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

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
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
步注入活力。正是依靠敬
业奉献，中华民族创造了
灿烂的文明。敬业乐业的
民族，必定是令人肃然起
敬的民族；缺乏敬业精神
的社会，难免被人诟病和
轻蔑。

当 好 居 民 的 “ 娘 家
人”的社区工作人员杜风
玲就是我市众多践行核心
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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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住上小洋楼
□本报记者 杨 光

8月11日下午，为确
保我市文化市场和谐稳
定，深入推进我市创文
工作，市创文办、市文
广旅局、市公安局、市
消防救援支队、市市场
监管等部门组成督导检
查组，对我市网吧进行
专项检查。

当天下午，督导检
查组兵分三路，分别对
各行政区及功能区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娱乐场所的各类违法违
规经营行为进行全面排
查，做到文化市场经营
场所全覆盖。

在检查过程中，各
部门各司其职，文化部
门对网吧场所设置未成
年 人 警 示 牌 、 实 名 登
记、未成年人上网等情
况进行检查；公安部门
对抽烟现象进行检查；
消防部门对消防设施、
消防通道、消防器材进
行检查；市场监管部门
对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和
是否有过期小食品进行
检查。

检查组共检查市区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娱乐场所 45 家，发
现个别网吧存在有人抽
烟、环境卫生不达标等
问题。市文广旅局对环
境不达标的网吧经营者
要求立即整改；市公安
局 对 抽 烟 人 员 提 出 警
告；市消防救援支队对
查出的消防器材脱审的
网吧，要求负责人在2日
内审验。

净化网吧环境
助力文明创建

□文/图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杜风玲是一名网格长，是
源汇区老街街道受降路社区600
多户居民的大家长。小到清洁
卫生，大到小区改造，她事事
关心，亲力亲为，用实际行动
为居民服务。8 月 12 日，记者
对她进行了采访。

杜风玲今年 48岁，已经在
社区工作 20多年，目前是受降
路社区 03网格网格长。记者见
到杜风玲时，她正在辖区走访
群众。近段时间，一些居民反
映家中有漏雨的情况，杜风玲
得知后，每天都要抽空走访几
户，根据实际情况帮他们找解
决办法。上个月的一天，天降
大雨，三角巷一户居民的自建

房漏雨严重，家中两个人一个
是残疾人，一个刚做完手术。
无奈之下，他们向杜风玲发出
求助信息。了解情况后，杜风
玲冒着大雨，亲自到这户居民
家的屋顶查看，并与维修人员
联系，请他们在屋顶做了应急
防水措施，并在雨停后对屋顶
进行了整修，以防再次漏雨。

杜风玲负责的 03网格内住
着不少老人，他们在生活中遇
到难处时，常常不知道该找谁
帮忙。为此，杜风玲将自己和
同网格的其他三位同事的电话

号码写在宣传页上，复印了几
百份分发给辖区的居民们，尤
其是老年人。

这个方法很奏效——公安
街76号楼一位80多岁独居老人
家里的卫生间漏水，通过宣传
页上的电话号码与杜风玲取得
联系，在杜风玲的帮助下，解
决了卫生间漏水的问题。临走

时，杜风玲还交代老人的邻居
们平日多关心老人。

生活环境影响着居民的生
活质量，杜风玲和她的同事也
时刻关心着这件事。她们每天
都会到辖区巡逻查看，访小区
进楼道，只要发现卫生死角，
就立刻动手清理。有次在医药
公司家属院里，杜风玲和另外
一位女同事发现了一大块弃置
在楼道内的预制板。寻访主人
无果后，两人决定亲自将这块
预制板抬下楼。女同事在抬的
过程中不小心摔跤，预制板压
到了她的手指，撞到了杜风玲
的腰，两人都受了伤。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很多，
每天需要协调的事情也很多，
最多时，杜风玲一天接打了200
多个电话，但她从无怨言，一
贯尽心尽责。“咱们做的是社区
工作，就是要替群众解决难
题，贴心服务。”杜风玲说，

“社区就是居民的娘家，居民有
问题不找社区找哪里。只要我
在岗位上一天，我就要尽力把
工作做到最好。”

杜风玲：当好居民的“娘家人”

杜风玲杜风玲（（右右））在辖区走访群众在辖区走访群众。。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8 月 11 日下午，记者在郾
城区新店镇张店村见到刚下班
回家的宁喜玲。看着家中新建
的两层小楼，她感慨万千。宁
喜玲做梦都没有想到，短短四
年时间，她家不但甩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收入还翻了近十
倍，从曾经的危房住进了小洋
房。

54 岁的宁喜玲家中共有 4
口人，婆婆已 80多岁，两个儿
子一个参加工作，一个还在读
高中。2008年宁喜玲丈夫因病
去世，家中也欠下巨债。

宁喜玲很勤劳，农忙时种
地，闲下来时打零工。但除去
孩子的学费和一家的花销，一
年忙到头手里也没有结余，住
的三间瓦房早已成了危房却没
有钱修缮。“我这人就是喜欢
干，只要不闲着，日子总会越

过越好。”宁喜玲说，2014年她
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7 年 7 月，不甘现状的
宁喜玲有了承包土地搞种植的
想法。想法有了，没有资金怎
么办？这让她心里没底。宁喜

玲就把自己的想法反映给村
“两委”干部。经过协调，利用
扶贫小额贷款政策，她贷到了3
万元的贷款，加上借来的 3 万
元，宁喜玲承包了村里 60亩土
地，全部种上了优质小麦。

为减轻宁喜玲家的经济负
担，60亩地所用的麦种及化肥
都是驻村第一书记崔广才协调
厂家直发的，价格也优惠不
少，还为宁喜玲提供耕种技术
及管理方法。有了村里的支
持，宁喜玲也干劲儿十足，只
要地里没农活，她就在附近打
零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018 年 6 月，宁喜玲承包
的土地喜获丰收，平均亩产750
公斤，纯收入达到2万多元；加
上打零工的收入，年纯收入达4
万多元，顺利脱贫。 2019 年
底，宁喜玲又将家里的三间瓦
房拆掉建起了两层小楼，日子
越过越红火。

“我也是享受到了扶贫的好
政策，靠种地把房子盖起来
了。人只要不懒，只要能干，
困难都会过去。”宁喜玲说，她
希望小儿子毕业后能去当兵，
多为国家做些贡献。

宁喜玲家新建的两层小楼宁喜玲家新建的两层小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