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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②)
事发后，朱济凡的儿子朱志雄多方寻

找父亲的救命恩人，想当面表示感谢。朱
志雄说，他仅仅知道她们是市中心医院退
休的医护人员，所幸当时从围观的人手中
留下了抢救现场的照片。经过在医院工作
的朋友多方打听，10多天后朱志雄终于联
系上了王小梅和赵雪云，并对她们的全力
抢救连声道谢。“这种乐于助人的雷锋精
神值得全社会弘扬，很感动！如果大家都
献出爱心，互帮互助，社会才会充满爱。”
朱志雄动情地说。

当天参与抢救的王小梅退休3年了，退
休前在市中心医院感染办上班。赵雪云退休
已经10年了，退休前是市中心医院理疗科的
护士长。王小梅说，看到有人晕倒，她们当时
根本来不及多想，第一时间做的就是救人，这
也是出于职业的本能反应。“这是我们应该做
的，没什么好宣扬的。”王小梅低调地说。王小
梅、赵雪云救人的事迹感动了不少人，并入选
10月“见义勇为 湖南好人”候选人。

这样的身边好人，在市中心医院并非
个例。今年4月12日下午6时30分左右，
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阳晓燕下
班准备回家，走到医院体检中心门口时，

她看到一名男子抱着一位 3 岁左右的小
女孩，正在用力掐其人中穴，神色十分慌
张，但并未呼喊求救。见此情形，阳晓燕立
即跑了过去。

该院血透室护士长罗丽蓉正好从此
路过，目睹了现场发生的一切。在表明自
己的身份后，阳晓燕和罗丽蓉迅速一起配
合展开初步急救措施，及时将小女孩送往
儿科抢救室，并配合医护人员做进一步的
救治。几分钟后，小女孩苏醒过来。看到小
女孩转危为安，她们才放心地离开。

今年4月的一天，“90后”儿科护士罗
凯玲发现重症监护室小女孩楚楚因父母
不在身边陪护，害怕甚至抵触治疗。她便
随手拿起纸巾，帮病房的孩子们折出一件
件漂亮衣服穿在芭比娃娃身上，逗他们开
心，被大家称为“最美护士”。孩子们拿着
罗凯玲给他们制作的芭比娃娃，玩得十分
投入，完全陶醉在自己的玩具世界里。罗
凯玲笑着说，装扮芭比娃娃本来就是自己
的爱好，做一些送给患重病的儿童，是她
的一片心意，希望用自己亲手做的礼物，
给她们送去祝福和欢乐。

不仅是医护人员存善心、行善举、做
好人，市中心医院保洁人员亦是如此。今

年4月25日下午，市中心医院肿瘤二区保
洁员张小阳和李艳辉做完清扫保洁，走到
第一住院楼一楼风雨廊时，在长凳上发现
了一个手包，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万
多元现金。面对这笔相当于自己半年收入
的钱，她们没有动心，立刻交给物业主管
蒋小林并归还给前来认领的失主，用朴实
的行为展示了她们对良心的坚守。

王小梅、赵雪云、阳晓燕、罗丽蓉……
好人好事，缘何能在市中心医院层出不
穷？个别事迹的出现，或许出自偶然，但整
个医院展现出的温暖，则是必然。这一必
然，源自该院对文明创建的常抓不懈，源
自该院干部职工对文明内核的自觉践行。

(上接1版①)
申麒祥把群众当亲人一样

对待，深深地感动了长排村的
老百姓，好多人怀着朴素的感
情给他送鸡送鸭，他都一一拒
绝，实在拒绝不了，他就高价买
下。但他说，罗友成老人的5个
凉薯他收下了。原来，有一天，
申麒祥发现住房门口整齐地放
着 5 个凉薯，就问房东大娘是
怎么回事，大娘说：“是罗友成
悄悄放在那里的。他不准我告
诉你们，说如果告诉你们了他
就和我翻脸。”面对如此好心又
固执的老人，申麒祥决定收下
这份深情厚意，今后再想办法
还礼。

申麒祥平易近人和尽心尽
力为群众办实事的作风也感动
了长排村的老百姓。村里的老
党员左兴中说：“申队长真是个
好干部，为人和善，待人热情，
办事扎扎实实”。

坚持原则的硬扎人

申麒祥对村里的老人、贫
困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那真
是春天般的温暖，脾气好得不
得了，态度好得不得了，但对那
些自私自利、违法乱纪的人，却
是敢于碰硬，毫不手软。

