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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的主心骨、优抚
对象的贴心人”。日前，伤残军
人吕西才捧着鲜艳的锦旗来到
烈山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优抚
办公室时激动地说。这是该办
公室收到的第 8 面锦旗。问及
优抚办公室负责人朱妍妍的心
情时，她嘴角一抿：“退役军人满
意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朱妍妍，女，1990年7月出生，
2008年12月入伍，2013年12月退
伍，201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服役于原南京军区某部。服役
期间多次获得嘉奖、优秀士兵。
2010年参加连云港海训，2011年
参加三界演习并高质量完成通信
保障任务，2013年获得集团军话务
专业比武考核第一名。

穿上军装，英姿飒爽；脱下
军装，她成为了退役军人心目中
的娘家小妹。

真挚服务 有求必应
“退伍办是老兵之家、能为

老兵排忧解难”退役军人王俊新
送来了锦旗。

王俊新，杨庄办焦化厂退休
工人，从部队退役后心中一直有
个结：认定自己的涉核身份，无
关补助多少，只为曾在部队拼过
的那份荣誉。将心比心，朱妍妍
由衷敬佩这位为国家作出贡献
的老兵。了解完王俊新的诉求
后，朱妍妍开始研究文件、调阅
档案，耐心地向其解释政策，通
知准备相关材料。“太谢谢你了，
小朱！”两周后，王俊新把一摞整

齐的材料放在了朱妍妍的办公
桌上。“不用谢，老爷子，您喝水，
坐这儿歇一会儿。”朱妍妍一边
整理材料一边向王俊新了解情
况。经过层层审批，王俊新的身
份终于得到了认可。

然而，五年过去后，王俊新
又有了新的心事。每逢下雨屋
里渗水、潮湿，衣服、被子霉坏了
很多。走访中，朱妍妍掌握这一
情况，积极汇报协调，帮助申请
廉租房，发函相关单位给予优
待。同时，落实退役军人普惠+
优待政策，对“三属”、伤残军人、
烈士子女等重点优抚对象给予
优待。如今，王俊新、王子聪等
退役军人都在区住建局申请了
廉租房，并享受优先办理待遇。

真情评残 求真抓实
“忠于职守，为民服务”这是

伤残军人赵立志送来的锦旗。
赵立志，烈山区古饶镇赵集

村人。1992 年 1 月 6 日，在北京
某部因公被电锯所伤，致左手
2—5指从近节指间关节处离断，
被评定为因公七级伤残。2021
年4月初，负责优抚工作的朱妍
妍接到上级关于做好退役军人
评残及带病回乡评定工作通知
后，主动精准对接，宣传相关政
策，帮助撰写申请，公示调级事
宜。经指定医疗卫生机构鉴定、
上级业务部门复核，同意赵立志
由七级伤残调级为六级伤残。
残级提升意味着“三项补助”全
面提高，是实实在在的温暖关
切。“三项补助”，即门诊医疗补
助，由伤残七级的每人每年 200
元提至伤残六级每人每年 1200

元；住院费用补助经相应医保经
办机构报销后，个人承担部分
（不含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规定不予报销的自费
费用）提至六级伤残全额补助；
残疾抚恤金标准由因公七级伤
残每人每年28820元提至因公六
级伤残每人每年40080元。这样
三项合在一块每年至少要多享
受补贴12260元。赵立志看在眼
里喜在心里，于是给朱妍妍送来
锦旗，表达谢意。

同时，除了常态化的优抚对
象抚恤和生活补助金发放外，朱
妍妍还对标垫付医疗救助规定，
自去年以来为 174 名重点优抚

对象发放优抚医疗补助资金
15.3 万余元；对标门诊补助，为
267名重点优抚对象办理门诊补
助费用9.05万元；对标医疗保险
费，为525名重点优抚对象办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16.8 万元；对标保险接续，全面
完成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接
续工作，审核符合条例的 680
人，完成缴费 598 人，无需缴费
82人，缴费率100%。

