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李盼 通讯员 常艳雷

本报讯（记者 李盼通讯员 常
艳雷）在五一社区主任任子平的多
方协调下，3月 21日下午， 碾后街
中州轮胎家属院 4号院满溢了两日
的化粪池终于被清理干净了。

3月 20日，该院居民向任子平
反映，院内的一个化粪池出现满溢，
污水横流。 得知情况后， 第二天一
早，任子平就赶到该家属院。

由于去年曾清理过该院的化
粪池，任子平知道造成化粪池满溢
的原因：一是化粪池内部污物得不
到及时清理， 二是化粪池通向碾后
街的下水道出现了堵塞。 任子平一
方面抓紧联系清理化粪池的工人，
另一方面与五一路街道办事处汇
报， 请求其派人疏通碾后街的下水
道。

经过清理工近 5 个小时的清
掏、疏通工作，该院的 5 个化粪池
终于被清理干净。 看着被清理好的
化粪池，该院居民的脸上重新露出
了笑容。

化粪池通了
居民们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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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身患白血病的女儿，她在寒风
中当街跪地，含泪乞求路人救助。 她对
女儿无私的爱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被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称为“中国
最美继母”。 近期，武雪梅又被评为“魏
都区首届道德模范”。 3月 20日，在武雪
梅的家中，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武雪梅，女，46岁，丁庄街道办事处
丁庄社区居民。 2000年 8月的一天，武
雪梅第一次来到丈夫丁向力的家。 刚进
家门，丁向力的女儿小亚（化名）蹦蹦跳
跳跑过来好奇地问爸爸：“这个阿姨是
谁呀？ ”丁向力对女儿说：“她是你的新
妈妈。 ”3岁的小亚听后，冲着武雪梅甜
甜一笑，轻轻地叫了一声“妈妈”。 武雪
梅一眼便喜欢上了这个孩子，爱怜地把
她揽进怀里。

2003 年秋天， 武雪梅的儿子出生
了， 但她对小亚的爱并没有因此而减
少。 每次女儿上下学，武雪梅都亲自接
送，小亚每天晚上都和武雪梅在一个被
窝睡觉。

在继母武雪梅的呵护下，小亚无忧
无虑地成长着。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2006年国庆节刚过， 小亚对武雪梅说：
“妈妈，我的腿很疼，疼得走不成路。 ”武
雪梅急忙带着女儿到医院检查。 可是，
跑了很多家医院，小亚的病因依旧没有
查出来。

最终，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经过骨穿检查后， 医生告诉武雪梅，小
亚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听到这
个结果，武雪梅犹如五雷轰顶，坐在医
院走廊的长椅上，眼泪“啪嗒啪嗒”往下
掉。

医生告诉丁向力、 武雪梅夫妇，孩
子的病有 70％的治愈希望， 但需要 20
万元的治疗费用。“家里仅有的 5000元
钱都花光了，哪里去弄这 20万啊？ ”丈
夫丁向力欲哭无泪。 武雪梅安慰丈夫
说：“你守在医院，我回家筹钱！ ”

回到家里，武雪梅开始走上了艰难
的筹款之路。 3天后，武雪梅带着好不容

易凑来的“救命钱”赶到医院，可是，小
亚第一期化疗至少要 4万元，这些钱还
不够女儿一期的化疗费用，而且，更大
的花费还在后面。 主治医生反复叮嘱武
雪梅， 小亚后期治疗费用一定要跟上，
不然将前功尽弃。

巨额的治疗费像大山一样压着武
雪梅， 她在没人的地方哭了一次又一
次。 有一次女儿问她：“妈妈，我得的是
什么病啊？我浑身都疼。 ”武雪梅强忍住
眼泪，故作轻松地说：“妮儿，你只要听
医生的话，好好治疗，病很快就好了。 ”
“妈妈，我不怕疼。 等病好了，我们一起
回家。 ”看着懂事的女儿，武雪梅决定，
哪怕只有一线希望，都要给孩子治病！

可是，该借的都借遍了。 想起病床
上忍受着病痛折磨的女儿，2006 年 11
月 14日， 走投无路的武雪梅来到市区
劳动路与天宝路交叉口， 满脸泪痕，长
跪路边，向路人求助。 过往行人了解到
武雪梅募捐是为了救女儿的情况后，争

相捐款。 每次有人捐款，武雪梅都连连
磕头，并站起来含泪鞠躬致谢。 跪地磕
头，立身鞠躬，再磕头，再鞠躬……在 3
个多小时的募捐中，这位坚强的母亲在
寒风中一次次重复着这些动作。 这次募
捐，武雪梅收到爱心捐款 5000多元。 好
心人的热心相助，帮助小亚顺利地接受
了下一期的治疗。 同时，武雪梅的举动
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更多爱心人士
伸出了援手。

2008年 9月，小亚做完新一期化疗
后，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她终于回
到了校园。 2012年中招考试，小亚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许昌市二高， 目前读高
二。 小亚说，她一定会好好学习，报答社
会。
“我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伟大， 这个

