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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柯其其

“在大家的眼里，我姐郭付英是河南省地税系统的‘基层奉献之星’，是一个患了病

依然不肯离开工作岗位的‘工作狂人’，是把一切献给税务事业，视商户如亲人的先进工

作者。可在我和家人的眼里，她就是一个平凡的女子。”8 月 17 日，郭付英的妹妹郭付玲

对记者说，姐姐在她眼中犹如迎春花一样坚强。

八旬老人没户口

热心民警解民忧

晨报讯（记者 郭坤）8 月 20 日，记者获悉，鹤山区一

位瘫痪在床的 80 岁老人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户口，因

此而无法办理社保、医保。 鹤山派出所社区警务二中队的

民警了解到老人的情况后，积极帮助其解决落户问题。

年过八旬的史大爷在上世纪 90年代时因怕自己去世

后被火化，便将户口迁回了原籍，但一直未落户。

转眼近 20年过去了， 由于没有户口， 老人在办理社

保、医保时犯了难：他因瘫痪在床，无法亲自去公安机关办

户口和二代身份证。

鹤山派出所社区警务二中队户籍民警常瑞瑜听老人

的儿子史先生说起这个情况后，认真核对了人口信息网上

老人的信息，指导史先生填写相关手续信息，又帮其联系

社区民警及当地居委会出具证明，调查报告等。 在备齐相

关手续后，民警让史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会及时为老人办

好证件”。

鹤山派出所社区警务二中队民警常瑞瑜、刘明珠还来

到史先生家中为老人照相，史先生惊喜地说：“没想你们能

来，人民警察帮我家解决困难，真是太感谢了！ ”

