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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给她竖大拇指
——记千阳县城关镇千川村孝老爱亲好媳妇李娟娟

本报记者 符雅琦

市第二中医医院:

 119人义务献血28300毫升

近日，市第二中医医院组

织全院干部职工，开展“白衣天

使献热血、医者仁心卫健康”无

偿献血活动。当天，该院 119 名

干部、职工和家属参与无偿献

血活动。

为有效缓解临床用血短

缺，响应陈仓区卫健局号召，

市第二中医医院向全院发出

《无偿献血倡议书》，医院干部

职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积极响应，

踊跃报名。

填 表、登 记、测 血 压、化

验……当天上午 8 时，前来献

血的人已在该院门诊五楼献血

点排起了长队，他们中有刚为

患者做完手术的医生，有刚下

夜班专程赶来的医护人员，还

有闻讯而来的部分职工家属。

活动中，院领导带头，各科室主

任和护士长也组织本科室职工

相继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中来，

现场秩序井然（见图①②③）。
受医务人员感召，医院保洁员、

患者家属也有人参与献血。刚

献完血的李先生说 ：“我在医

院陪护父亲，看到医护人员献

完血后，顾不上休息就回到各

自的岗位上工作，很受鼓舞。献

血不仅能帮助别人，而且对自己

的身体有利，我也想通过实际行

动奉献爱心。”截至 12 时 30 分，

累计献血量 28300 毫升。

市第二中医医院医务工

作者，以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职业精神，为推动我市

无偿献血事业发展作出了应有

贡献。            （孙晓梅）

昨日我市迎来今冬首场雨——

大雾弥漫能见度低
本报记者 罗琴

“大雾影响视线，开车一定

得小心。”

“雨蒙蒙、雾浓浓，冬天到了。”