村里一个年轻人因为包工
头拖欠工钱的事拉了村里的自
来水总闸，申麒祥知道后，立即
通过派出所把人喊回村里，严
厉批评了他的错误做法，语重
心长地进行教育，同时把包工
头也喊来协商。很快，年轻人就
爬到水塔上开闸放水了。

8组个别村民为了一己之
私，在村道硬化时拦路阻工，申
麒祥对此态度强硬，坚持原则，
坚决不做任何让步，最后个别
村民知难而退，从而严厉打击
了歪风邪气，保证了村里的基
础设施建设顺利进行。

申麒祥还特别注重村级
班子建设，充分发挥村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刚进村时，
有少数人找他告状，说村干
部贪污受贿、处事不公，后来
他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发
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纯属
因为个人恩怨和私利胡编乱
造。为此，他找那些告状的人
一个个做工作，宣传解释政
策，调解矛盾，同时在大会小
会上大张旗鼓地为相关干部
站台说话，旗帜鲜明地支持
村干部的工作，号召党员、群
众和村干部同心协力一起把
长排村建设好。

工作队进村以后，村干部
的工作量陡然提升了很多，要
求也高了很多，有些村干部萌
生了辞职的想法，申麒祥在积
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同
时也响亮地提出“脱贫攻坚的
关键时刻，谁辞职就先开除谁
的党籍”，稳定了干部队伍，凝
聚了人心。

村治保主任黎荣华说：
“申主任之所以这么强硬，是
因为他自己硬扎，不谋私利，
一心为公，而且处事公平，与
人为善。现在村干部的精神状
态和老百姓的思想境界比以
前强好远了。”

邵阳日报 12 月 24 日讯
（记者 伍洁） 12月24日，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万千到
邵东县和新邵县巡查西洋江水
域情况，部署下阶段工作。

李万千一行先后到邵东县
范家山镇龙潭原水厂取水口、
牛马司镇郭家桥、新邵县陈家
坊镇团结桥和潭府乡下潭村稠
树桥，现场查看西洋江水域水
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执法监
管，以及河库“乱占、乱采、乱
建、乱堆”清理整治情况，检查
基层河长履职巡河情况等。

每到一处河道，李
万千都要向当地的县、
乡、村有关负责人详细

询问河道的清理整治情况。李
万千指出，全面落实“河长制”，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现实需要。各相关部门
及乡、镇、村三级务必高度重
视、认真履职，切实增强河长制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进
一步推进落实河长制工作，加
大对河道乱占、垃圾乱倒、污水
直排等行为的整治力度，不定
期安排人员打捞清理河道上的
垃圾。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河
长制工作体系，务求河长制工
作取得实效。

李万千在西洋江水域巡河时强调

进一步推进落实河长制工作

邵阳日报 12 月 24 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阮建安）
12月24日，市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戴华峰在“公益诉
讼在邵阳”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当前我市公益诉讼工作正处于
奋力爬坡阶段。全市检察机关
要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继续强
力推进我市公益诉讼工作。

2017 年 7 月以来，全市两
级检察机关共立案审查各类损
害公益案件 314 件，为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邵阳提供了有力
的司法保障。

戴华峰指出，今后，全市

检察系统要紧紧围绕大局推
进公益诉讼工作，同时要注
重推动公益诉讼工作与法治
政府建设同频共振，运用诉
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
自我纠错、依法履职；要加强
司法规范化建设，正确把握
公益诉讼的标准和范围，严
把公益诉讼的立案关、调查
取证关、检察建议关、起诉关
和出庭关；要打造一支讲政
治、顾大局的公益诉讼专业
化队伍，着力营造良好的执
法环境，推动邵阳的公益诉
讼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继续强力推进公益诉讼工作

截至 12 月 20 日，武冈市 252 家非公
企业深入252个村开展“爱心购贫困户农
副产品”志愿服务活动，帮助2838户贫困
户增收170.28万元。这是武冈实施“百企
帮百村”社会扶贫行动的一个缩影。

武冈市委统战部结合统一战线工作
重大决策部署，立足全市脱贫攻坚的中心
工作，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主观能动性，创
新开展“百企帮百村”社会扶贫行动，为全
市扶贫工作发挥了统一战线生力军作用。

