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好家风

理解是爱的基础，奉献是爱的升华，因爱而走到一起，因
奉献而充实快乐。潘效华王淑敏就是这样一对因理解、因爱走
到一起的夫妻，多年来夫妻俩相敬如宾，比翼齐飞。

潘效华 2019年年底从武警部队转业到市委编办工作。在
部队期间，他用忠诚与汗水践行了军人的神圣职责，先后被评
为“优秀教练员”“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三等功两次。王淑敏
是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工作尽责、为人豁达、
充满爱心，先后荣获“商丘好人”“巾帼建功标兵”“新长征突
击手”“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多年来，夫妻俩勤俭持家，孝老爱亲，崇德尚礼，注重家
庭美德养成和家教礼仪熏陶，坚持“传家训、立家规、读家书、谈
家教、扬家风”，培养孩子良好思想品德、行为个性，默默互相支
持，用实际行动展示了新时代夫妻爱职业、爱亲人、爱家庭的风
采。潘效华的儿子潘奕臣是市实验小学的学生，夫妻俩特别注
重培养孩子的兴趣，潘奕臣5岁开始学习钢琴，6岁学习绘画和
书法，经常在学校的各类比赛中获奖。

在武警部队工作多年，潘效华取得骄人的成绩：2008年
被武警总部评为全国“武警部队优秀教练员”，在2012年武警
参谋业务比武中获二等奖，2008 年、2014 年两次荣立三等
功。成绩的背后源自家庭的支持，妻子王淑敏多次被评为“好
军嫂”，无比荣光的背后，她承受着不同于常人工作和生活的
双重压力。

潘效华夫妻俩积极参与抗疫捐赠、“春蕾”爱心捐助、无
偿献血，带孩子一起参加义务植树、社区服务等公益活动。一
家人以学习滋养精神、以道德陶冶情操、以爱心促进和谐，成
为“文明家庭”的典范。

用爱构筑的港湾
——记第二届市“文明家庭”获得者潘效华家庭

本报记者 李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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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献血，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既奉献了爱
心，又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只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我
还会在无偿献血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1月 5日，坚持
每月捐献两次血小板的市民李明这样说。

58 岁的李明是退伍军人，20 年坚持义务献血 247
次，献血量达 10万毫升，相当于 20个成年人全身的血
量，是目前我市无偿献血次数和献血量最多的人，多次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称号，是名副其实的

“献血王”。
近日，我市无偿献血工作传来捷报，再次荣获“全

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称号，这是我市连续21年10次获此殊
荣，也是国家对我市无偿献血工作给予的最高荣誉。

21年10次获殊荣体现好人之城的担当

在我市，无偿献血公益事业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我
市共有 3104 人获“2018—2019 年度无偿献血奉献奖”，
其中金奖 514人、银奖 716人、铜奖 1874人；37人获得

“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睢县中医
院获得“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

市中心血站副站长黄涛说：“‘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每两年评选一次，评选标准相当严格，我市能连续21年
获得这项荣誉实属不易。”

2020 年，我市无偿献血 69690 人次 137949.5 个单
位，同比增长 9.93%，位居全省前列。其中采集全血
64992人次 128753个单位，同比增长 10.20%；采集机采
血小板 4695人次 9184.5个治疗量，同比增长 6.27%。全
年团体献血比例达 31.50%， 400 毫升献血者比例为

97.5%，两次以上献血者比例为62.17%，农村献血比例为
66.85%，临床用血全部来自于自愿无偿献血。

据了解，“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评选的“硬性标
准”包括：无偿献血能够满足临床用血需求，临床用血
100%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当地献血人群中固定无偿献血
者比例在 50%以上；15周岁—55周岁人口中，城市居民
对无偿献血知晓率应在 85%以上，农村居民应在 75%以
上，在校青少年应在 95%以上；当地新闻媒体积极播放
宣传无偿献血知识的公益广告；辖区内 70%以上的公共
场所，如主要路段、街头、广场、公园、商业区和旅游
景区等，免费设置无偿献血知识的公益广告牌或宣传
栏；根据当地医疗机构临床用血量，设置布局合理、数
量适当的固定献血屋（点）。