真心扶困 用心用情
“情系老兵，鼎力相助”退役

军人周茂修送来了锦旗。
周茂修，烈山区古饶镇况

楼社区人，1976 年 2 月入伍，
1980年1月退伍，左腿半月板伤
不能走路，且患有心梗和糖尿病
两种慢性病，生活十分困难。朱
妍妍了解这一情况后，及时报告
领导并帮助申请临时救助。经
研究决定，给予周茂修一次性救
助4000元。他很是高兴，逢人便
夸朱妍妍真是个好同志。然而，
朱妍妍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
为她知道周茂修的左膝半月板
伤情严重，自己没有从根本上帮
助周茂修解决生活困难。于是，
朱妍妍开始翻阅周茂修的评残
材料，主动协助其完成调残申请
并上报上级业务部门。很快，材

料被退回。原来缺少一些当时
在部队的住院材料，她赶紧向领
导汇报，并前往合肥查询周茂修
的住院材料。然而，等来的结果
仍不尽人意。一天，朱妍妍赴上
级机关送材料，无意中发现兄弟
单位相关领导在汇报疑难案例，
周茂修调残的事顷刻浮现眼前，
秒秒汇报给上级业务负责人，并
有了回音。

其实，区里和周茂修一样
生活困难、行走不便的还有赵
明华、雷修胜、吕西才等 20 余
人。朱妍妍时刻把他们挂在心
上，对8户家庭困难的退役军人
每年申请 1.6 万元一次性救助
资金，对13位在乡老复员军人，
通过淮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系淮北市三级甲等医院——
淮北矿工总医院上门健康体
检。体检中，按照老兵要求医
院专门安排了专家骨干力量对
接服务，B超师、心电图师、血常
规化验师、心理咨询师等项目
检查医生踊跃报名参与活动。
对年龄偏大、行动不便的在乡
复员军人上门服务，开展一次
体检，查心电图、血常规，做腹
部彩超；开展一次心理调适，化
解老人心中烦心事、堵心事、痛
心事；开展一次健康生活指导，
提示一日三餐饮食注意事项，
引导适当活动，锻炼身体、增强
体质，鼓励参与社会活动，开心
生活。对行动方便、愿意到医
院体检的，专门开通绿色通道，
精准服务确保满意。灵活主
动，分类施策。针对老兵体检
报告结果，建立健康档案，分类
服务。有老年慢性病的，备好

药送上门，常态化联系；有老年
心理障碍的，联系心理医生定
期疏导，要求村退役军人服务
站常态长效跟踪服务；有需要
住院治的，联系家属、医院协商
制定治疗方案，协调村、镇帮助
解决生活困难。同时，加大向
周围群众宣传关爱老人、关爱
退役军人的力度，提升社会尊
崇感。

真材实料 情注民生
“谢谢您小朱，给我们送来

鸡蛋……”宋疃镇雷山社区王大
娘拉着朱妍妍的手不停地念叨。

疫情期间，朱妍妍主动请
缨参加单位的“抗击疫情突击
队”。每天按照“联防防控、科
学处置、精准施策”的原则，参
与社区网点执勤、测量体温、登
记车辆，劝返外来人员，宣传戴
口罩、勤洗手等防控措施。同
时，捐款1000元购买鸡蛋、方便
面、口罩等防疫物资送给群众
及卡点执勤人员。“为了群众的
安全，为了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一
名 共 产 党 员 ，做 这 些 是 应 该
的”。朱妍妍说着又想起了自
己牵头开展的“爱心送进光荣
门”活动，便又急忙张罗起来。
两年累计组织退役军人捐款 4
万元，帮助马宝山等 13 名重点
优抚对象入户体检、测试、配置
助听器，提高生活质量。

