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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干净平坦的
村庄道路，规划有序的农家小院，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孝老爱亲、乡风文明倡导
等内容装扮的墙绘……11月25日，走进
原阳县官厂镇全屋村，一幅美丽宜居的
画卷展现在眼前。

全屋村干净整洁的环境令人耳目一
新，这样喜人的变化得益于村里开展的
人居环境提升行动。为了做好这项工
作，该村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包片到户工
作机制，通过网格化管理，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引导大家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改善
中来。

全屋村村民邢军说：“这几年，我们
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街道脏乱、车
辆乱放等不文明现象不见了，村上没有
闲人，都忙着挣钱增加家庭收入。”

从“脏乱差”到“美如画”，近年来，全
屋村紧紧抓住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小切
口”，突破重点难点，不断向“净、美、富”转
变。为进一步调动群众积极性，村里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了卫生考核标准，通过美丽
庭院评比、文明家庭评选等一系列活动，
带动更多群众共同参与到村庄的亮化、净
化、美化、绿化中来。同时，该村还鼓励村
民依托滩区土地优势，大力发展种植、养
殖等产业，村民生活日趋富裕。

通过几年的环境治理，全屋村的人
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人口素质也得到了提高，致富观念
深入人心。下一步，该村将继续致力于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开启农民群众的幸福美好新生活！

因为患者的特殊性，儿科一直被业
内称为“哑科”。有句话叫“金眼科银外
科，打死不去是儿科”，可新乡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儿科的成举森医生则认为

“金眼科银外科，金银不换是儿科”。对
于儿科，成举森有着深厚的感情。

2014年，成举森毕业于长春中医药
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硕士研究生
学位。次年7月，他应聘到新乡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一附院）儿科工
作至今。

成举森喜欢儿科，更喜欢为孩子们
解除病痛。有一些孩子自婴儿期就一直
找他看病，现在有的已上幼儿园、小学，
大一些的甚至都上初中了。

“好久不见啊，成医生。俺不是来看
病的，孩子说想您了，就带他来看看您。”
在成举森坐诊时，经常会有家长带着孩
子专程来看望他。孩子愿意和他做朋
友，这源于他的好人缘。

“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听着稚嫩的学
习汇报，我感到非常开心。”成举森说，这
些年，与其说他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不
如说他是和小患者们在一起成长，大家
都是彼此的见证者。

2021 年 5 月 1 日，这天对成举森来
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附院自这天起
有了中医儿科门诊。成举森除了在病房
正常轮值班，休息时间就在中医儿科门
诊为孩子们看病。让他想不到的是，中
医儿科异常受患者欢迎，几乎每次门诊
他都要加班一两个小时，才能把病号看
完。“有时候真的很累，一些家长特别心

疼我，就把中午饭给我买好，让我非常感
动和温暖。”成举森说，能为孩子们的健
康保驾护航，多累都值得。

成举森读研究生时，他的导师曾告
诉他，做好儿科医生就要多给孩子一味
药，那就是“祝福”。

一个浚县小男孩，自小体弱多病，2
岁时就住过4次儿童重症监护室。重症
监护室高额的医疗费用对于一个普通农
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后经人介绍，小男孩找到了成举森，之后
再没有住过院。

这个小男孩让成举森记忆深刻。之
前，小男孩看病都是父母陪着过来的，但
有一次是小男孩的舅舅和妈妈带着孩子
来的。看病过程中，出于关心，成举森就
问了一句：“孩子的父亲怎么没有来？”小
男孩的妈妈听到后，突然就大哭起来。
原来，小男孩的爸爸打工时在工地上出
事故去世了。知道事情的缘由后，成举
森很震惊，有些难以接受。几秒钟后，他
稳定好情绪便郑重地给了家属一个承
诺：“不管什么时候，孩子只要不舒服了，
你们直接过来找我就行。”

病人所关心的，就是他所关注的；病
人感到痛苦且不易治愈的，就是他要加
强研究和学习的。成举森说，如果患者
找他看两次病吃几回药仍看不到明显效
果，他就会感到非常自责，觉得有愧于病
人的信任。

救死扶伤的道路没有尽头，医生总
是行走在解决问题和遇到新问题的道路
上。在这条路上，虽充斥着酸甜苦辣，但

成举森却始终给小患者以安慰、力量，帮
助其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与他们一起
共渡难关。