广泛深入发动 凝聚强大力量

近两年来，武冈市委先后6次在市委
常委会上专题部署社会扶贫工作。该市市
委统战部牵头召开全市社会扶贫“百企帮
百村”动员大会，共发动了商会 21 个、企
业 252 家、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1004
户、爱心人士10148人参与“百企帮百村”
活动，全市共建立了252支社会扶贫工作
队，结对帮扶 252 个村。今年 11 月 27 日，
举办了“天下武商一家亲”招商联谊暨“大
爱同行”社会扶贫答谢会，武冈市委市政
府授予沈云立、段世辉2人“名誉村长”称
号，授予18人为各乡镇（街道）“善星小集

名誉店长”荣誉称号，授予 28 人“爱心人
士”荣誉称号，8个商会、企业、单位被评为
社会扶贫先进单位，充分肯定了商会组
织、企业、非公经济人士在武冈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有效提升了商会、企业的
社会责任感和主观能动性。

主动对接协调 推动工作落地

武冈市委统战部牵头武冈市委宣传
部、团市委、市工商联、市经信局、市扶
贫办等 9 个部门单位，成立了“百企帮百
村”社会扶贫协调工作组，相继召开工
作例会14次，下村开展4轮指导服务，全
面做好组织、协调、指导和服务。各企业
建立了帮扶工作机制，落实了具体帮扶
责任，选派了 252 名联络员，同时深入对
接扶贫户 7024 户，把准意愿需求，对接
优势资源制订了“一户一策”帮扶措施，
确保精准施策，让群众满意。18 个乡镇
（街道）专题研究部署共 219 次，协同解
决好企业帮扶工作中碰到的难点问题
489 个 ，并 为 企 业 驻 村 帮 扶 人 员 培 训
1860 人次，做好各项联系协调服务，给
帮扶人员创造工作条件。

发挥资源优势 精准实施“四扶”

结合工商界企业帮扶的资源优势以及
贫困户需求，武冈市精准实施“四扶”，即开
展“爱心购贫困户农副产品”、帮扶创业就
业、“爱心捐赠”、“一村一品”产业扶持。近两
年来，“百企帮百村”社会扶贫行动共筹捐社
会扶贫资金1905.46万元，资助贫困户7024
户、11983人。其中，深入帮扶村开展“爱心
购”活动投入450万元、惠及2121户；帮扶就
业1152户、1369人；实施金秋助学等行动，
1625名贫困学子共获助339.83万元；对接中
国社会扶贫网筹捐65.42万元，资助了102
个村、2180户；参与“我想有个家”安居工程，
募捐了279万元，699户贫困户受助；全国

“扶贫日”，全市举行“爱与你同行”公益募捐
活动，募捐10.35万元；全市投入产业帮扶资
金692.09万元，帮扶了2552户、6179人，人
均增收4100元。企业的有效帮扶，达到了“扶
志”“扶智”“扶强”三重效应。

展现非公企业社会扶贫新作为
——武冈市引导非公经济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通讯员 李永宏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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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记者

杨波 摄

邵阳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罗哲明
通讯员 王丽丽） 12月20日，武冈市人
民法院通报三起被执行人拒不执行腾房
裁定书、执行干警分别对三处房产采取停
电停水强制执行措施的案件。

这三处房产均为抵押担保物，被执行
人无力偿还借款后，各债权人纷纷要求将

这三处房产进行拍卖、变卖以实现担保物
权。其中位于玉龙路的房产早在 2017 年
12 月 25 日经拍卖易主，原本未常住在此
的被执行人李某某却在房屋易主之后强
行搬进居住，还把一楼的门面出租给了第
三人。在法院向其送达了搬离该房屋的执
行裁定书和腾房公告后，李某某不为所

动，拒不搬离。金海阁9个门面中的3个门
面也已于 2016 年经委托评估拍卖，于
2017年易主，剩余的6个门面现正处于拍
卖程序中，被执行人李某华、李某斌罔顾
法院发布的搬迁公告和执行裁定书，仍将
该房产用于运营。居住在普岭路72栋8号
的被执行人朱某某，在法院向其送达拍卖
其住房的执行裁定书后，尽管法院多次短
信、电话催促，朱某某短信不回，电话不
接，也不配合房屋评估公司评估，无视法
院再次发出的限期搬离执行裁定书。法院
于是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老赖”拒不执行腾房裁定书

武冈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