“我要去费寨村的退役军
人费怀节家送轮椅了，抽时间再
聊吧！”短短的被访、匆匆地下
乡，这就是朱妍妍平时的生活，
忙碌并快乐着。

“兵”心向党民拥戴
——记烈山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优抚办公室负责人朱妍妍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
键。近年来，通过党建引领、制
度保障、组织建设、产业兴村等
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同时，因地制宜、盘活农村各类
资源要素，多举措助力土地增
效、农民增收，全镇集体经济呈
现出经济强村有起色、经济一般
村有提升、经济薄弱村有突破的
良好发展势头。”6月16日，杜集
区朔里镇党委书记高鲲鹏介绍
道。

强化党建引领，聚焦“组织
力”，朔里镇以“党建+产业发展”

“党建+金融”等模式，挖掘盘活
利用闲置土地资源，设立农业产
业联合体，邀请金融机构代表全
程参与合作社成立过程，积极对

接授信用信工作。目前，朔里镇
10个村（社区）均成立以党支部
为引领的农村合作社。

“以官庄村为例，有47户社
员入股，村集体 1 户、现金入股
19户、村民土地入股20户，通过
缴纳股金参与合作社事务。”6
月 16 日，朔里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乾升农业专业股份合作
社由官庄村党支部牵头注册成
立，村集体经济公司代表村集
体入股 5.76 万元，村民土地折
资入股6万余元，党员干部和群
众以资金入股 6.08 万元。目前
第一期菊花种植面积 34 亩，香
稻米种植基地330亩、精养鱼塘
800亩。“通过土地流转、劳务服
务、社企联营的经营形式，建立
起村集体与群众的经济利益共
同体。”

结合村（社区）“两委”换届，

朔里镇培养一批堪当重任的村
干部。发挥农办、建设、乡村振
兴、财政等单位职能作用，保障
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善作善
为”。结合乡村“能人”“乡贤”

“五老人员”的特色优势，挖掘村
（社区）资源潜力，协作筹划各类
发展项目，形成推进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如
今，朔里镇徐楼村开垦闲置荒
地 20 亩种植莲藕，开办厂房进
行藤椅编织及充气玩具加工，
100 多名村民家门口即可就业
增收；沈集村流转土地 60 亩种
植特色蔬菜，增加集体经济收
入 50 万元；朔南居整合闲散土
地资源，大棚内种植特色水果，
大棚外种植辣椒，辣椒成熟采
摘后进入生产线进行干燥加
工，统一产品包装、规格，实现

“一村一品”。“下一步将打造集
生态观光、休闲、特色采摘等为
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一二三
产业融合，促进多业态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朔里镇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2021 年，朔里镇 3 个村（社
区）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100 万
元，村民家门口就近就业300余
人，集体经济收入提高反哺乡村
的发展，段庄村为本村 70 岁以
上的老年人代缴320元医保，沈
集村修建便民广场，朔北社区修
建公共卫生间 2 座，硬化路面、
美化河堤2000余米……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下
一步，朔里镇将持续发力，依托
农业、产业发展优势，整合资金
和技术资源、夯实集体经济发展
基层、绘就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近期，淮北矿业集团铁运
处供应科张权、李柏孺用微小
的善举温暖了身边人，他们的
事迹在矿区铁路广为传播。
铁运处在开展精神文明创建
中，着力在提高职工思想觉
悟、道德素养、文明行为上下
功夫，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出学好
人、做好人的浓厚氛围，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之风在矿区铁
路悄然形成。

拾金不昧的好司机

“特别感谢供应科培养出
张权这样新时代的‘雷锋’，张
权司机拾金不昧的行为，传递
了满满的正能量。”日前，铁运
处一失主把大红色的感谢信
送到驾驶员张权手中，感谢张
权的善举帮他挽回了经济损
失。

据了解，失主吴宏志乘
坐临涣分处通勤车返回市
区，因为一时疏忽将戒指遗
落，幸亏驾驶员张权在清理
车厢卫生时，发现了戒指。“6
月 15 日，我像往常一样对车
厢进行卫生清扫、环境消杀，
在消杀车辆中间部位时，发
现在座位下面有一枚金戒
指。”张权说，他怕失主着急，
第一时间打电话向供应科领
导反应情况，随机把物品交
至临涣分处失物招领处，请
他们联系失主。

