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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春天等你
———追记项城市秣陵镇党委委员、统战委员、副镇长崔东含

□记者 王伟宏 张志新

同事：大家多希望他能再来

在秣陵镇政府，长期形成了这样一个工作制度，
那就是每天早上一上班， 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开晨
会，总结汇总前一天工作，安排布置当天工作。

为了便于日常管理， 秣陵镇将全域分为 5 个点，
也就是所谓的片区，并在每个点设有总支部书记。 在
崔东含没有任职副镇长的时候，一直都是西点的总支
部书记，分包陶湾、骨头冢、王路口、周池、大凡、三里
店 6个行政村，并带领 5名干部长期驻村开展工作。

2020 年 12 月以后，崔东含任职副镇长，转为分
管西点 6 个行政村的日常工作。

“每次晨会，崔东含总会用一个笔记本详细记录
党委、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和大家汇报的事项，
并对当天工作进行具体安排，详略得当，干脆利落，
从来不拖泥带水。 ”与崔东含相处二十多年的同事史
玉春说，“东含对工作比较负责任，从来没有喊过苦、
叫过累。 ”

崔东含生命定格的最后一天，也是从晨会开始的。
1 月 22 日 8 时许， 崔东含在晨会上对当时的疫情防
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小额信贷等工作统筹安排后，
便与同事冯冠军一起来到分包的西点各村进行走访。

当他们来到骨头冢村时， 正好遇到农业银行的
工作人员在为村里的脱贫户办理小额信贷。

得知附近陶湾村的脱贫户夏爱英刚从北京回来，
急需办理小额信贷后，崔东含立即打电话联系她。 谁
知，夏爱英正在 20多公里外的新桥镇务工。看到天空
下着雨雪，交通不便，崔东含便毫不犹豫地喊上冯冠
军一起，开车将夏爱英从新桥镇接到了骨头冢村。

“崔东含工作比较认真，得知夏爱英从北京刚回
来，在家待的时间不会太久，所以想着尽早让她把贷
款的事情办了。 ”冯冠军回忆说，当他们接到夏爱英
回到骨头冢村时，已到了午饭时间。 在骨头冢村，崔
东含和大家一起简单吃了方便面。

夏爱英办理完小额信贷后， 崔东含又开车载着
冯冠军、夏爱英一起从骨头冢村出发，准备先将冯冠
军送到陶湾村警亭， 然后再将夏爱英送到秣陵车站
让其返回新桥镇。

途中，崔东含突然向冯冠军说：“我胸口疼，有些
不舒服。 ”冯冠军便劝他说：“要不你赶快去医院检查
一下吧。 ”

崔东含忍着不适，将冯冠军、夏爱英安全送到目
的地后，才与其在项城市第二人民医院（所在地即在
秣陵镇）工作的妻子高余银联系。 当他告诉妻子自己
身体有些不适时，高余银让他赶快前往医院就诊。

崔东含赶到医院进行心电图检查后， 得知病情
已经十分严重，随即转往周口市中心医院进行治疗，
但最终没有挽回宝贵的生命……

冯冠军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十分心痛地说：

“东含分管着 6 个行政村的日常事务，不论是禁燃禁
放、脱贫攻坚、夏秋季防火、人居环境整治，还是疫情
防控、小额贷款等阶段性工作，把时间都用在了工作
上，从来不舍得休息一会儿。 ”

冯冠军的话，也在高余银口中得到了印证。那天，
崔东含在医院进行抢救时还说：“我的病情没这么严
重吧！下午，我工作上还有好多事呢，咋走得开？”这就
是崔东含生前完整表达出来的最后一句话。

“自从东含走后，我们的晨会每天还会照开。 有
一段时间，我们西点几个包村干部坐在一起，常常没
有一个人先开口说话，总感觉没了主心骨一样，多希
望他能再回来给我们开个会啊！ ”西点大凡村包村干
部范洪志的话，表达了大家对崔东含的无限思念。

群众：说好的要来我家看看

在秣陵镇骨头冢行政村李庄村西南头青青的麦

田旁，有一家肉牛养殖场，里面的 10 多头牛已经长
到三四百斤。

“一转眼，我养的 10 多头牛都长大了。 去年 11
月， 崔镇长带人前来帮我打扫牛圈时还说， 等开了
春，还会再来这里看看。 ”李庄村 50 岁的黄刚岭通过
崔东含办下 6 万元小额贷款后， 靠着肉牛养殖和种
植药材慢慢走上了致富路。

提起崔东含的离世， 他心里满是不舍地说：“要
不是崔镇长的帮助，我也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现
在春天已经到了，却再也等不到他了。 ”