“目前，全市共有固定献血点 10处。市区有凯旋路
爱心献血屋，团结路市中医院门口献血点和‘商丘好
人’广场献血屋，永城、夏邑、虞城、柘城、宁陵、睢
县和民权也有爱心献血屋和献血点。”黄涛告诉记者。

我市无偿献血采供血量增幅位居全省前列

2020年 2月 24日，我市 3名新冠肺炎痊愈者登上采
血车，共捐献了1200毫升血浆，他们血液中的宝贵抗体
成为了抗击新冠肺炎、拯救重症患者的最有效“弹药”。

疫情防控期间，我市采供血量同比增长 11.12%，位
于全省前列，在保证我市临床用血的同时，又分16次支
援武汉和郑州红细胞 3304个单位、单采血小板 321个治
疗量、血浆12000.5个单位、冷沉淀2081个单位。

作为全市唯一一家采供血机构，市中心血站承担着
全市百余家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的采集、供应和科研等任
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工作人员放弃节假日，
加班加点在各献血点严格清洁消毒，通过微信公众号和
电话预约献血通道，献血者分时段前往献血点献血。由
于小区封闭，对部分不方便出门的献血者，工作人员还
上门接送他们。

寒冬时节本就是献血淡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
暴发，让当时血液供应“雪上加霜”——街头献血量锐

减，团体献血暂缓，诸多因素导致血液库存不足。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无偿献血事业发展，将其作为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促进卫生事业发展、推进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工作来抓，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
全社会参与的无偿献血长效机制。

市中心血站的职工都是无偿献血的志愿者。职工献
血比例高达 73.6%，有 20多人次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奖”，他们在服务无偿献血者的同时，身体力行诠释
无偿献血的意义。

无偿献血让好人之城温暖如春

全国文明城、国家卫生城联创期间，市直多家单位主
动联系开展团体献血活动，公务员献血成为了 2020年无
偿献血的主力军。

2020年6月18日上午，市委宣传部50余名党员干部
冒着酷暑到“商丘好人”广场爱心献血屋开展献血志愿
服务活动，成功献血9200毫升。在全市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关键时期，
体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真诚奉献、勇于担当的政治品格
和精神风貌。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警务保障大队宣传民警王宝玉坚
持义务献血30多年，截至目前总献血量已超过他本人的
体重，被誉为“献血大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听说
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和防控主战场湖北省医疗临床急救
用血告急，他连续两次为湖北武汉义务捐献血小板共800
毫升。

商丘学院领导与师生 1533人献血 61.3万毫升，打破
了我市高校献血量的最高记录；商丘联通公司 64名党
员、职工献血2.55万毫升；104名退役军人及家属在“世
界献血者日”当天无偿献血，传递社会正能量，并呼吁
更多适龄健康群众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

一袋袋殷红的热血传递着“商丘好人”的时代内
涵，体现了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高尚情操，
为商丘这座大爱之城增添了温度。

为“好人之城”增添荣光
——写在我市第10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之际

本报记者 李 岩 谢海芳

1月 6日，夏邑县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崔涛在展示书法运笔技巧。该县文联举办书法培训
班，现场教学，着力提高全县书法艺术水平。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1月 6日下午，市家庭教育学会会长、河南卓凡家庭
教育研究院发起人秦登秀为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家长带来一
堂名为《有效陪伴是最好的教育———寒假生活巧规划》
的公益课，引导家长培养孩子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心理
素质、学习习惯、人格魅力、做事习惯。

本报记者 李 岩 摄

1月5日，施工人员在迎宾路日月河桥吊装钢结构。迎宾路日月河桥主体工程已完工并正常通车，近日，
施工人员开始对桥体造型结构进行完善，完工后日月河桥将以新的造型展现在市民面前。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王豪杰） 1月3日，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不畏严寒，深夜帮助车主将
散落货物搬上车，及时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

