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8风采声音周刊
2025年 7月 7日 星期一

编辑/周蔚 校对/李娜

电子信箱：minzhuzuyin@126.com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郑亮 龙帅语

在陈国厂的办公室里，桌椅已有
些 陈 旧 ， 记 者 落 座 的 沙 发 甚 至 有
破洞。

“家具能用就行。”陈国厂对记者
说。他对自己的生活条件要求很低，
每天想着的是如何能把医养院里这些
鳏寡孤独的老人们照顾好。

30 年前，陈国厂从河南医科大学
毕业，回到太康县高贤乡汪庄村，成
为一名乡村医生。后来为了让特困老
人安享晚年，他筹建医养院。作为村
党支部书记，他思考如何带领乡亲们
致富。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情系

“一老一小”，积极建言献策。

救急
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老人在

困苦中挣扎

在 汪 庄 村 ， 乡 亲 们 有 个 头 疼 脑
热，最先想到的就是找陈国厂看看。
有 的 病 人 来 不 了 诊 所 ， 一 个 电 话 打
来，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陈国
厂都要赶过去。从医 30 年，他就没有
空闲的时候。

陈国厂在行医治病时发现，为了
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很多年轻
人外出打工，留守家中的老人由于年
老体衰或身体残疾，在衣食住行养老
医疗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生活境况
令人忧心。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的目
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
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大部分群众过上
好日子时，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老人
在困苦中挣扎。”于是，陈国厂在自
家诊所腾出几间空房子，义务照护本
村鳏寡孤独老人，为他们养老送终。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陈国厂谋划
建医养院。“要建就建最好的，要宽
敞明亮，要干净卫生，要设备齐全，
要让老人们住着舒心。”陈国厂回忆
起建太康县高贤乡医疗护理型养老院
的情形，“当时是倾囊而出，家里的
全部积蓄拿出来还不够，又借了一部
分钱。”

2018 年 4 月 ， 耗 资 600 多 万 元 的
医养院建起来了，为了让更多的老人
入住，陈国厂把它无偿捐献给高贤乡
政府。

建院初始，缺少专业护理人员，
陈国厂动员学医的儿子儿媳从城市回
到 农 村 ， 全 职 在 养 老 院 工 作 。“ 当
时，他们也不愿意、不理解，经过我
做工作，他们也踏实干下来了。现在
无论是看护还是医疗，他们都做得很
好。”陈国厂说。

照 顾 老 人 是 辛 苦 活 儿 。 年 老 体
弱、身体残疾的老人生活上高度依赖
护 工 。 有 精 神 障 碍 的 老 人 则 沟 通 困
难，不服从管理，也容易和人发生冲
突。高贤街上一位张姓老人，从医养
院偷跑出去三回，陈国厂把他找回来
三回。

现在医养院采用了一种新的管理
办法，入住老人自由结合，每六个人
组 成 一 个 “ 家 庭 ”， 民 主 选 出 “ 家
长”，医养院给每个“家庭”配一个
固 定 的 护 理 员 ，“ 家 庭 ” 里 面 有 问
题，在“家长”和护理员的主持下，
大家坐一起商量解决。如此一来，医
养院的秩序好多了。

截至目前，医养院已接收太康县
北区近 200 名老人入住。在这里，老
人们 24 小时有专人陪护，饭有人做，
衣服有人洗，生病了有人医治。为了
丰富老人们的文化生活，医养院还定
期为他们放电影，定期开展扑克牌、
象棋比赛，有对唱戏感兴趣的，几个
人一商量就搭台唱起来了。

富乡
让老区人民不出家门就能挣

到钱

太康县高贤乡位于水东抗日根据
地核心地带，这里的先辈们为抗日战
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8 年 6 月，国民党军队炸开郑
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欲“以水代兵”
阻止日军南犯。汹涌的黄河水一泻千
里，所到之处一片汪洋，房倒屋塌，
财物尽毁，群众流离失所。黄河水所
到之处，形成黄泛区，连年灾荒，庄
稼颗粒无收。

改道后的新黄河把豫东分为东西
两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坚
持抗日，在新黄河以东开辟水东抗日
根据地，发挥联结华中、华北两大根
据地和钳制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干线
的重大作用。当地群众虽生活艰难，
仍奋力支援前线，年轻人踊跃参军，
老人则省下口粮给将士们，彰显了伟
大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