（线索提供：赵庆军）

好心接力寻失主

却被怀疑成骗子

原是一场误会

晨报讯（记者 郭坤）家住山城区年近六旬的刘大娘

在散步时捡到一个钱包，钱包内有现金、银行卡等。善良的

刘大娘来到社区警务室向民警求助，民警通过身份信息查

询与失主的亲戚取得了联系，可谁曾想，失主的亲戚还以

为遇到骗子，根本不相信世上还会有这样的好人。 最终一

场误会被消除，失主拿回了钱包。 这是 8月 19 日，记者在

山城区了解到的。

据介绍，刘大娘晚上出门散步时，在卫星街西段捡到

了一个棕色钱包。 钱包内除有 300余元现金外，还有银行

卡、发票、购物卡、会员卡等。“一下子丢了这么多卡和钱，

失主一定很着急啊！”于是，第二天上午 10时，刘大娘来到

卫星街西段警务室，找到社区民警郭燕和郭慧军，让他们

帮助自己寻找失主。

民警通过钱包内的一张身份证查到了失主李先生的

电话，可对方处于关机状态。民警又通过户口查询，找到了

李先生亲属的电话，并与李先生的妹妹取得了联系。

然而，当李先生的妹妹接到民警的电话后，却不相信

世上有这样的好人，还以为自己遇到了骗子。一时间，民警

被弄得哭笑不得。

就这样，为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身份，民警郭燕和郭慧

军就将自己的警号及所在单位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对方，并

让对方通过自己的熟人核实民警的身份。

最终，在取得失主亲属的信任后，民警一直等到中午

12 时，失主李先生主动和民警联系，随后赶到了警务室，

经过现场清点，钱包内物品不差分毫。

当李先生得知是刘大娘捡到自己的钱包并交到警务

室后，非要买礼物到刘大娘家中表示感谢，刘大娘婉拒了

李先生的要求，她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是她应该做的，她

要的不是感谢，而是希望大家都能拾金不昧。

李先生又对民警表示感谢称，是民警千方百计找到了

他，要不是民警想方设法联系自己，自己还不知道钱包丢

在了哪儿呢。原来，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发现钱包丢了却

想不起来到底丢在了哪里。一直到妹妹接到民警的电话并

转告他之后，他才知道钱包丢在了本市。如今，钱包失而复

得，李先生十分开心。 （线索提供：赵庆军）

晨报讯（记者 陈志付）“这个保安真

负责任， 不然我这 1500 元的退休工资就

找不回来了。 ”8月 20日，山城区 75 岁的

赵老太太对记者说， 她上午去银行取钱，

回到家时没发现自己将钱包弄丢了，到了

下午她再次来到银行时，才知道银行员工

和保安一直在找她。

当天上午 10时许，赵老太太来到位于

山城区春雷路的农行鹤壁市金穗支行办理

取款业务。 她在取了 1500元钱后，坐在营

业厅的椅子上休息， 临走时将钱包忘在了

椅子上。

赵老太太走后， 市保安公司驻金穗支

行的保安张海军发现了这个钱包。 张海军

打开钱包，看到里面有 1500元现金和一张

工资卡。发现没有失主认领后，他将钱包交

给银行大堂经理国凯，并说明了情况。

记者在金穗支行采访的过程中了解

到，国凯拿到钱包后，立即根据钱包里的

银行卡卡号查询失主的信息，可这张银行

卡在开户时只登记了卡主的姓名、 单位，

住址为“山城区”，再无其他信息。

国凯反复给失主的单位打电话，始终

未能取得联系。 随后，国凯又通过多种渠

道希望找到失主的下落，结果都没有失主

的消息。

当天下午，失主赵老太太老发现装有

1500元现金的钱包不见了，她慌忙赶到银

行打听。 银行员工在核实了她的身份后，

将钱包还给了赵老太太。

北理工学子支教上庄明德小学

8 月 2 0 日，由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 1 0 名大学生组成

的支教团队进驻上峪乡上庄明德小学，与该校 1 0 0 余名孩

子开展为期一周的“手拉手支教帮扶”活动。 此次活动中，

大学生们将开展航天科技、医学、法律及人生规划等讲座，

开展绘画、书法、唱歌及体育比赛，并针对山区孩子在英语

和数学等方面的薄弱环节进行辅导。图为大学生和上庄明

德小学的部分孩子。 晨报记者 陈志付 摄

“在我眼里，姐姐就像迎春花”

银行保安捡到钱包 众员工苦寻失主

固执的姐姐

“我想可能是姐姐在工作上太要强了，让她生病

是上天想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可她太固执。 她被确诊

患上乳腺癌是 2010年的 12月 22日， 那天是冬至，我

们知道她患病的消息后都很难过。 可她却像个没事人

一样，也不休息，还去上班。 我对她说，‘你的身体不是

你的，是这个家的，你要是倒下了，家里老的小的该咋

办’？ 姐姐却说，‘已经这样了，我躺在床上唉声叹气是

一天，愉快工作也是一天，还不如工作呢。 再说这人呀

不能闲，闲了容易胡思乱想，还不如让我干活呢，我只

要一忙起来，病也轻了，人也不难受了’。 ”郭付玲说。

确诊后，郭付英没有立即去治病，而是完成了税

收工作，才赶到卫辉住院。 那天临上手术台时，郭付英

把手机给了妹妹郭付玲，她说：“小玲，你和我的声音

最像，今天你冒充我，要是有商户打来电话咨询业务

方面的事，你就说在外地，过两天就回去了。 ”

那次手术后的第四天，郭付英就上班了。 治疗期

间，化疗、放疗按规定是六个疗程，每个疗程进行两

次，随着化疗次数的增多，郭付英对药物的反应越来

越强烈，最后严重到不能闻到食物的气味，家人在她

旁边吃东西，如果她闻到也会吐，只能用棉签湿润嘴

唇，依靠输液来维持生命。“面对上了手术台还想着工

作的姐姐，面对在化疗、放疗的间隔里，依然没有停止

工作的姐姐，我真是又敬佩又恼恨，敬佩她‘视工作为

生命，视责任如泰山’，恼恨她不爱惜自己。 姐姐看上

去很温顺，只有我们才知道她有多么固执。 姐姐接受

手术时，我外甥刚参军。 她担心自己的病情影响孩子

集训，就让所有人封锁了这个消息。 ”郭付玲说。

每次和孩子通电话，郭付英都忍着疼痛故作轻松

自然。 有一次，郭付英正在化疗，孩子打来了电话，因

为孩子打小就和妈妈亲，和妈妈有说不完的话，所以

一谈起新兵连的见闻和收获，一讲就没个完。 郭付英

又不忍打断孩子的兴致，就一直强忍着疼痛勉励孩子

在部队好好干。 因为药物反应，当时要呕吐，为怕孩子

知道真相，郭付英就撒谎说要开会，挂了电话后，她哭

得很痛。

家人都说让孩子回来看看吧， 哪怕看一眼再走

呢，可郭付英很固执，不让孩子回来。 她说：“我也想孩

子，也想孩子守在身边，但咱不能光口头上说拥军，咱

得有实际行动才行，让孩子安心在部队服役，才算支

持他呢。 ”

郭付英接受化疗后，头发都掉光了，一直到重新

长出头发，她才去部队看孩子。 那时，离她患病已经快

一年了，也是在那个时候，孩子才知道妈妈病了。 当孩

子抱着郭付英痛哭时，乐观的郭付英说：“没事，妈身

体好着呢，活头还大着呢。 ”

在家人的眼里， 郭付英是一个普通的平凡女子，

可她在纳税人心中的分量并不轻。

郭付英生病后，她的纳税户———一位 70多岁的老

人听说蒲公英能治癌症， 专门去野外采摘蒲公英，拿

着老人送来的蒲公英，郭付英掉泪了。 她说：“这是千

金都买不来的情意。 ”