为全面确保辖区国道、省道夜间道路安全畅通，该
大队坞墙中队始终坚持以加大巡逻批次和提高见警率为
主线，扎实在辖区内开展夜间巡逻行动。当晚零时左
右，该中队中队长刘辉带领民警楚宪伟、高士猛等人在
辖区 105国道开展巡逻，当巡逻至闫集北段时，发现前
方有一辆大货车在路上停着，后方有许多散落的大型货
物，对现场交通造成了一定影响。民警立即下车查看情
况，发现原来是一辆拉送麦糠饲料的车辆，由于车上货
物捆绑设施损坏，造成十几袋货物洒落到道路上。货车
停在路边，后车厢洒落的货物占满了道路。考虑到当时
处于深夜，附近照明情况不理想，给现场交通安全带来
巨大隐患，民警立即拉响警报并将警车停于后方警戒，
摆放好警示标志，做好安全防护。寒冷的深夜里，民警
一边积极指挥疏导现场交通秩序，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一边帮助车主将散落的货物搬上车。经过近半个小时的
奋战，路面重新恢复了畅通。

经民警询问得知，货车司机当晚独自驾驶，未将捆
绑设施锁好，导致车辆在行
驶颠簸时货物从车上掉下，
所幸未造成较大损失。最
后，民警特意提醒货车驾驶
人上路前要检查好装载货
物，保证行车安全。

货物深夜洒落一地
民警出手紧急救援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余方义）“让一让，让
一让！车上有危重病人！”1月 5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铁骑大队队员一边用喇叭喊话，一边为载有危重病人的
车辆引导，在滚滚车流中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

当天16时35分，该大队队员王浩宇、王一冰接到中
队长锁景浩指令，有病人家属求助，车上载有一位昏厥
老人，呼吸困难，急需前往市中医院接受治疗，希望
民警提供帮助。情况紧急，铁骑队员王一冰与求助家属
联系后，在长征路与民主路交叉口与求助车辆汇合。由
于正值晚高峰，加上沿途学校放学，车流量十分大，造
成严重交通堵塞。王一冰拉响警笛，并用话筒提醒车辆
注意避让，其他铁骑队员在学校门口及各路段沿线及时
疏导交通，在拥堵的道路上奋力为患者“抢出”一条生
命通道。

由于道路拥堵，本来到医院至少要30分钟，但是在
铁骑队员的引导下仅10分钟就把病人护送到医院。到医
院后，队员们帮助医生和病人家属把病人送往抢救室抢
救，病人家属激动地对铁骑队员说：“谢谢，非常感谢，
没有你们护送，我们都不知道要堵多久才能到达医院！”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铁骑大队负责人李志峰告诉记
者：“每一次的奋力前行，每一次的全力奔跑，只为一心服
务群众。危难时刻，挺身担当，施以援手，我们的队员一次
次用点滴行动诠释着商丘交警铁骑为人民的宗旨。”

送医路上遭遇堵车
交警“抢出”生命通道

1月6日，中国邮政商丘分公司分拣中心工作人员在上岗之前检测体温。据了解，该公司除了做好工作人
员自身防护和消毒以外，邮件揽收、运输、分拣、投递的每个过程都严格消毒，确保快递安全到达消费者手中。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 王优玲）记者5日从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获悉，十部门日前联合发文，从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健全业主委员会治理结构、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推
动发展生活服务业、规范维修资金使用和管理、强化物业服务
监督管理等六方面对提升住宅物业管理水平和效能提出要求。

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等十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坚
持和加强党对物业管理工作的领导，推动物业管理融入基层社
会治理体系。推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成立党组织，建
立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
协调运行机制，强化街道对小区物业管理活动的属地管理责
任，落实政府职能部门、社区、专营单位对小区事务的管理责
任，推动城市管理部门执法进小区。

同时，健全业主委员会治理结构，优化业主委员会人员配
置，加强对业主委员会人选把关，鼓励“两代表一委员”参选
业主委员会成员。扩大业主委员会决策事项范围，加强业主委
员会监督，加大业主委员会决策事项、运行信息公开力度，建
立业主委员会纠错和退出机制。

通知要求，加强智慧物业管理服务能力建设，鼓励物业服
务企业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
术，提升物业智慧管理服务水平。促进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发
展，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养老、托幼、家政等延伸服务，探
索“物业服务+生活服务”模式。

通知还要求，规范维修资金使用和管理，加大维修资金归
集力度，优化维修资金使用流程，提高维修资金使用效率。提
高维修资金管理机构专业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建立物业服务
信息公开制度和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加强信用信息在
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应用，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完
善物业管理招投标制度，强化市场退出机制，建立物业服务企
业红黑名单制度，推动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十部门联合发文
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