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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记者 王晓丹 实习生 郝
盼弟 文/图

焦海祥一直在农机战
线工作，对农机事业、农民朋
友情有独钟。近日，他正在忙
着编撰《农机驾驶员安全操作
常识手册》，打算7月回访市
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时，
而把这本手册赠送给他们，
提醒大家伙注意安全生产。

1995年，焦海祥从原洛
阳农专农学专业毕业后，进
入市农机局工作。焦海祥
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
工收割效率低，一人一天必
须起早贪黑才能割完一亩
地，而机械化收割只要10分
钟就能完成。

在 1996 年“三夏”“三
秋”期间，为提高小麦和玉
米的机械化收割率，焦海祥
主动和4名同事带着被褥驾
驶着收割机，到我市周边县
区进行宣传和示范。白天，
他们驾驶着收割机到田间
地头给农民讲解操作知识，
晚上就睡在田地里。通过
焦海祥和同事们的努力，3
年后，我市小麦机械化收割
率从15%提高到45%。

2004年8月，焦海祥响
应我市驻村扶贫工作号召，
前往嵩县马石沟村参与扶
贫工作。“村里当时没有一
条像样的路，人们与外界沟

通困难。”焦海祥十分焦急，
他向交通部门和市农机局
申请修路的资金，并组织村
民修路，不到一年时间，终
于打通了一条连接该村和
外界的通道。

在每年“三夏”“三秋”
期间，焦海祥动员、组织农
机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为农民朋友提供服务，通过

“农机110”热线电话，为有
需要的农民朋友讲政策、讲
技术，提高农民朋友的驾驶
操作水平。

焦海祥先后获得了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省粮
食生产先进工作者、省小麦
跨区作业先进个人等称号。

■人物心声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很
愿意与农民朋友打交道，因
为他们勤劳、朴实，有智慧，
有经验。我愿意用我学到
的农机知识，为实现农业机
械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感言

从事农机工作，利用先
进的农业机械武装农业生
产，是焦海祥的工作动力和
源泉。他没有做过什么惊天
动地的大事，但他在平凡的
岗位上，凭借执着的信念，为
农民奔小康贡献着正能量，
为搞好粮食生产恪尽职守。

□记者 申利超 实习生 何成
浩 文/图

昨日，市民李新月致
电本报热线表示，她想帮
一个聋哑流浪汉找到家
人。20多天前，李新月给
这名聋哑流浪汉找了个
临时的“家”，每天还给他
送饭。昨日，经洛阳晚报
记者联系，市救助站已将
该流浪汉接走，并将尽快
帮他找亲人。

热心市民李新月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聋哑流浪汉找到临时的“家”，
每天按时给其送饭，她说——

“咱碰到了，就不能让他饿着”
通过洛阳晚报记者联系，市救助站已将聋哑流浪汉接走，并将帮其寻找家人

焦海祥：活跃在田间
地头的“农机通”

■人物简介

姓名：焦海祥
职务：市农机局管理科科长
最幸福的事儿：为农民服务
最遗憾的事儿：没时间回老家看父母

李新月说，她可以照顾流
浪汉，但自己很快就要去和女
儿一起住了，离开后，流浪汉一
直住在小屋也非长久之计。她
在想，如何才能帮助他回家，这
才 拨 打 了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66778866求助。

昨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
见到了李新月和那名流浪汉。
通过李新月和流浪汉的手语沟

通，我们大概了解到，他今年
55岁，家中兄弟5人，家人也
许认为他是个累赘，开车带他
到李新月家的厂子附近转了一
圈后，将他丢弃在此。

我们问他，为何不再到别
的地方讨饭时，流浪汉比画了
半天，意思大概是，他在别的地
方扒垃圾时，总有人拿棍子和石
头打他，只有李新月一家对他

好。昨日，经洛阳晚报记者牵线
搭桥，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赶到
了李新月家的木材加工厂，将那
名流浪汉接到了市救助站。

“我们也都不懂手语，带他
回去后，我们会请个专业的聋
哑老师与他交流，问清楚他的
身世、来历。”市救助站工作人
员称，他们会争取早日帮流浪
汉找到家人，送他回家。

期待，流浪汉能早点儿回到亲人身边

住在小屋的 20 多天里，
流浪汉从不外出，吃完饭后
就拿一些屋里用来铺床的废
旧报纸看，饿了就扒开工厂
的大门，对着里面的人笑笑，
再拍拍肚子。尽管识字，但
流浪汉不会写字，加上李新
月对手语并不精通，流浪汉

家住哪里、遭遇过什么，这些
问题的答案，李新月一时无从
得知。

不会说话，不代表这名流
浪汉不懂得感恩。有一件小
事，曾让李新月十分感动。

在流浪汉栖身的小屋附
近，长有一大片杂草，李新月

每次来送饭时，腿上总会被
杂草划出一道道血印。“我
曾用手比画着跟他开玩笑，
意思是为了送饭，我的腿都
被划伤了。”李新月说，当天
她再去送饭时，发现小屋附
近的杂草已被流浪汉除得干
干净净。

感恩，流浪汉除去划伤恩人的杂草

当晚，李新月特意多做了
一些面条，他们一家三口每人
盛了一碗后，她将剩余的面条
和两个馒头给流浪汉送了过
去。“虽然他很瘦，但饭量惊
人。”李新月说。

第二天，李新月给了流浪
汉两条毛巾，并让他到工厂里
洗了个澡。李新月说，流浪汉

很聪明也很爱干净，知道使用
洗头膏和香皂，吃完饭后，还会
把碗洗干净。就这样，流浪汉
暂时在小屋中“安居”了下来。
每到饭点，李新月就定时去给
流浪汉送吃的，并专门给他准
备两大瓶饮用水，还把自己给
儿子买的短裤、汗衫给他穿。

有一次，李新月一家要外

出，儿子顾留洋特意将身上的
16元零钱给了流浪汉，让他饿
了自己买吃的。“他都不会说
话，咋买吃的？”李新月说，临走
前，丈夫将冰箱里的馒头、黄
瓜、西红柿都拿了出来，放到小
屋里，一家人这才安心出门。

“虽然素不相识，但咱碰到
了，就不能让他饿着。”李新月说。

责任，不能让流浪汉饿肚子

李新月的家在高新区瀛洲
办事处东马沟社区，她在武汉
南路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平
时一家人就在厂里生活。李新
月说，6月20日下午，她看到一
个男子在工厂附近扒垃圾堆。

“我以为是捡垃圾的，就没在
意。”李新月说，当她办完事回

来时，那个人还在垃圾堆旁。
李新月走近一看，扒垃圾

的男子四五十岁，整个人异常
消瘦，浑身脏兮兮的，头发凌
乱，大热天的，还穿着牛仔裤和
西装。“我跟他讲话，他不理我，
我用手势比画，他会咿咿呀呀
回答，然后用手指着扁扁的肚

子。”李新月说，经过交流，她才
知道对方是个聋哑流浪汉，并
且腿有残疾，扒垃圾堆只是想
找东西吃。

李新月赶忙拿来馒头和水，
流浪汉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在李新月的帮助下，流浪汉住进
了附近一个废弃的小屋中。

欣慰，流浪汉找到临时的“家”

焦 海 祥
（左）正在给农
民讲解农机操
作知识

李新月给聋哑流浪汉送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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