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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上午，寒风中沿街入户检查冬季安全隐患的

王会霞，走进大营镇李文驿村王献庭老人家中，拧开煤气罐

看看是否漏气、屋内火炉排烟筒是否正常、厨房线路有无老

化……一番认真地检查确认后，她叮嘱老人“天冷，早上不

要太早出去，等太阳出来暖和了再去锻炼……”82岁的王

献庭老人拉着王会霞的手说：“孩子，这几年多亏有你。”

作为一名乡镇基层党员干部，王会霞在平凡的岗位

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用一流的工作成绩，展现了党员

的责任与使命。

当好“宣讲员”。王会霞带领镇宣讲团进村入户宣讲

脱贫攻坚政策、解答群众政策疑惑，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

力。自2017年5月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数以千次的入

户排查、整理扶贫资料、上门宣讲扶贫政策，引导所包村干

部群众坚决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帮助贫困群众解放被束

缚的贫困思想，踊跃参加技能学习培训，增强贫困群众自

强自立的决心和信心。

用“孺子牛”精神服务贫困群

众。李文驿村的贫困两类人群樊国

卫，因意外致残，四十多岁瘫痪在床，

就此颓废。王会霞知道后一有时间，

就去探望他，鼓励他。在她的帮助下，樊国卫办理了残疾

证，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我原以为自己成了一个废人，

没人关心，也没人搭理我了，谁知道会霞经常到家里开导

我、帮助我，我要重新站起来，自力更生，努力把日子过得更

好一点。”经过几个月的坚持锻炼，如今，樊国卫精神面貌好

了，也可以拄着拐杖来回走动了。

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帮助弱势人群脱贫。贫困户

王鹏，今年43岁，智力二级残疾，五保贫困户，但有劳动能

力。为了让他有牢固的经济收入，王会霞想方设法找门

路，听说兔子好喂养，繁殖快，适合家庭养殖，于是就为王

鹏买了几只，并教他怎样饲养，解决在养殖中出现的一系

列问题，让他成功掌握了兔子的养殖技术。一年下来已经

繁殖了120多只，今年7月，又帮助他申请了养殖奖补资

金。加上各种补贴，王鹏现在年收入已达25000元，稳妥

妥地脱了贫。

一身正气、一沓先进，满满地

“贴”在她的身上。“为群众着想，脚踏

实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王会霞的名

言已经成为大营镇基层工作干部的

“座右铭”，也成为干好群众“服务员”

的一把“尺子”。（陈亚沛 史军伟）

王会霞：甘做“孺子牛” 当好“服务员”

