丰富多彩。

双料冠军
真功夫赢得荣誉

2002年起，梁辉开始代表漯河
市和宏运集团参加各种类型的驾驶
员比赛，并在比赛中崭露头角。

2009 年，交通运输部举办了首
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宇通杯”机
动车驾驶员节能技能竞赛，市里的
选拔赛梁辉首战告捷，夺得第一。
随后，他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全国
总决赛。参加总决赛的共有52名选
手，都是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顶尖
驾驶员。最终，梁辉驾驶55座大客
车，以平均百公里用油14.88升、低
于标准油耗定额 40%的成绩获得第
一名，被交通运输部授予“节油先
锋一等奖”和“全国交通技术能
手”称号，并受到了时任交通运输
部部长李盛霖的接见和颁奖。

同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举办的
“状元360”全国首届客车司机驾驶
技能电视大赛在北京拉开帷幕，参
赛选手为在“宇通杯”驾驶员大赛
上位居个人前 8 名的队员。这次比
赛，项目设计难度极大，有的梁辉
甚至从未见过。“比如‘倒车打靶’
比赛，在长达25米的大客车车尾绑
一根‘箭头’，在车后的左中右后方
各放置一个靶，要求选手只能倒三
次车，用车尾的‘箭头’去打三个
靶，环数多者、用时短者为胜。”梁
辉对当时的比赛场景记忆犹新。经
过 5 天的角逐，梁辉再次以过硬的
真功夫举起了“状元”奖杯。

两次参加全国性比赛夺冠，为
家乡和单位争了光，梁辉对记者描
述当时的感受：“只要勤学苦练，只
要用心钻研，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小工人也可以当全国冠军！”

服务旅客
责任意识在心头

“人无论在什么时候，走上什么
样的岗位，都要对自己的本职工作
心存敬畏，要谨记工作的意义和责
任。尤其对于客车驾驶员而言，全
车乘客的安全系于一身，能否给旅

客提供一个安全、温馨的旅程，考
验的不光是驾驶员的本领，还有责
任意识、服务意识。”梁辉说。

为此，梁辉比别人付出了更多
的汗水。每年春节，当别人走亲访
友的时候，梁辉都奔波在运送旅客
的路上；2003 年抗击“非典”时，
他不惧危险，带头驾车去检查站值
班；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
驾车运送我市抗震救灾人员和物资
到四川绵阳，五天五夜间克服重重
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

2014 年连续三次进疆接送农民
工的经历对梁辉来说是最难忘的。
进疆之路过青海、穿戈壁，往返约
6400公里，还要应对零下20多度的
低温天气和高原反应等复杂情况。

“在新疆一待就是十多天，住在农户
家，吃不好、睡不好，憋了十多天
没洗澡，就让当地大妈烧壶热水，
靠在车边，穿着拖鞋短裤，拿瓢往
自己身上浇水。”梁辉向记者讲述
道，“路上遇上堵车，冷得要命，我
们都用被子裹在身上。有位同事因
对天气缺乏了解，停在风口，油路
被冻住了，真是作了大难。三次进
疆，嗓子沙哑，嘴唇起泡，人瘦了
一圈，大伙儿都说比吃减肥药还见
效。”

善于经营
成为优秀管理人才

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和不畏艰
苦的工作态度，梁辉在2008年走上
了管理岗位，负责第五分公司的工
作。第五分公司主营旅游业务。公
司成立之初，只有十辆车。梁辉和
同事们想方设法开拓市场，以真心
真情、优质服务、灵活经营打开旅
行社的大门。另一方面，不断加强
内部管理和驾驶员教育培训，不断
改善服务细节，提升服务质量。梁
辉还带领公司开展灵活经营，发动
干部职工开拓新业务，承揽了到新
疆、上蔡等多项大型包车，与双汇
集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还积
极联系了市中心医院的通勤车业
务。公司上下形成了一种共同努力
开创效益的氛围。

2011 年，梁辉被中华全国总工
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
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
劳动模范”，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
他并没有把这至高无上的荣誉当作

“终身成就奖”，而只看作奋斗之路
上的鞭策和激励。

梁辉：百万公里安全行

人物小史

梁辉，漯河宏运集团第五分公
司经理。自1995 年4 月参加工作以
来，他凭着刻苦钻研的精神和甘于
吃苦的作风，从一名年轻司机成长
为一名全国技能冠军，乃至一名优
秀的管理人才。2011年，他被中华
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2015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
予“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地走进了
人民大会堂。

志愿者来到源汇区闫魏村的留守儿童之家，给孩子们上绘画课。

源汇区空冢郭镇大庙王村留守儿童之家。

2012年3月17日至1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漯河市考察。在两天的考
察中，温家宝总理深入临颍县、舞阳县，到田间地头，入科研院所，察麦田、问科技、访农家、话农事，先
后三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农村干部群众、农业科技人员、省市县党政领导干部面对面，倾听民情、细问

“三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