解放后，老区的面貌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越来
越好，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
很大的差距。年轻人外出打工挣钱是
一条路，但如何发展本地经济，让老
区人民不出家门就能挣到钱，让老区
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让老区人民生
活更加幸福，是陈国厂当选汪庄村党
支部书记后集中思考的一件事。

此前，他以养猪场为依托，精准
对接周边乡镇 8 个贫困村的 552 户建档
立 卡 贫 困 户 ， 使 2400 人 实 现 脱 贫
摘帽。

2021 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陈
国厂推动在汪庄村先后建成石磨面粉
加工厂、挂面厂、服装厂、粉条加工
厂、水产养殖场。

麦收后，面粉加工厂以高出市场
的价格收购乡亲们的小麦，经石磨加
工，生产出零添加无污染的“绿色”
面粉。郑州、平顶山、商丘的很多客
户来生产车间实地考察，看到生产工
艺和流程后，称赞汪庄村生产的面粉
是实实在在的“放心面”，能够放心
吃，纷纷下订单。“我们现在都是订
单化生产，根本不愁销路。目前，我
们正和胖东来超市接洽，他们有意销
售我们的面粉。”陈国厂说。

小麦、红薯有销路，且价格高，
村里的几个厂子效益也都不错。农闲
时节，乡亲们就到厂里打工，既能挣
钱，还能照顾家庭。

建言
“夕阳产业”要规范，“朝阳事

业”要精准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一老

一小”是陈国厂关注的重点。
2024 年，陈国厂在太康县检察院

调研，对该院创立的“银色港湾·情
暖夕阳益起行”检察工作品牌给予好
评，并建议检察机关关注养老机构食
品、消防安全问题。

建议提出后，太康县检察院派检
察 官 对 县 域 内 养 老 机 构 进 行 调 查 走
访，发现未严格执行食品留样制度，
食品存放不规范、不卫生，食品操作
间卫生不达标，食品仓库防蝇、防鼠
卫生设施不完善，餐具没有进行严格
消毒，健身康复锻炼器材管理不善，
无障碍通道被挤占等问题在养老机构
相当突出。

针对这些问题，该院向太康县民
政局制发检察建议，并联合民政局、
司 法 局 、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消 防 大
队、卫健委等部门和各养老机构在太
康县高贤乡医疗护理型养老院召开公
开听证会，指出问题，厘清职责，督
促整改。

太 康 县 民 政 局 根 据 检 察 建 议 提
出 的 问 题 ， 按 照 “ 一 机 构 一 方 案 ”
工 作 思 路 ， 抽 调 专 门 力 量 ， 组 成 工
作专班，对养老机构开展“拉网式”
核查，现场办公，督促整改。参与案
件 办 理 的 陈 国 厂 对 整 改 效 果 表 示
满意。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十分关注，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
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近日，陈
国厂在太康县检察院调研，对未成年
人 保 护 工 作 ， 希 望 检 察 机 关 再 接 再
厉，不断探索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机制，精准施策，提升工作质效，做
好这项“朝阳事业”。

陈国厂：救急更要谋长远
□本报记者 韩兵 通讯员 程茗珠

晨光熹微，漫过哈尔滨师范大学青冈实验中学教学楼前镌刻的“朴实、踏
实、求实、博实”的“四实”校训，校园深处传来读书声，新的一天又开始
了。黑龙江省人大代表、该校校长贾淑华也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2014 年，哈尔滨师范大学青冈实验中学成立。贾淑华被派驻该校担任办
学执行人，当时她还兼任青冈县第六中学校长的职务。辗转两校之间，午夜办
公室里，贾淑华伏案工作，桌上并排放着两摞厚厚的文件——一边是六中亟待
签批的方案，一边是青冈实验中学急需梳理的办学脉络。“双线作战”的日子
里，她一手稳住六中的教学质量，一手为青冈实验中学的未来勾画蓝图。

教师不愿意来，是横亘在青冈实验中学面前的第一座大山。在很多人看
来，去这所新学校要面对太多的未知。贾淑华办公室的门一次次被推开又被带
上，她与每一位有意向的教师恳谈，掰着手指细数个人发展的空间、学校的宏
伟愿景，眼神热切而坚定。