世界上，母爱都是一样的，我这么做完
全是出于本能。 ”谈到现在的生活，武雪
梅开心地笑着，“看到孩子快快乐乐地
成长，我很幸福。 ”

为救身患白血病的继女，她曾当街跪地、含泪乞求

最美继母：母爱是一种本能
□ 记者 付家宝 通讯员 王嵩瑜

七一社区“老年之家”
3月底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李盼 通讯员 宋

博）3月 19日， 记者从南关街道办
事处了解到，七一社区打造的“老年
之家”预计 3月底投入使用，这将为
社区的老年人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
好场所。
“老年之家” 位于市政府家属

院内，是一个集学习、娱乐、保健为
一体的多功能老年人活动中心。 该
中心计划建立电子阅览室、书法绘
画室、老年活动室、老年康复室以
及健康知识长廊，旨在全方位充实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该中心建成
后， 将免费向辖区老年人开放，并
为在该中心活动的老人建立健康
档案，辖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将定期
为老人进行免费体检。

“片医”：居民贴心的
家庭医生

本报讯（记者 冯子建）从 2014
年起，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
启动实施“片医”签约服务，逐步实
现“户户拥有家庭医生，人人享有
医疗保健”的目标。 这种“小病在社
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 的新
型就医模式，逐渐成为社区医疗服
务的新亮点。

王文平是西大街道办事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从健康教
育、计划生育指导、建立健康档案、
慢性病随访管理， 到家庭卫生服
务、 康复指导等所有基本卫生服
务，他基本上全包了。 当患者需要
转诊到其他医院时，他还会主动预
约专家，联系检查、住院等事宜。

为了早日让“片医”得到居民
的认可，王文平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生们经常到社区举行义诊，
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免费为居民办
理体检本，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让
居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贴心服务。

目前，全区 12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共建立“片医”服务团队 42个，
每个服务团队由全科医生、公共卫
生医师、专业护士等人员组成，人员
不少于 3 人， 每个团队签约服务
1500—2000户家庭。

武雪梅高兴地站在女儿的绘画前。 实习生 牛原 摄

在五一路街道办事处樊沟社区，有
一个让居民交口称赞的人，他集资改造
辖区门面房，使社区的集体经济有了较
快发展；他利用集体收益，组织居民旅
游，提高居民福利待遇；他处处为百姓着
想，每次选举均全票通过。 他就是樊沟
社区的好书记———安国明。

1997年 9月，安国明被推举为樊沟
社区党支部书记。 面对社区当时一没耕
地二没资金的情况，他提出了“利用现有
土地资源和区位优势，负债经营、滚动发
展、良性循环，使城市增光、土地增值、经
济增收、居民增利”的发展思路，即利用
群众集资改造辖区内的门面房，发展集
体经济。

定下思路后，安国明决定首先对五
一路的门面房进行改造，但社区居民由
于心存顾虑，没一个人愿意出钱。 安国
明借遍亲戚朋友，在 2001年，自己花钱
把当时的一层门面房改造成了五层。

１年后，该门面楼的年租金由原来
的三四万元涨到了三四十万元，现在年

收租金六七十万元。
在尝到了发展成果的甜头后，居民

如今都愿意集资。 54岁的辖区居民甄美
英说：“钱搁社区俺放心，再说这也是给
社区办好事，大家谁不乐意啊？ ”安国明
也笑着说：“如今集资三五百万都不是
事！ ”

随着社区收入的不断提高，不少老
年人开始向安国明提出外出旅游的想
法。 为了满足群众的愿望，2012 年 10

月，安国明组织社区 50岁以上的居民坐
飞机去海南旅游 5天，90多名居民坐游
船、看大海、逛景点，玩得非常开心。 提
起那次旅游，61岁的李娇如今还笑得合
不拢嘴：“在那儿，我见到了一片新天地。
要不是安书记，俺们能去旅游？ ”

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安国明还不
断提高辖区居民的福利待遇。 如今，居
民的养老金已由过去的 40元 /月涨至
700元 /月。

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 居民打
心眼里感激安国明。 家住光明一巷明泽
新苑的周大娘说： “光明一巷以前坑坑
洼洼。 安书记知道后， 带人修路， 现在
路面平坦得很。 安书记处处为老百姓着
想， 老百姓能不拥护他吗？”

面对群众的赞誉， 安书记不好意思
地低下头： “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哩。”

最近， 他准备组织社区 50岁以上
的居民做一次全面体检， 重阳节组织一
次“好媳妇” 评选活动， 还打算成立社
区红白事理事会， 寻找合适房屋作为社
区专用的殡葬服务场地等。

集资发展经济、提高居民福利待遇，樊沟社区党支部书记安国明———

理清思路，让群众真正得实惠

集资改造门面房
发展集体经济

组织居民旅游
提高福利待遇

处处为民着想
居民赞不绝口

安国明（右二）和社区居民交谈。李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