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

在全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之际，日前，灵山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钱晓玲先后收到了两份
特殊的《入党申请书》，申请人分别是罗
山县周党镇朱楼村贫困户、公司生产部
经理黄义超和周党镇杨寨村贫困户、公
司下属幼儿园的幼儿教师徐玲。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说：‘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
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
承诺。’ 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见面时， 习总书记还说

:

‘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
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看后我十分激
动，也倍感振奋。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带动其他贫困户共同致富，争做优秀党
员！”这是黄义超在《入党申请书》中写
下的话语。

现年
48

岁的黄义超是个老贫困户，

上有耄耋高龄的老母亲，下有年幼的儿
子，妻子身体不好，他只能在外面打零
工，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说起过去
的日子，他一个劲地摇头，“日子苦不堪
言，没有吃油的钱。”

钱晓玲是全国十佳农民， 多年来，

她流转荒山、开荒种茶，带领周边群众
依托茶园走上致富路。黄义超所在的朱
楼村，正是灵山茶业公司早期流转并建
成的万亩茶园基地所在地。得知黄义超
家里的情况，钱晓玲特意请他到公司上
班。看老黄踏实能干、对茶有灵性，钱晓
玲就派他到浙江大学茶学系学习深造。

2015

年，经过三年的学习，他不但拿到
了浙大茶学系的毕业证书，还到美国镀
了金，成为公司的炒茶骨干，并很快被
提拔为公司生产部的经理。

然而， 日子刚刚有起色，

3

年前，黄
义超的妻子又不幸罹患中晚期子宫癌。

面对
20

多万元医疗费，黄义超一筹莫展。

钱晓玲忙前忙后， 帮忙找医生， 帮忙筹
钱， 把他妻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3

年
来，妻子每年都要住个

10

来次医院，黄义
超一家靠着国家健康扶贫的优惠政策和
公司上下的无私帮助， 一次次渡过了难
关。 感念于此， 黄义超在业务上更加精
进，掌握了多种茶叶的炒制技术，并无私
地将技术传授给身边的同事。

“现在妻子的状况不是很好，但好在
她还能陪在我们的身边。这一切，都要感
谢党、感谢公司！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争
取早日脱贫！”

与黄义超一样， 徐玲也对党怀着感
恩之心。

“过去我觉得生活没有希望，抬不起
头，低人一等，现在自己能挣钱了，感觉
很骄傲、很自豪，生活有奔头了！”

35

岁的
徐玲暖暖地笑着。

徐玲一家有
7

口人，公公年迈，婆婆
和孩子大伯患有一级精神残疾， 两个孩
子年幼，爱人文化程度低，在外务工收入
微薄，一家人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

2014

年，钱晓玲在看望贫困户时，得
知徐玲的情况，了解到她高中毕业，爱好
广泛， 就送她外出参加幼儿教育培训。

2015

年春天，也是徐玲人生的春天，她正
式成为灵山茶业公司下属幼儿园的一名
幼儿教师。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徐玲年少
时想入党的念头愈加强烈，

11

月
14

日，她
把自己工工整整书写的《入党申请书》交
到了钱晓玲的手中。

“国家把每一位老百姓都放在了心
上。我们杨寨村在山旮旯里，很偏僻，很多
国家的惠民政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但政
府现在把这些党组织的温暖都送到家里
面，让我家公公、患有精神疾病的婆婆和
哥哥都得到了很好地安置。这么为老百姓
着想的党，我特别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徐
玲动情地说，脸上洋溢着别样的光芒。

小巷治理彰显为民新高度

———我市民生十大实事之中心城区背街小巷综合整治工程

近年来，信阳市以“一建一创”

工作为抓手，以“创建为民，为民创
建”为宗旨，如今更是在

2017

年信
阳市民生十大实事的推动下，听民
声、顺民意、聚民心，通过持续不断
地治理背街小巷， 逐步疏通城市
“毛细血管”，不仅使城区面貌焕然
一新，更使居民幸福感不断攀升。

一
“我想反映一下， 我家门口的

小巷又被淹了……”“我家门前的
小巷路灯不亮，还坑坑洼洼的，晚
上出门很容易摔倒。” 前段时间，

提起家门口的小巷， 大家总是颇
多怨言。

小巷弄里，不仅是百姓生活的
场所， 更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脉络。

每一条小巷胡同中，都烙有市民各
种社会生活印记，蕴含浓郁的人文
气息。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巷
弄里已经隐居大道高楼之中，成为
城市中的背街小巷。