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宝州衙署位于宝丰老城东街路

北。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于1640年至1642年的三年间席卷

豫省黄河以南的五府七十八州县，到1643年正月又攻取

了鄂省荆、襄诸府、其势力范围达到北滨大河，南跨长江，

东接归德、汝宁、德安，西至潼关的广大地区，建立政权的

条件基本成熟。在牛金星参谋下，改襄阳为襄京，组建中

央政权，国号大顺，以李自成为元首，称“奉天倡义文武大

元帅”。中央政府机构设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地方政

府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各级主官，另设佐贰为助理

官，府称丞、州称判、县称簿。因牛金星原籍宝丰，且他以

左辅的身份执掌着大顺政权中央政府的行政大权，所以在

设置地方政府时，破例将宝丰这个明代汝州管辖下的小县

升为州，名宝州，与汝州、郑州、许州、邓州、陈州、信阳州同

处一个行政级别。牛金星为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举人，

后因故被革，充军卢氏当差服役。崇祯十三年（1640年）

冬，李自成率义军入豫西，牛金星参加义军，向李自成建议

“少刑杀，赈饥民，收人心”，遂成为义军领导集团的重要成

员。《明史·李贞佐传》载，牛金星“劝贼重用举人。贼之所

至，获举人，即授以官”。在组建大顺地方政权过程中，牛

金星选取了相当一批荆襄举人出任各府、州、县地方政府

行政长官。派往宝州任州牧的陈可新就是一位籍贯荆州

夷陵县的举人。

陈可新到宝州上任后，以原宝丰县衙为州衙。原宝丰

县衙始建于唐，重修于宋。元代改宝丰县为镇，明初并镇

亦废，其地划属汝州。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汝州人滕

昭，官至兵部侍郎，为了给家乡人民办好事，以“宝丰去州

治甚远，徭役往来不便于民”，商得河南巡抚张某支持，请

示朝廷批准，恢复了宝丰县制。吏部在选派知县时，考虑

到开辟的艰难，遂命富有行政经验的朱铨到宝丰任职。朱

铨，出身于帝乡凤阳，是皇室的同宗，颇多才学，曾任四川

宕渠知县，政绩突出。朱铨在宝丰“披荆棘以定版筑，审方

向以建县治”，历时三载，于宋、金旧县署的基址上建起新

的宝丰县衙。

明宝丰县衙坐北面南，邻街为照壁，从大门至后楼共

六进院落。大门又称谯楼，高二丈，额悬“宝丰县”三字巨

匾，其西侧为捕班房五间。二进前有仪门三间，仪门左右

为角门。三进为大堂五间，是县衙主体建筑，檐下有“琴

堂”匾额，大堂两翼为考棚各九间，六科房共十二间列于大

堂前两厢。大堂后为内宅共三进。头进有过厅五间，二进

为二堂三间，悬御书“风清宓韵”匾，耳房两间，厢房六间，

其西为跨院，前有西客厅三间，后有西上房三间，有“招良

心轩”匾记；东跨院前有东客厅，后有“是亦堂”。三进为三

堂五间，最后是后楼五间。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大顺

宝州州牧陈可新入居宝州衙署的第一件事，就是撤去原县

衙大门上的“宝丰县”三字，而代之以“大顺宝州”匾额，并

于太堂明柱上大书榜联一副，“掌宝州一颗印秋肃春回，受

百姓半文钱天灾人祸”，字大径尺，笔力雄健，表明了他对

明朝廷腐败政治的深恶痛绝和革故鼎新的决心。

大顺宝州衙署作为大顺宝州地方政权的核心存在二

年，到1645年5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宝州衙署才沦

入清人之手。 （宝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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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士 党

（1918-1943），

字献武，幼名

党，化名尚黑，

原宝丰县曹镇

乡王庄村（现

属平顶山市湛

河 区 ）人 。

1939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 3 月，经叶县县委批准

在家乡成立了中共肖（庄）王庄

中心支部任支部书记。

陶士党出生于一个开明乡

绅家庭，幼入私塾，后就读于曹

镇小学、叶县昆阳中学。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他接受革命

思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

动。1939 年 3 月，陶士党同本

村进步青年陶淼吉一起，奔赴

确山县竹沟参加革命。陶士党

到竹沟后，被编入豫南省委举

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内部称

青干队）学习。6月，他经青干

队队长和教导员贺洛夫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被分

配到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留守处

工作。因成绩突出，受到留守

处主任王国华的表扬。

1940 年 1 月，陶士党受豫

中地委指派在叶县、宝丰、鲁山

一带从事党的活动。他以教书

为名，发展吴娃等 3 人加入中

国共产党。同年 3 月，经叶县

县委批准，成立了中共肖王庄

中心支部，陶士党担任书记。

他带领党员及进步人士宣传抗

日救国道理，书写抗日标语，教

唱抗日歌曲，组织青年练习打

靶，极大地振奋了村民抗日情

绪。还帮助穷困学生，周济衣

被。同年秋，叶县县委派陶士

党以国民党宛属抗战自卫团叶

县营政训主任的公开职务，从

事中共地下活动，并任中共叶

县营工委书记。他遵照县委指

示，在党内进行组织整顿，实行单线联系。在士兵

中加强军事训练，进行抗日宣传。他在不长的时

间，既使共产党地下组织得到巩固，又取得了国民

党军官的信任。

皖南事变发生后，豫西白色恐怖严重。叶县

一带地下党组织奉上级指示实行“隐蔽精干”，撤

退一部分干部到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地下组织撤

退后，陶士党受到国民党的通缉。他辗转洛阳、郾

城，于 1941 年冬再次返乡，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他和姚孟小学教师杨滍南（共产党员）、傅清林（共

产党员）一起分析形势，商讨计划，开展抗日活

动。次年5月，杨滍南、傅清林被敌人逮捕，陶士

党被迫离家赴舞阳。在舞阳，他与共产党员贾增

重一起，以开书店作掩护，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

点。同年10月，陶因长期在外奔波，工作艰苦，积

劳成疾，病情沉重。他父亲知道后，将其接回家中

养病。陶在病中仍心系革命，与共产党员张联芳

商讨筹措枪支，建立抗日武装问题。并派人到安

徽同新四军将领彭雪枫联系，寻求支持。后因叛

徒告密被捕。

陶士党被捕后，国民党当局妄图通过他查清

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一连20多天，对他轮番

使用吞热灰、锥刺、揪燕飞、坐老虎凳、灌汽油、灌

辣椒水、过电等酷刑，把陶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他

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始终未吐露党的秘密。

1943 年 1 月 28 日，陶士党因受刑过重心脏

停止跳动，时年 25 岁。l956 年被宝丰县人民政

府追认为烈士。 （宝丰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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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上午，杨庄镇邀请县

书法协会部分书法家开展了“文艺进

万家 健康你我他”书法义写活动。

县书法协会的 6 名书法家，为

社区居民书写了多幅寓意吉祥的

对联、风格不同的书法作品，有的

书法作品墨迹未干就被居民欣喜

地领走了。红彤彤的春联和“福”

字整齐摆放着，迎新年的喜庆气氛

洋溢在整个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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