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缅怀革命先辈

3月28日, 内蒙古女子

戒毒所26名即将回归社会

的戒毒人员在民警的带领

下来到乌兰夫纪念馆，缅

怀革命先辈， 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当日，戒毒人员列

队整齐，神情凝重，举拳宣

誓：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奋勇拼搏，服务社会……

内蒙古女子戒毒所副

所长肖杰在活动上讲道：

“缅怀乌兰夫等革命先辈，

追忆他们的光辉历程，是

教育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爱

党爱国情怀， 要有人生自

信和积极追求， 遵从法律

公序， 做符合时代发展需

要的人。”她勉励戒毒人员

要不忘誓言， 不断锤炼品

质，保持进步，用坚定的操

守证明自己，奉献社会。戒

毒人员代表在发言中感谢

戒毒所的民警一直以来给

予她们的关怀救助和悉心

帮助， 决心以革命先辈的

人格力量为感召， 牢记誓

词，戒断毒瘾，重塑人生。

在纪念馆展厅， 戒毒人员

安静有序地在讲解员的引

领下，认真倾听讲解，时而

低语交流。她们纷纷表示，

这次爱国主义教育让心灵

得到洗礼。

文/本报记者郑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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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霍志荣：默默资助贫困学生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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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做好事不难，

难的是长期坚持。3月 28

日，包头市妇联的5位工作

人员来到包头市第四医院

重症医学科，将一幅“最美

医生” 的书法作品送给了

科室主任霍志荣， 霍志荣

默默资助贫困学子14年的

事迹才被大家知晓。

据了解， 从2003年开

始，霍志荣就开始通过“春

蕾计划” 资助包头市固阳

县、土右旗、九原区和青山

区等地的贫困女童， 这些

孩子大多来自单亲家庭，

有的还身患残疾， 但是她

们渴求上进， 在学校都是

成绩优异的学生。 每年7

月， 霍志荣都会从包头市

妇联提供的名单中选择

3~4名学生进行资助，有的

孩子正在读小学， 有的已

经是初中生了。最初，霍志

荣主要资助的是孩子的学

费，小学生200元，中学生

300元。在九年义务教育全

面免学费实施后， 霍志荣

依然每年资助孩子每个孩

子500元，让她们购买学习

用品和书籍等。

在同事眼中， 霍志荣

温文尔雅， 为人谦和，工

作特别认真负责，常带着

善意的微笑， 让人很暖

心。她坚持捐助贫困学生

14年的事情，除了爱人谁

都不知道此事，她更是从

来没有向同事们提起过。

霍志荣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早在上学的时候，

她就开始用自己攒下的

零花钱默默地帮助身边

有困难的同学。上班以后

经济宽裕了，她便想把这

种爱心传递下去，让更多

贫困家庭的孩子在自己

的帮助下完成学业。这14

年来，最让霍志荣感到高

兴的是，很多受到资助的

孩子都给她打电话发短

信，向她汇报自己的学习

情况和取得的进步，这让

她感到很幸福。

文/本报记者杨晓红

郭永增创作57米《离骚》剪纸长卷

郭永增是巴彦淖尔市

杭锦后旗的剪纸名家，他

从 2016年 7月开始设计 、

剪纸， 计划创作57.6米长

的屈原作品《离骚》，整部

作品全部采用古老的象

形文字，拟为自治区成立

70周年大庆献礼。

3月28日， 记者来到

了郭永增剪纸工作室。说

起剪《离骚》这部长卷的

原因，郭永增表示，他从

小喜欢看书，家里的藏书

有十万多册。读了那么多

文学作品，唯独对屈原的

《离骚》情有独钟，也一直

想用剪纸来表现这部作

品。由于现在大多数人已

经不认识象形文字了，更

不知道象形文字的哲学

思想，所以他选择用这种

最古老的文字来体现《离

骚》 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

要地位。

据了解，64岁的郭永

增自幼跟随祖母学习剪

纸，他擅长将剪纸与书法

相结合，共完成了近千幅

剪纸作品。为了让《离骚》

这部作品在自治区 70周

年大庆前与群众见面，郭

永增从2016年7月开始筹

划，初期在电脑上排版设

计初稿就耗时3个月。因

为象形文字库一共只有

六七百个常用的字，而整

部《离骚》却有2500多字，

所以他翻阅了很多典籍

和资料来查找，还自己研

究象形文字的哲学思想

和造字艺术。 记者看到，

郭永增的这部《离骚》长

卷剪纸作品由24张长2.4

米的红色宣纸组成，每张

纸上由100多个象形文字

组成，一张大概需要3天才

能剪完。

文·摄影/本报记者白忠义

郭庭宇离世 把光明留给了他人

生命只有一次， 因而

显得无比珍贵。然而，对于

失独老人郭庭宇来说，因

为心中有爱， 他不再惧怕

生命的结束。3月29日16时

57分， 郭庭宇平静地离开

了人世， 把光明留给了他

人。

郭庭宇一生坎坷，早