11 月 17 日，雨雾天气让不

少市民发出感慨。当天，我市迎

来了今冬的首场降水，伴随着

降水而来的，还有浓浓的大雾。

早上 7 时 30 分左右，记者在上

班的路上，看到天空还是漆黑

一片，加之雾气弥漫，视线也比

较差。

空气湿度大形成浓雾
今年入冬以来，我市天气

一直以晴好为主，市民们纷纷走

出家门，尽情欣赏黄了的银杏，

红了的枫叶。11 月 17 日早上 5

时许，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到

了 7 时左右，天色较往常黑了不

少，天空被浓浓的大雾笼罩，平

日里远处的黛色秦岭也模糊到

完全看不清楚。

据市气象台预报，受弱冷

空气影响，11 月 17 日我市小

雨天气，降水持续到当日晚间。

当天我市最高气温为 12℃，最

低气温在 10℃，温差不大，因此

市民并未感觉到很冷。当天上

午，市气象台还发布大雾天气预

报，预计陇县、千阳、渭滨、陈仓、

金台、眉县、扶风、凤翔、麟游等

县区将出现能见度低于 1 公里

的大雾，局地可能出现能见度低

于 500 米的浓雾。

道路湿滑还须谨慎出行
受当天降水及大雾影响，

我市交警部门也及时发布了道

路安全预报，提醒过往车辆注意

安全。    

记者了解到，当日凤县小

到中雨，212 省道秦岭段雨夹

雪并伴有雾，大雾导致能见度不

足 5 米。316 国道酒奠梁段、柴

关岭道路湿滑，能见度低。据了

解，太白小雨天气，道路畅通，通

行秩序良好，路面湿滑，未结冰；

太白辖区 342 国道五里坡段以

及 244 国道秦岭段，均有大雾，

能见度低。

交警部门提醒，初冬时节

易起雾，遇到雾天，驾驶人员要

减速慢行，勿强超车强会车，保

持安全车距，系好安全带，开启

双闪灯，注意行车安全。

宝鸡小伙最美一跃受到全国关注
上百家媒体争相报道

本报讯 11 月 15 日，陈仓区

周原镇高里村村民马阿龙跳进冰

冷的引渭渠中，救出一位落水老人

的事迹，经过本报新媒体率先报道

后，迅速被全国各地媒体转载，并

在各大视频社交平台刷屏，大家纷

纷为宝鸡小伙这一义举点赞。

连日来，马阿龙英勇救人的事

迹先后被新华视点、环球网、长江日

报、贵州综合广播、扬子晚报、三湘

都市报、梨视频等全国各地上百家

省、市媒体和网络大V 播发，在网

上引起了网友的点赞和热议。网友

表示，宝鸡是周秦文明的发源地，人

民纯朴善良，这种助人为乐和见义

勇为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弘扬。

11月 17日，记者采访得知，被

救的老人姓李，今年 68岁，家住陈

仓区东关街道太公庙村，11 月 15

日上午，到引渭渠对面上坟时不慎

从山坡上滑落到引渭渠中。被救后，

老人和儿子经过多方打听，赶到马

阿龙家，并拿出现金表示谢意，被

马阿龙婉言拒绝。马阿龙说，他当

时根本就想不了那么多，看到有人

在水中挣扎，唯一的想法就是要赶

紧把人救下来。16 日，老人和儿子

赶到马阿龙的公司，送去了一面锦

旗（见上图），表达感谢之情。

据了解，马阿龙今年 31 岁，经

营一家装饰公司。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后，他积极参与村上的防疫

工作，并带领员工给医院、村上积

极捐献防疫物资。目前，相关部门

已为马阿龙展开申报“好人”称号

的工作。

本报记者 张敏涛

立冬过后，天气一天比

一天冷。天麻麻亮，李娟娟趁

婆婆还没睡醒，就将新棉衣、

棉裤悄悄放在炕头，换走脏

了的旧棉袄。

“我的衣服哩，谁把我

的衣服拿走了？”正在厨房

忙活的李娟娟听到外面传来

一阵喊叫，她赶忙擦擦手出

门看。

“妈，您赶快把衣服穿

上，天冷，穿这么单别冻着

了。”李娟娟看到婆婆穿着单

衣在院子乱跑，急忙喊道。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李娟娟终于把婆婆拉回

家，给婆婆穿上了她准备

的新棉袄。站在镜子前的

婆婆终于安静了下来，望

着镜子里的自己像个孩子

一样破涕而笑。

李娟娟家住千阳县城

关镇千川村五组，婆婆患病

30年来，不识人、爱乱跑，嘴

里还不停地骂人，村里人唯

恐避之不及。

可谁也没有想到，14

年前，南寨镇邓家塬村的姑

娘李娟娟竟然嫁到了这一

家，从此任劳任怨，用她无微

不至的爱温暖着这个家。

李娟娟回忆说，刚到这

个家，婆婆整天在外面跑，

她每天既要找人又要做饭，

村里也开始有人在背后议

论，都在看她这个新媳妇该

咋办。

“婆婆连自己儿子都不

认识，更不认识我这个儿媳

妇，看到我，她张口就骂。有

时候我想帮她穿衣服、梳头，

她一边打我一边骂我，我是

又气又好笑，经常拉扯间受

点小伤。但在我看来，婆婆是

一个病人，我没有觉得委屈，

而且嫁过来了，就一定要照

顾好患病的婆婆，要让这个

家像个家。”

每天天一亮，婆婆就

跑出去了，有时候刚给换上

一身新衣服，回来的时候衣

服就不见了。有时还会被大

小便弄脏衣服，所以除了要

洗得勤，还要多备几身衣裤

方便换。“前几年每到换季，

就得准备四身衣服，一年下

来要十几身衣服。这几年跑

得少了，一季买上两身新衣

服就够了。”李娟娟笑着说，

“我妈的衣服比我的多，但

我愿意让我妈穿得干干净

净、漂漂亮亮地出去。”

时间对于李娟娟来说

真不够用。她一个人要照顾

“三个孩子”——13岁的女

儿、2岁半的儿子和 70岁

的婆婆。女儿上学了，她要给

儿子喂饭。之后就开始给婆

婆收拾，洗漱、喂饭、梳头，像

哄孩子一般哄着她。

然而“乖媳妇”也有“失

职”的时候。一次婆婆上厕所

摔了一跤，当时摔青了脸，几

天也不吃饭，后来请了医生

来，才知道是发烧了。看到婆

婆难受的样子，李娟娟哭着

责怪自己没操心。看到要吃

药，婆婆乱喊乱叫，不肯配

合，为了哄婆婆吃下，李娟娟

把药片碾碎了放进馒头里，

才哄她吃下。

如今，爱跑的婆婆不跑

了，蓬头垢面的样子少见了，

全家搬进了新房，家电齐全，

还给婆婆的房里装上了空

调……在千川村，乡亲们对

李娟娟竖起大拇指：“这是

一个难得的乖媳妇！”因为

把婆婆照顾得好，李娟娟年

年被村上评为“孝老爱亲的

好媳妇”。

每当有人问：“这样

的婆婆你一点都不嫌弃

吗？你是怎么做到对她这

么好的？”李娟娟总是乐

呵呵地回答：“哪有做儿女

的嫌弃妈的道理，人都会

老、都会生病，我照顾她是

应该的，我也要给孩子做

好榜样。”

家与文明同行——  我的城市我的

新闻追踪

李娟娟给婆婆喂水果

交警在大雾中指挥交通

③① ②

马阿龙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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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正如城关镇党委书

记宋海林所说 ：“‘八帮八解’抓

到了点子上，看起来是给干部压

担子，实际上是雪中送炭，改了作

风，暖了民心，促进了工作。” 

