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岚 通讯员 李战功）昨日从相
关部门获悉，2013太龙杯“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
候选名单近日评出。在入围的 19 名候选人和 2 个
先进集体中，我国第一支民间水上公益救援组织
——洛阳市红十字会神龙水上义务搜救队发起人之
一任忠信名列其中。

“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由中共河南
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主办。

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63岁的任忠
信是我市某单位退休干部，也是神龙搜救队中年龄
最大、技术最全面、水性最好、威信最高的老教练，被
称为“全能教练”。从2005年开始，任忠信在工作之
余，参与组建了水上义务搜救队。9年来，他和队员
们义务搜救417次，成功救援67人，曾获得2012年

“市十佳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在此次入选的候
选人中，任忠信的入选编号为06。

想参与此次评选活动的市民，可登录“感动中
原”官网（www.gandongzhongyuan.com）进行投
票 ，也 可 编 辑 短 信“TP+ 候 选 人 编 号 ”发 送 到
106699002 进行投票。

“感动中原”年度人物
我市任忠信入候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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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示范区
提升文化软实力

本报讯（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王广森）偷走车
牌，留下电话；想要车牌，拿钱来赎。日前，我市警方
打掉一个窃车牌后对车主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该
团伙一个多月作案50余起。

11月29日，古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称其停
放在新区英才路附近的轿车前车牌被偷，牌号是江苏
某地的。小偷还在车辆前风挡玻璃上贴了一张字条，
留下电话号码。车主拨打电话，对方随后发来一条短
信，称车主往指定账户打300元钱就可拿回车牌。

古城派出所副所长金麟介绍，近期我市城市区
发生多起类似案件，而且被盗窃车牌均为外地牌
号。此次接到报案后，他们迅速赶到现场进行了勘
查，发现车牌附近有手指印记。

办案人员围绕这一枚手指印记展开调查，迅速
确定了作案嫌疑人，于12月3日将嫌疑人贺某、李
某抓获，并在贺某住处缴获车牌30多副。

贺某向警方交待，他与李某在网吧结识后，从网
上获知盗窃车牌后对车主实施敲诈来钱较快。从
10月下旬开始，二人在城市区疯狂盗窃车牌50多
副，共敲诈车主4000多元。最多一晚，他们盗窃车
牌达11副。

警方介绍，两名犯罪嫌疑人只盗窃外地车牌进
而实施敲诈，原因是洛阳本地车主对其行为并不
买账。如果是我市车牌被盗，到公安机关补办只
需100多元即可。如果是外地车牌，则必须将车开
回车辆入户地再进行补办，来回费用远不止犯罪
嫌疑人所要赎金。犯罪嫌疑人正是抓住了外地车
主的这种心理，才屡次敲诈得手。

一团伙专对外地车下手并实施敲诈

警方侦破
系列车牌失窃案

近日，偃师市缑氏镇布村千亩苹果园
采摘活动结束，该果园的负责人名叫郭志
欣。由于他干事创业敢拼敢闯，且眼光独
到，人们送他个“郭疯子”的绰号。他致富
后不忘报乡恩，建沼气池让乡亲免费使
用，逢年过节还给村里的老年人发牛奶、
油、米、面、钱……

特别会创业的“郭疯子”

今年 50 岁的郭志欣，在当地算是个
人物，这是因为他特别会创业，而且眼光
独到，为此还得了个“郭疯子”的绰号。

他的成功要从一块占地40多亩的苹
果园说起。1988 年前后，20 多岁的郭志
欣承包了村里 40 多亩苹果园，迈出创业
第一步。

“那时刚结婚不久，承包果园的钱是家
里打算用来盖新房的。”郭志欣说，他提出
承包果园的想法后，不但家人反对，有的街
坊邻居也觉得他是个“二杆子”。顶着压力
承包后，他和爱人常年住在果园中临时搭
建的草棚里。经过几年经营，苹果园利润
颇丰，这让不少人对他刮目相看。

