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平桥区平
西办事处举行了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知识
宣讲活动，普及创建
知识，提高市民的知
晓率和参与率，营造
全民共建的浓厚氛
围。 杨金荣摄

暖人心
淮滨县供电公司真情服务送上门

信阳消息（吕玲）“这大热天的，你们还记得我
这个老头子，帮我检查线路，真是太感谢了！”

8

月
4

日，在淮滨县芦集乡王家空村，

80

多岁的王大爷拉
着电力党员服务队队员韩伟的手感激地说。

近日，连续的高温天气使用电负荷一路攀升。

三夏安全用电， 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以及孤寡老
人的用电安全问题， 成为淮滨县供电公司关注的
焦点。 该公司以基层党组织为依托，组织党员服务
队深入全县

17

个乡镇， 排查临时用电安全问题，

并义务为孤寡老人检查家用线路和电器设备用电
情况。 在走访过程中，服务队员与

9

位孤寡老人结
成“亲戚”，并成为老人的安全顾问，为其提供

24

小
时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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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潢川
农民许学志就饱受重症肌无力症
带来的痛苦。 “我死后，要把眼角
膜和肾脏捐给有需要的人。 ”在得
知病情后，他坚决说服家人，签署
了器官和遗体捐献协议。

8

月
5

日下午，记者在潢川县
人民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许
学志，身体瘦弱、面色苍白。 姐姐
许学芳哽咽着告诉记者， 由于吞
咽困难， 许学志已经十多天没有
进食了。

唯一心愿捐献眼角膜和肾脏
今年

43

岁的许学志，是潢川
县传流店乡中围村人。

2013

年秋，

他被确诊患上重症肌无力症。 这
意味着许学志的肌肉将逐渐丧失
功能， 直至心脏失去肌肉的伸缩
功能而死亡。

“在辗转治病期间，大家都很
同情他， 各大医院纷纷为他减免

费用。 ”许学芳含泪告诉记者。

正是来自社会的无私关爱，

也让许学志产生了捐献器官和遗
体的想法。 他先后到多家医院咨
询专家， 了解捐献人体器官的相
关知识和程序。

2014

年年初，他回到家乡向家
人宣布：“我一生无儿无女，死后将
自己的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人，为
别人做点事，我也算没白来世上走
一遭，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

态度坚决离家出走逼亲人成全
在农村，“入土为安” 等传统

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许学志的想
法遭到了亲属们的强烈反对。

为了逼亲人成全， 许学志离
家出走，踏上了流浪之旅。

流浪初期，他还和亲人们通电
话，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但许学
志没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后来，

他干脆把手机扔了，我们也联系不
上他，直到江西省救助站的工作人
员把他送回来。 ”许学芳说，“拗不
过他，我们只好支持他。 ”

2014

年
10

月
28

日， 许学志
姐弟二人来到潢川县红十字会，

共同签署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自愿书》。

感动常在向身边的雷锋致敬
今年

7

月
20

日，许学志病情
加重，住进了潢川县人民医院。 他
的故事也被传播开来，感动迅速席
卷了整个潢川县。 问候许学志的
电话接连不断地响起，病房里的鲜
花常开不败，带着温度的慰问金被
送到许学志手中……

“谢谢大家的关心与帮助，我
们一定会劝他配合治疗。 实在不
行了，我们会尽力帮助弟弟实现他
多年的愿望！ ”许学芳说。

“自愿捐献器官，有着超越文
化观念、生命价值的意义。 许学志
让人敬佩。 ”潢川县红十字会副会
长王钰表示。

目前，来自省里的专家及潢川
县医护人员在尽力抢救许学志的
同时，也做好了器官捐献手术的准
备，让生命延续。

“我死后，要把眼角膜和肾脏捐给需要的人”

一位农民的特殊遗嘱

促和谐
河区谭家河乡矛盾化解在源头

信阳消息（彭延斌）自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实
施以来，河区谭家河乡从信访稳定入手，抓好
制度建设，促进茶乡和谐。

该乡成立乡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和村
（居）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室，选优配强充实到
调处化解中心。依托乡群众工作站和

18

个村
(

居
)

标准化群众工作室，加大对群众理性维权的宣传
引导，敞开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便民服务触角
延伸到群众身边。 截至目前，该乡矛调中心成功
化解矛盾纠纷

12

起，切实做到了“小事不出门，

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同时，对信访重点疑难案件，由主要领导亲自
挂帅，分管领导牵头，联系村“包案领导”负责，强力
攻坚。 今年以来，该乡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

9

件，信访稳定基石进一步夯实。

本报记者李亚云
通讯员晏乾坤张暖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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