施策于“靶心”
化解暖“民心” 

“你们一个一个说，不要着

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年

5 月的一天，在陇县东南镇调解中

心，镇村干部、公安民警以及双方

当事人围坐在一起，正在调解一

起家庭纠纷。 

这起因儿子意外死亡、儿媳

领了赔偿金却不赡养公婆的矛盾

纠纷被排查出来后，镇村干部及

时介入，拉家常、讲道理宣传村规

民约，并联系民警、法官为儿媳送

法律、讲政策，通过亲情感召和法

律震慑等手段，最终使儿媳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与公婆达成了

财产分割协议并履行到位。 

对这起错综复杂的矛盾问

题，县镇实行了“一户多策，‘复

方’诊治”的帮解措施，抽丝剥茧，

梳理症结，综合运用情感、政策、

法治手段，各个破解，最终达到了

化解矛盾的效果。 

对那些家庭内部矛盾、特殊

人员，“一户一策，‘点穴’帮解”。

温水镇上川村村民雒银贵的房子

因高速公路施工出现裂缝，成为

危房，一家人焦急万分。镇村干部

及时介入，多次与施工方交涉沟

通，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雒银贵

及时拿到了赔偿金，村委会帮助

其建起了新房，一家人生活重归

安宁。

对那些积怨较深、容易反复，

一次调解工作难以奏效的矛盾纠

纷，县上实行“持续施策，巩固‘疗

效’”的帮解办法，直到矛盾化解。

固关镇殿咀村村民吴某与妻子关

系不和，妻子带女儿外出不归，吴

某遂迁怒于邻镇岳父，几次上门

打闹。两镇干部迅速介入，联合公

安机关制止事态发展，教育本人，

达成解决协议。后吴某情绪反复，

两镇主要领导多次会商研判，采

取公安机关训诫、镇村干部劝解、

双方亲属沟通、律师上门讲法等

措施，终于使其稳定了情绪，回归

理性，通过法院调解离婚。同时镇

村干部热心当起“红娘”，帮助吴

某重新成了家，不稳定因素得以

彻底消除。 

对于特殊人群，重点“管护”。

对全县 184 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落实管护、救治等举措，最大限度

消除了安全隐患。 

“对于排查出来的矛盾和问

题，县镇进行分析研判，综合运

用‘八帮八解’制度靶向施策，真

正解在关键处，帮到心坎上，达

到了帮解目的。”陇县县委常委、

县委政法委书记梁治军说。目

前，县上探索推行的这套帮解措

施已初见成效。 

构建“小网格”
架起“连心桥” 

“小军和邻居吵起来了，你们

赶紧过来。” 

“谭支书，村里来了两个穿着

怪异的人，得提醒大家一下吧。” 

…… 

在各社区、村组，一个个网格

长向村干部提供着各种信息。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不能光

靠各级干部，关键是要把群众组

织起来、发动起来。 

为使“八帮八解”制度精准落

地落实，县上积极推行网格化管

理工作机制，将村、组划分为若干

个单元，每 15-20 户设一名网格

长，网格长由村组干部、“两代表

一委员”、“新乡贤”等担任。为了

方便了解和交流情况，各个网格

都建起了微信群，随时宣传政策、

报告信息、化解矛盾。 

“一个网格就像是一片‘责任

田’，网格里的群众都是我的服务

对象。”城关镇店子村二组网格长

张小菊深有感触地说，她这个网

格长就是给各家各户宣传防盗、

防火、防事故、防纠纷的，还要帮

助群众解决困难。说起来简单，要

做好还真不容易。 

“多亏了让成，要不我这老命

估计都没有了。”东风镇梨林川村

二十组村民戚林爱在家上台阶时

不慎跌倒，胯部受伤不能行走，网

格长陈让成发现后及时送医。 

“有你们这么负责任的民警

和网格长，真是太感谢了！”8 月

的一天，网格长、八渡派出所民警

王胜波得知村民张有德的孙子不

见了，第一时间在微信群里发出

寻找孩子的信息，并转发到全镇

各级网格微信群，很快孩子就被

找到了。 

小小网格长，发挥大作用。网

格化不仅搭建起了排查化解矛盾

纠纷的高效平台，而且搭建起了

干群“连心桥”。据了解，全县 4973

个网格建成以来，累计发放宣传

资料 12.5 万份，发现上报线索

674 条，摸排重点人员 1.2 万余人

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789 个，提

供便民服务 361 次，为群众织起了

一张严密的“防护帮扶网”，以网

格的“小平安”实现了社会的“大

和谐”。 

我们相信，随着“八帮八解”

机制的深入实施，欣欣向荣的和

谐幸福之花将在陇州大地多彩

绽放！

解在关键处  帮到心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