就在其他人转变对他的看法时，郭志
欣又耍起了“二杆子”：用卖苹果的钱加上
借来的钱开办了一家预制板厂，很快又赚
了一笔。

此后不久，他又做出一个让人费解的
举动：养狗。到了 1996 年前后，狗市很
旺，他的养狗场也基本形成规模。

几番折腾，“郭疯子”创业的干劲逐渐得

到大家的认可。然而养狗场稳定没多久，
就在狗市正旺时，他突然将养狗场转让，用
换来的钱加上多年积蓄办起了奶牛厂。

废物利用服务乡亲

1999 年，郭志欣的奶牛场建成。“奶
牛市场波动性很大。2005 年前后，单头
奶牛市价跌到三五千元，急于脱手的人很
多。”郭志欣说，别人都转手，他却逆势买
进。那一年，他收购了1000多头奶牛。

2008 年前后，国内某知名品牌奶粉
的问题奶源被媒体曝光后，他又收购了
1000多头奶牛。

奶牛一多，问题也来了，这些奶牛一
天能产几万斤牛粪。于是，他又灵机一
动，决定废物利用，引进沼气技术处理牛
粪。如今，布村有大小沼气站 200 多座，
村里的乡亲用沼气都不用掏钱。

即便如此牛粪还是消耗不完。于是，
郭志欣在2010年又承包了1000多亩地种
苹果，把牛粪变成肥料，这样不但节省了清
理费，连一年几百万元的肥料钱也省了。

“现在果园已注册商标。我准备再办
一个厂，将吃不完的苹果变成果汁，以此
完善产业链、增加附加值。”郭志欣说，等
果树一起结果时，只要是布村群众人人有
份，让大家同享丰收的喜悦。

致富不忘报乡恩

别看郭志欣挺能赚钱，其实他小学没

上完就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了。
“那时，一个学期 2 元的学费也交不

起，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街坊邻居都
很帮忙。”郭志欣说，他是个农民，当农民
啥时候也不能忘本，因此平时看到谁家有
困难，他总会帮上一把。

除了盖沼气池让大家免费使用，当
年，郭志欣办奶牛场时还特意腾出时间让
乡亲免费喝牛奶。此后每年，他都以个人

名义给村里的老年人发福利，有牛奶、油、
米、面、钱等。

2007年，经选举，郭志欣当上了布村的
村委会主任。“他一年花在村里的钱比村委
会的年收入都多。”一村民说，村里逢年过节
总有活动，郭志欣处理邻里纠纷也很公道，
大家都说“有这样的村干部，挺有福”。

本报记者 马毓鋆 通讯员 王雷
文/图

干事创业敢拼敢闯，建沼气池让乡亲免费使用

“郭疯子”致富不忘报乡恩

昨日上午，在洛龙区太康东路办事处大西村委
会，该村工作人员收到办事处文化服务中心送来的
1台电脑和300册图书。

为落实好我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体系示范区工
作，太康东路办事处连日来给辖区多个行政村发放
了养殖、科技、社区建设、健康养生等内容的3000余
册书和6台电脑，总价值5万元。张俊望 李慧玉 摄

送文化到基层

近日，在一拖（洛阳）柴油机有限公司
生产部车库，记者见到了叉车班班长、42
岁的朱开武。他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握
着操纵杆，正驾驶着3.5米长、4米多高的

叉车赶往装配车间。

不服输的“叉车状元”

1988 年，朱开武到柴油机缸体车间
生产线从事镗工工作。1995 年，他调到
公司生产部叉车班工作。刚开始接触叉
车，年轻的朱开武觉得在车间里驾驶叉车
很“拉风”。一次，他叉运一个1吨多重的
发动机，由于技术不熟练，发动机从车上
掉了下来。工作中一贯不服输的他开始
苦练叉车的操作技巧。

1个月后，他取得了叉车司机的上岗
证书，成为叉车工里的一把好手。2000
年3月，他担任叉车班班长。2002年获得

“河南省技术能手”称号。
今年7月，公司抽调他参加市叉车工

技能大赛。朱开武觉得这是一次全新的
挑战，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翻阅资料，
反复练习每一个操作细节和动作。比赛
中，朱开武不负众望，获得市叉车工技能