崔东含自 1996 年 8 月参加工作， 一直没有离开
过秣陵镇， 从一个基层工作人员逐渐成长为一名干
部。 20 多年，他走遍了秣陵镇每一个村组。 日常生活
中，他的电话不断，有来请教的同事，有来求助的老
百姓。 “崔镇长能给百姓办实事，爱给百姓办实事。 ”
这句话成为当地群众干部挂在嘴边的话。

2020 年 12 月之前，崔东含担任西点总支部书记
的同时，也是一名包村干部，直接分包有 4000 多人
的陶湾村。

在这个人口大村，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村里一直
没有村民广场， 群众开大会或者进行娱乐活动时总
找不到一个好地方。

2019 年 2 月，崔东含积极号召乡贤捐款 16 多万
元，在村子中间一所旧学校处新建了一个 2000 多平
方米的村民广场，并安装有篮球架、乒乓球台、健身
器材等各类运动设施， 成为广大群众健身娱乐的好
去处，受到群众一致称赞。

“当时，旧学校里有一家诊所。 为了让这家诊所
搬迁出去，崔镇长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并费尽周折给
诊所找了一块新地，才顺利建成了村民广场。 ”陶湾
村的村干部张冬寒说。

无独有偶。 2017 年，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崔东含

还从陶湾村一家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手中争取过来

一个 400 多平方米的光伏发电项目， 每年给村集体
带来近 5 万元的收入， 真正为村里的群众带来了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还有这样两件事， 更能体现崔东含一心为群众
办实事的为民情怀。

在陶湾村，今年 69 岁的凡书民年老体衰，其妻子
和儿子也都患有疾病， 生活十分困难。 由于多种原
因，凡书民一家人都没有被纳入低保。 2020 年，崔东
含专门将此事向上级作了汇报，并费尽周折为他们 3
人办理了低保，让这个家庭的日子有了奔头。

今年 72 岁的陶湾村村民赵桂龙是一名特困人
员，曾患过脑梗，一个人生活十分不易。 没事的时候，
崔东含总爱往他家里跑， 并经常带去一些米面油和
衣物等，对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2018 年夏天， 崔东含得知赵桂龙的房屋一下雨
就漏水，立即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找来几个人把他家
的房顶修了修。

“年前，听说崔镇长去世的消息后，我几夜都没
睡好觉，咋也不相信这个事。 ”赵桂龙噙着泪水说，
“他是多好的人啊，说走就走了，以后，再也不能来我
家看看了！ ”

妻子：再也吃不到他为我送的快餐

崔东含是孙店镇人，在秣陵镇，他和高余银相识
相爱并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个人结婚 20 多年来，高余银
一直跟着崔东含住在镇政府两间简陋的宿舍里，直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新家。

尽管两个人日子过得十分艰苦， 崔东含也因为
工作繁忙很少照顾孩子，但在高余银眼里，他始终是
个知冷知热的好丈夫。

高余银在镇上的项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上
夜班是常有的事。 “我们忙起工作，连吃饭也没有个
时间，大多时候都是凑合一顿。 ”高余银回忆起过往，
满含泪水地说，“每当轮到我上夜班的时候， 只要他
在家，总会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我想吃什么？ 无论多
晚，他都会在街上买一份我最爱吃的快餐送到医院，
看着我把饭吃完……”

崔东含生活十分俭朴，在高余银眼中，他从来不
讲究吃穿。 “他好几年都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哪怕
衣服旧得不成样子，也不会主动去买。 ”高余银对崔
东含不无埋怨， 但更多的是疼惜，“他心里装的都是
咋干工作，其他事都放不进心里多少。 ”

崔东含参加工作 26 年来，始终在平凡的岗位上
默默奉献，用行动和生命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员使
命担当，谱写了一曲乡镇基层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时代赞歌。 ②13

������轻风掠过蝶舞金蕊、蜂逐花香的一片桃园，又到了鲜花绽放的春天。
阳春三月，行走在豫东大地，满眼生机勃勃。在项城秣陵西部的陶湾村与骨头冢村之间，

一望无垠的麦田青青如茵，道路两旁盛开的小花在风中轻轻摇曳。
春节前的 1 月 22 日，星期六。这一天，项城市秣陵镇党委委员、统战委员、副镇长崔东含

在骨头冢村加班开展疫情防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小额信贷等工作中，因劳累过度不幸离
世，永远离开了这片让他不舍的土地。

1 月 28 日，中共项城市委发出决定，追授崔东含同志为“项城市优秀共产党员”，并在该
市党员干部中开展向崔东含同志学习活动。当天下午，项城市委书记赵丹冒雪来到崔东含同
志家中，亲切慰问他的家属，并带去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斯人已去，留给人们的是满满思念。 花儿又开，依然有人在春天痴痴等待。
崔东含（（左二））生前在群众家中走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