负责失物招领处的纵惠，
及时在工作群里转发失物招
领信息，一时间，一个人的爱
心举动演变成一场爱心接
力。此信息在临涣分处、科
段、班组传播，层层接力，飞遍
了整个临涣分处地区。

“我发现戒指不见时，在
车里也找了，但是没找到。当
时，我也没声张，因为不确定
是不是在车里丢的。”失主吴
宏志回忆道。“没想到，过了两
天，我在群里看见失物招领消
息，才发现戒指失而复得。张
权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让我
特别感动。”

“为‘雷锋’点赞，为好司
机张权点赞”。点赞信息，一
时刷爆工作群。

而张权说：“这个事情没
什么，换成每个人都会这么做
的。只要是遗失在我车上的
物品，就绝对不会丢。”

据了解，张权收到感谢信
并非偶然，他在读中学的时
候，就曾和同学救起过在鱼塘
里溺水的两名小孩。家长曾
把感谢信送到淮北市七中，表
扬他见义勇为的行为。

助人为乐的好同事

6 月 7 日下午，供应科职
工李柏孺，下班驾驶车辆行至
南湖公园南门停车场附近时，
他看到路口一名男子躺在地
上，腿上压着一辆电瓶车，旁
边停着一辆白色小轿车。李
柏孺心想，不好，肯定是出车
祸了。

李柏孺立即把车停到伤
者旁边，这才发现出车祸的男
子正是单位同事张余果。李
柏孺急忙把电瓶车扶起来，一
边查看张余果的伤势，一边询
问其情况。

就在几分钟前，张余果在
骑行时与一辆白色小轿车发
生了剐蹭，导致他失去控制重
摔在地，电瓶车压倒在他左腿
上。由于来不及闪躲，白色轿
车直接从电瓶车上碾压过去，
造成二次伤害，张余果的左腿
已经失去知觉。

李柏孺随即拨打 120 急
救电话，又拨打了122交通事
故报警电话。

此时，地表温度近 50℃，
李柏孺看到张余果受伤的左
腿直接接触地面，随即脱下自
己的外套轻轻地垫在他的腿
下，避免高温、石子再次对其
腿造成伤害。

在交警与医护人员还未
到达现场时，李柏孺拍照取
证，便于交警到现场后可以提
供最初事故现场。待救护车
到现场后，李柏孺和医护人员
一起把张余果送上救护车，随
后他把张余果的电瓶车送到
单位存放好才回家。

救助事件后，李柏孺也没
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受
伤同事向供应科领导讲述这
件事，大家才知道他救助同事
的好事。

在矿区铁路，像这样的平
凡善举还有很多。中国好人
马传民常年坚持义务献血，安
徽好人刘鹏勇救溺水女生，苏
燕民奋不顾身灭火救人，孙帮
法夫妇悉心照顾老人……一
个又一个好人不断涌现，道德
天空，群星璀璨。

为发挥“身边好人”的示
范引领作用，淮北矿业集团铁
运处还通过实实在在的“礼遇
方式”，让“好人好报”的内容
既 能“ 看 得 见 ”也 能“ 摸 得
着”。礼遇方式包括重大活动
礼遇、走访慰问礼遇等，把道
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职
工群众的生动实践，引导广大
员工群众在发现典型、推荐典
型中学习先进、提升自我，树
立起铁运人的“价值坐标”。
近年来，铁运处先后挖掘选树
出中国好人、安徽好人、淮北
好人7人，安徽省“五好文明”
家庭2户。

矿区铁路平凡“好人”的暖心善举

乡村振兴别样“红”
——朔里镇壮大集体经济筑起富民强村梦

朱妍妍(右一）入户了解古饶镇大何村困难退役军人吕西才双手腕关节肿痛情况。

大棚里种植的水果番茄，是壮大村集体收入的“金果子“。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赵惠伟 摄影报道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张艳
摄影 记者 梅月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张艳 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