年妻子离家出走、 花甲之

年痛失爱子、 晚年又身患

绝症……几十年来， 尽管

生活中遭遇各种变故，但

是他始终坚强乐观， 得到

了很多好心人的关照，特

别是在社区的帮助下，郭

庭宇老人不仅在最困难的

时期享受到低保待遇，而

且在儿子去世后还领到了

失独家庭补助， 这让老人

无比感动， 也正是这份感

动让老人决定， 去世后捐

献眼角膜， 为他人带去光

明。（本报于3月21日对郭

庭宇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老人走得很平静也

很欣慰……”3月30日，内

蒙古人民医院肿瘤内科疼

痛病房的主任医师李卉对

记者说道。据介绍，郭庭宇

于3月18日入住内蒙古人

民医院， 在住院期间签订

了眼角膜捐赠协议。3月29

日16时57分， 在亲人和医

护人员的陪伴下， 郭庭宇

平静地离世。第一时间，在

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等部

门的见证下， 履行了相关

的流程手续， 进行了眼角

膜摘除并直接送往手术室

进行移植手术。

据内蒙古人民医院眼

科主任云丽霞介绍，郭庭宇

老人的眼角膜在第一时间

移植到了一位男性受体的

眼睛里。经过一天多的等待

后，接受眼角膜的患者已经

重新见到了光明。“是郭庭

宇老人的大爱让我的生命

焕发光彩，希望老人一路走

好。”受捐者感激地说道。

文/本报记者段丽萍

失联9年 小强终与家人团聚

3月28日，小强（化名）的家人将一面写有“热心服

务，一心为民”的锦旗送到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公安局

西环路派出所，对民警帮助其找到失联多年的亲人表

示感谢。

原来，3月6日，西环路派出所民警在日常检查中，

发现湖北的小强在辖区一家网吧冒用他人身份上网，

民警通过调查取证， 依法给予小强行政拘留5日的治

安处罚。民警在调查期间发现，由于多年外出打工，小

强已经与家人失去联系。于是，民警依法将处罚情况

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寄往了小强的老家。3月13日，西环

路派出所接到小强家人的电话，家人表示近期要来临

河找小强。3月25日上午，小强的母亲和舅舅来到西环

路派出所， 希望派出所帮助他们找到失联多年的小

强。9年前，15岁的小强和老乡外出打工， 从此没了音

讯。9年来，小强的家人一直在四处寻找，始终没有找

到。

民警了解情况后，带着小强的家人到其租房处寻

找，但是没有找到，拨打手机，始终通着却无人接听。

家人为此非常着急，民警一边安慰小强的家人，一边

四处打问小强的下落，同时，将小强的情况及照片发

到微信朋友圈，希望借助群众的力量帮助寻找。3月25

日下午， 临河区一网吧老板和西环路派出所联系，称

微信上发的寻人照片与在网吧准备上网的一名年轻

人十分相似。获得这一信息后，民警带着小强家人立

即驱车来到该网吧，终于找到了小强。

文/本报记者白忠义

一封感谢信道出警民情

“多年来，我与户籍警官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他们

为我一次又一次的排忧解难……”3月22日，73岁的阎

文光将写下的4000多字感谢信送到临河区公安局，感

谢牛静、赵慧钦、钱文化等警官热情周到的服务，字里

行间透露着真挚与感动。

记者昨日采访中了解到，阎文光已经退休10多年

了，在家独自生活，两个儿子目前都已经定居在北京。

2004年，大儿子因工作需要将户口迁至北京，异地迁

户手续较为琐碎，而且有期限限制，加之他的工作繁

忙，回来的时间与民警的工作日正好错开，得知这一

情况，解放街派出所的民警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按照

相关程序规定依法为其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2016

年，二儿子因为工作，需要将户口簿带去北京，结果

儿媳妇不小心将户口簿弄丢了，在他万分着急时候，

是解放街派出所的户籍警牛静接待了他， 并把相关

办理手续一次性告知，为他很快补办了户口簿，解了

燃眉之急。 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都让阎文光非常感

动。

“户籍民警的工作就是和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只

有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标尺， 从群众期盼的地方做

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我们才对得起身上的

这身警服。” 临河区公安局基层基础工作科副科长钱

文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文/本报记者白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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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正在进行眼角膜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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