受历史因素的制约，一段时间
背街小巷路面破损、 路灯不明、道
路难行等问题，给市民生活带来了
极大不便，逐渐成为群众最急需解
决的民生问题之一。

今年以来，河区在畅通城市
主次干道的同时，着重背街小巷的
整修工作，解决市民回家的“最后
一公里”。截至目前，河区已投入
建设资金

5200

多万元，在原计划整
修
82

条的基础上，额外完成
59

条背
街小巷的改造提升工作，硬化路面
1.8

万米，清理垃圾
800

余吨。

金牛山街道所辖区内的师院
东门位于学校周边， 人流量大，

区域聚集了
100

多家门店和流动
摊贩。

“很多时候自行车都进不来。”

说起曾经的东门，正在师院上学的
张建一脸的无奈。

为解决这个情况，街道多次召
集商户、社区群众征求意见，对一
街、二街的疏导亭进行拆除，铺上
柏油路面，安装崭新路灯，清理下
水道和垃圾， 区域环境卫生焕然
一新。

“改造提升难度不小， 对背街
小巷的整治要从最基础的‘脚下修
路，头上点灯’开始。”平西街道党
工委书记张厚权说。

为确保背街小巷整治工作的
顺利进行，平桥区成立了由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任组长的攻坚领导
小组，下发《平桥区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中心城区户外广告、 门头牌
匾、背街小巷及社区卫生治理工作
方案》和《关于进一步明确在中心
城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工作中继
续实行处级领导“包路、 包场、包
园”责任制的通知》，将平桥城区重
点的

75

条背街小巷分包到全区
117

个区级单位和部门
,46

名区级领导
分别担任背街小巷的巷长。

今年以来，平桥区累计投入资

金
1400

多万元， 对育才路等
43

条背
街小巷进行整改， 硬化路面

2800

平
方米；疏通排水沟

3000

多米，更换水
沟盖板

500

处；维修及安装路灯
60

多
盏，墙体刷白

17000

多平方米，绿化
面积

10000

多平方米。背街小巷改造
任务超额完成，基本达到了“路平、

下水畅、灯明、墙净、有绿、整洁、有
序”的创建标准。

二
三分在建，七分在管。

投建基础设施对于城市管理来
说， 仅仅是个开始， 后续管理跟不
上，老百姓不会答应！

河区在对背街小巷整修硬化
的同时，注重综合环境的打造，实现
路灯、 排水系统等各个方面的配套
并聘请专门的保洁人员进行日常保
洁， 采取日常巡查和集中整治相结
合的方法， 对乱贴乱画等违规行为
予以劝告，更将卫生城市建设与“大
党工委” 建设有机结合， 积极探索
“互联网

+

”工作模式。

全区共设立八个一级网格，

77

个二级网格，

411

个三级网格， 每一
个网格明确一个网格长， 具体负责
网格内文明卫生创建工作， 并依托
河区大党工委信息化服务平台，

开发了“卫生文明城市创建”管理子
系统， 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在
平台上进行交办、反馈和考核，实现
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截至目前， 平台共采集录用背
街小巷信息

300

多条，小区楼院信息
近

900

处， 交办市区督导件近
2000

件， 网格长日常巡查发现卫生城市
建设问题近

4

万条，全部按期办结。

三
“我们现在都争着打扫卫生

呢。”

11

月
20

日， 正在胡同闲坐的张
奶奶指指旁边的李大爷笑着说道，

“他就是文明卫生示范户，我们也要
努力努力。”

创建工作、实事推进，关键在于
群众配合与支持。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文明
卫生意识， 引导群众积极支持参与
国家卫生城市建设， 河区创新开
展了以“文明卫生示范户、文明卫生
示范街、文明卫生示范小区”为主要
内容的“三创”活动，按照“诚信经
营、环境整洁、举止文明、美观大方”

等条件制定“三创”标准，采取卫生、

环境、素质的“三比一看”的评选方
法，通过个人申请、群众投票、综合
打分的方式进行评选。

目前，该区已经评定“文明卫生
示范户”

800

余户， 各街道都举行了
授牌仪式并给予物质奖励。

“保持城市卫生， 不仅仅是政
府的责任， 也是我们市民的责任，

现在城市干干净净的，看着就让人
舒服。”

“可不是嘛， 儿子刚从外地回
来，都不敢相信，一直在说为啥信阳
现在这么干净了。”

说起生活环境的巨变， 几个闲
坐的大爷大妈笑得合不拢嘴。

本报记者刘翔

市十大民生实事进行时

本报记者时秀敏

11

月
20

日，罗山县潘新镇徐寨村三得利家庭农场热闹非凡，今年
28

岁的胡文俊大学毕业后，筹资建起温室大棚，创办火龙果种植园，一举
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为引领更多的“有志”群众增收致富，县乡扶
贫部门积极组织这些能人，在田间地头开展手把手技能培训。图为胡文
俊正在给乡亲们“上课”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陈世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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