“我们也从这小小的蒲公英里读懂了姐姐。 在我

眼里，姐姐就是那迎春花，特别顽强。 迎春花从不需要

护理，仅靠阳光雨露便能茁壮成长。 冬天还没过去，迎

春花就开满枝头。 它让世界充满生机，我姐姐就像迎

春花，虽然平凡，却一直在努力给大家带来温暖和希

望。 ”郭付玲说。

不会生气的姐姐

“我姐姐待人温和宽厚，她

这个人不会生气。 小时候，我和

哥哥偶尔会捉弄她、欺负她，她

总是迁就我们， 从不对我们说

一句重话， 永远是笑眯眯的模

样。 年少时，我以为姐姐不生气

是因为她性格软弱， 长大后我

才明白， 工作上要求自己尽善

尽美的姐姐其实是个要强的

人， 她的不生气是因为对家人

有着深深的爱。 ”郭付玲说。

据悉， 郭付英和丈夫李杰

结婚后， 要同时照顾爱人的养

父、养母、伯父、伯母四位老人，

再累再忙再苦， 她也没有发过

一句牢骚。

“姐姐的婆婆因为患病，精

神上出了问题，动不动就打人，

谁看到她都要绕道走。 我姐姐

坚持守在老人身边， 从小事做

起，一点一点温暖婆婆的心。 有

时，她婆婆犯了病，抬手就打，

我的姐姐也不躲，任老人打骂。

每次我看到，一方面心疼姐姐，

一方面恨她不会生气。 我对姐

姐说，‘你已经很孝顺了， 照顾

老人已经做得很好了， 为啥还

要受这个气？ ’我姐姐总是说：

‘自家的老人， 打一下能有多

疼，再说她是病人，控制不了自

己的行为，要是打了我，俺婆婆

心里能高兴， 那就让她多打几

下。 ’其实我知道，姐姐不是不

疼，她是想让老人高兴。 她不生

气是因为她时刻谨记‘百善孝

为先’。 ”郭付玲说。

由于李杰的伯父、 伯母没

有子女， 平时也需要李杰和郭

付英照顾。 两位老人居住在濮

阳清丰县， 郭付英一有空就去

看望两位老人。 在一次闲谈中，

伯母说邻居有人戴了枚金戒指

很好看，郭付英就记住了，随后

就给伯母买了一枚漂亮的金戒

指。“虽然我姐姐和姐夫是双职

工， 但他们同时要奉养四位老

人，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姐姐常

年不舍得买一件新衣服。 我对

姐姐说，‘你为啥对别人这样大

方，这样舍得，对自己却那么小

气？ ’姐姐说‘老人喜欢，想要，

咱当晚辈的，就尽量满足他们，

自己节约一点不是啥大事。 再

说，我年轻，以后我穿好衣服的

机会多着呢。 ’”郭付玲说。

采访中， 记者得知郭付英

是个不怕麻烦的人。 有一次，伯

父生病了，知道老人爱吃鱼，郭

付英就在鹤壁家中用小火将鱼

炖上几个小时， 再用保温桶盛

好送到濮阳去； 郭付英买了新

房子，专门把伯父、伯母接来，

让老人先住， 朋友们对此不理

解，说哪有新家，新被子自己不

用，让亲戚住上半年的。 郭付英

说：“老人在农村生活了一辈

子，没住过城里的楼房，现在有

条件，得先让他们享享福。 ”

前些年， 郭付英的父亲和

母亲住在鹤山区， 她隔三差五

就去和父母拉家常， 帮他们干

家务。 久而久之，她成了父母家

的顶梁柱， 家里但凡有什么事

情， 父亲总是第一个给她打电

话，她任劳任怨地为家人服务，

从不嫌麻烦。

在家人的眼里， 郭付英不

仅爱工作， 在家里也是里里外

外一把手。

“俺姐将姐夫和外甥照顾

得无微不至，‘惯得’ 姐夫到现

在饭不会做，衣不会洗，姐夫庆

幸找了一个贤妻， 我的外甥庆

幸自己有一个良母。 可我知道，

姐姐很累，她只是不说。 因为她

觉得为亲人付出很快乐。 现在，

姐姐病了， 家人都说，‘付英躺

下了， 咱大家和小家的天都塌

了’姐姐不知道，这些年，她为

身边亲人的付出， 让大家都无

法离开她， 因为我们习惯了有

事儿找姐姐； 我们遇到困难习

惯有姐姐顶着； 从姐姐病倒的

那一天起，我就没有再上班，一

心照顾她， 我就是希望她能赶

紧好起来。 我甚至向上天祈求，

希望我能代替姐姐生病。 因为

这些年，姐姐付出了太多。 她还

没有享过一天福， 我真希望躺

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是我， 我现

在一心盼着姐姐赶紧好起来。 ”

郭付玲说。

不怕麻烦的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