大赛第一名，成为市“叉车状元”。
今年年初，他还在河南省第四届职

工技术运动会上获得叉车工决赛第一
名，被授予“河南省技术标兵”称号。

勤动脑的叉车班长

叉车班主要负责公司内各类零件及
物品的运送。身为叉车班班长，朱开武和
大伙常年坚守在岗位上，默默无闻毫无抱
怨。

在工作中，他善于发现并解决问题。
比如，存放缸盖零部件的工位器具，由于
是铁质架子，在运输和放置的时候，极易
造成缸盖的磕碰伤，他就和技术人员一起
研究探讨，结合摆放和叉运多方面因素，
在零件架的底部和侧面增加了塑胶板，解
决了问题。

过去，放置飞轮的是零件架，在叉起
飞轮零件架时，零件架容易产生歪斜，极
易造成飞轮掉落。在朱开武的建议下，车

间将零件架改为零件箱，再也没有出现过
上述现象。

今年七八月份，公司生产任务比较
重，缸体车间开足马力，日夜不停生产。
朱开武每天一上班，先到缸体车间询问各
种缸体的加工状态以及成品合格的时间，
做到心中有数。在缸体的叉运过程中，他
根据装配车间、缸体副线以及仓库场地的
情况，及时调整叉运路线，尽量做到“一步
到位”。

在每天的生产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突
发情况。朱开武总是冷静分析，合理调整人
员和任务，保证了各项流程的顺畅运转。

本报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陶建华
文/图

朱开武：不服输、勤动脑的“叉车状元”

指挥施工时腿磕到了钢板上，他拄着
拐杖巡视，在工地输液；自开工以来从没
休息过，孩子们想他了来洛阳找爸爸……
为了九都路改造提升工程能如期完工，一
些施工人员在默默坚守着。近日，记者走
进施工工地，走近工地上那些“最可爱的
人”。

拄着拐杖的项目经理
12月7日，周六。三三两两的行人从

九都路王城大道路口走过时，特意伸出头
看看“回”形地下通道的工程进度。

该工程东北角的建设工地上，一位拄
着拐杖的中年人正和施工人员一起协调
解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见记者拍

照，他赶紧摆摆手阻止：“姑娘，别拍了，老
丢人。”

他叫刘贵普，是市政建设集团第三分
公司经理，也是“回”形地下通道的项目负
责人。他家就在工地对面一公里处，但为
了如期高质量完工，他一直吃住在工地
上。年近五十的刘贵普说，开工以来，从
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睁着眼闭上眼满脑子
想的都是工程。

11 月 12 日，因要到 9 米多深的沟槽
里检查一些关键点施工情况，刘贵普右脚
没站好，左脚磕到了钢板上。他感觉不很
疼，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每天照常忙碌
在工地上。

11 月 28 日，刘贵普左腿疼得无法

走路，才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
医生一脸严肃告诉他，左胫骨平台骨
折，左股骨等多处挫伤，必须住院做手
术。

但听说手术后必须打石膏在病床上
住一个月后，刘贵普坚决地拒绝了。他选
择了保守治疗，用两块钢板固定膝盖两
侧，并拄起了拐杖。

第二天，在工地东北角的活动板房
里，刘贵普开始打起了点滴。“这样不耽误
事儿，能从窗户里看到工地全貌呢。”刘贵
普说。

没有休息过一天的施工队队长
在第三标段饮马街段现场，施工队队

长辛锁超正在指挥工人铺设慢车道水稳
层。他家在伊川，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
从工程开工以来，两个多月都没顾上回
家。孩子们想他了，就让妈妈带着来工地
看他。

辛锁超说，为加快施工进度，每天工
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凌晨1点多还在工地
忙活。记者问他冷不冷，他笑着说：“冷，
穿厚点就行了。”

第三标段承建单位河南力大建设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石纪辉说，为确保明年牡
丹文化节前按期通车，工人们每天加班加
点施工，几乎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本报记者 常书香 实习生 石玲玲
通讯员 葛四层

九都路工地：那些“争分夺秒”的人和事

身边好人·道德模范

朱开武在保养叉车

郭志欣在清洁储奶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