“你就是我们家的底气和依靠，找你
看病特别放心。”这些年，由于患者家属
的认可和口口相传，除了周边地区的患
者来找成举森看病外，焦作、鹤壁、洛阳、
南阳、郑州等地的患者也是慕名而来，甚
至还有山东、湖北、上海、浙江等地的患
者跨省求医。大家的认可，让成举森更
忙了。虽然今年只有37岁，但同事们总
打趣说他是一个忙起来脚不沾地儿的

“老中医”。可不，因为长期加班熬夜，他
的发际线在不断后移，人看起来也要比
实际年龄成熟。

在成举森诸多患者中，有不少小朋
友把他作为偶像，立志将来也学中医，有
的还效仿他的样子给家人号脉、听诊。
有的小朋友一不舒服，就闹着找他看病，
并表示非成叔叔不可。还有个鹤壁的小
患者，8个月大时有6个月的时间都在住
院，家人带着他更是在各大医院辗转，就
在家属极度焦虑束手无策时，听人介绍
找到了成举森。在成举森的治疗下，孩
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后来，孩子全
家搬迁至福建，有次孩子间断发热、咳嗽
一月有余，仍未得到治愈，这家人便又从
福建搬回了鹤壁，仅仅为了方便找成举
森看病。

有人问为什么找他看病的小朋友和
家长很多，成举森总是打趣说因为自己
个子不高，在无形中拉近了和孩子们之
间的纵向距离。其实，了解他的人都清

楚，他博学、幽默而又不失童趣，且尊重
每一个小患者，所以孩子们才愿意和他
做朋友。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打
造一个具有高水平的中医儿科，为孩子
们提供专业的‘小儿针灸、小儿推拿、小
儿外治’，为孩子们提供更为全面且准确
的中医医疗服务。”对于未来，成举森充
满了憧憬，且信心十足。

和小患者一起成长的成举森
□记者 陈曙光

成举森

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11 月 25
日，记者了解到，获嘉县亢村镇以“幸
福积分”为切入点，持续激发村民参与
乡村治理的内动力，把难以量化的乡
村治理和乡风文明变得有准则、有刻

度，构建了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
村治理新格局。

为巩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亢村
镇持续优化推动“幸福积分”发放工
作，围绕产业发展、环境整治、村民议
事等方面，制定发展、宜居、人才、文
明、劳动等五类积分基础规则，结合近
期“五清五拆五整治”“我的家乡我建
设”“一清三规范”等工作实际，不断完
善积分细则，努力覆盖乡村生活的方
方面面。通过“幸福积分”，该镇逐步
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村级公共事务，激
发村民内在动力，不断净化美化农村
环境，提升乡村文明程度，让村民成为
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另外，该镇还通过积分将村规民
约、模范评比、平安建设、人居环境等
诸多规则制度集中体现，吸引村民在
积攒积分的同时，对以上规则制度投
以更多关注。通过设立积分排行榜，
平日热心公益、敬老睦邻的群众被更
多村民知晓，使带头示范作用得到更
好发挥。在积分制的激励下，村民的
思想和习惯在进一步向上向好发展。

截至目前，亢村镇全镇共发放积
分 513000 分，普及村民 10260 户。乡
村治理积分制是乡村自治、建设美丽
乡村的重要推动力，也将持续激发村
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动力，让“村里
事”变成“自家事”。

小积分让“村里事”变成“自家事”
□记者 张世彬

村民展示兑换的积分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11 月 25
日，记者了解到，为切实做好农民工服
务保障工作，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扎
实推进主题教育深入开展，连日来，获
嘉县司法局认真践行“马上办理 马路
办公”工作机制，组织普法志愿者深入
零工市场、项目工地开展“法援惠民
生 助力农民工”服务行动。

活动中，获嘉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和援助律师组成普法志愿者服务团，
通过设置咨询台、悬挂主题条幅、摆放

宣传展板、发放《民法典》《法律援助
法》等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
式，向农民工宣传如何签订劳动合同、
如何追讨被拖欠工资、遭遇工伤如何
维权等相关法律知识；对申请法律援
助条件、流程、范围及其他与自身息息
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详细解答，引导
他们依法理性解决涉法涉诉矛盾纠
纷。

同时，获嘉县司法局工作人员还
现场给农民工送上了围裙、电动牙刷、

手提袋、纸抽等法律援助宣传品，受到
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农民工的欢迎。此
次活动为农民工畅通了法律援助绿色
通道，切实营造了全社会维护农民工
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

据悉，下一步，获嘉县司法局将持
续加大法律援助的工作力度，深化主
题教育“为民办实事”活动成效，努力
为农民工提供更加优质的法律援助服
务，有效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
安全感。

获嘉县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服务行动

村庄美起来
村民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