除了保障教师们的待遇，贾淑华将关怀落在细微处：教师们来自四面八
方，上班路途遥远，她多方协调，借来一辆客车接送教师们上下班；看到老师
们中午只能伏案休息，她安排腾挪出几间向阳的屋子作为教师午休室。这些暖
心的举动，如磁石般逐渐凝聚起一支最初的创业力量。

为锻造精英教师，青冈实验中学选派教师参加“三省四校”高端教研活动；组
织教师们前往哈师大附中等名校“听课认师”，课后研讨会上，贾淑华第一个发
言，条分缕析名校课堂的精髓。青冈实验中学还与哈师大附中共建“课堂同声、培
训同向、教研同行、备考同步、信息同享”机制。办公室里，贾淑华常与备课组长围
坐在一起，针对某位教师的教学瓶颈商讨解决方案。11 年春华秋实，学校教师队
伍从最初的 70人壮大到如今的 230多人，名优骨干层出不穷。

38 年的教师生涯，贾淑华总结出育人高度、情感温度、管理力度、成长
厚度、安全韧度的“五度教育”理念。

繁忙，是刻在贾淑华教育生涯里的烙印。她会悄无声息地在教室后门驻
足，目光扫过每一个或专注或走神的学生；她会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静静听
完一节课，记下密密麻麻的笔记；食堂里，她挨个窗口查看，“这个菜有点
咸，盐要减量”“这样搭配没营养，得换换花样”，她的意见精准而内行；寝室
巡查时，她轻抚被褥查看薄厚。

最令贾淑华挂念的是孤儿鑫鑫。鑫鑫在青冈实验中学上高中的那三年，每
学期开学，贾淑华总会寻个安静的间隙，与鑫鑫谈心，将装着 2000 元生活费
的信封悄悄塞进鑫鑫的书包。有一次，鑫鑫轻轻地呼唤了一声“贾妈妈”。这
声“贾妈妈”，是一个孤女对恩师的感激，后来也成为学生对贾淑华的共同
称谓。

精心的培育结出硕果。青冈实验中学，一所县域普通高中，先后被评为全
国文明校园、全国普法先进单位。11 年间，14 名学子带着梦想踏入了清华、
北大、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门。贾淑华个人也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黑龙江省劳
动模范等多项荣誉。

作为连任两届的黑龙江省人大代表，贾淑华将群众呼声转化为代表建议，
建议发挥职称评定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杠杆作用；促成校园周边停车场
的建设，解决了困扰家长多年的停车难题。

青冈县检察院听证室里，泪流满面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王声音颤抖地
说：“我……我想继续读书……”担任听证员的贾淑华发表意见时建议检察机
关联合相关学校为小王定制帮教课程。

听证会后，她在履职笔记中写道：“那次听证会，让我触摸到司法的温
度。当曾经的迷途少年在职业技能大赛的领奖台上绽放笑容，法治教育便有了
可感可触的生命厚度。”

在校园里“2024 年清北学子墙”前，贾淑华停下脚步，望着学子们意气
风发的照片，轻声自语：“这些孩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了。”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办公桌上——那里，有两份工作台账：人大代表
履职本上，记录着建议的修改意见；校长备忘录里，一行醒目的标注写着：

“下周一下午三点，与县检察院研讨深化法治副校长普法计划。”
立德树人，重在力行。贾淑华坚信，真教育在于用心引领，更在于用脚步

丈量。她资助困难学生重返校园，帮助补习生圆梦大学。一条毕业多年学生发
来的短信常常被她翻看：“贾妈妈，您是真的做到了平等相待，您不知道，您
那句‘农村孩子一样能成栋梁’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食堂里您递给我的那块热
乎乎的烤红薯，高三夜里办公室里您递来的那杯温水，都让我觉得这世界有温
暖。将来，我一定像您一样，把这份爱与责任，传承下去……”

黑龙江省人大代表贾淑华：

孩子心中的“贾妈妈”

陈国厂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
省太康县高贤乡汪庄村党支部书记

陈国厂（右）在医养院和老人
攀谈。

2025 年高考结束后，贾淑华（中）与即将奔赴远方的莘莘学子畅谈理想。

2025 年全
国 两 会 期 间 ，
陈国厂接受媒
体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