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运迎来客流高峰 运输部门全力以赴

春节长假结束后，全国天
气普遍好转，雨雪减少，道路
畅通， 以民工返程以及学生
返校为主的客流线路火爆。在

我市火车站、 汽车站记者看
到，虽然客流量加大，由于客
运运力充足，组织得力，春运
工作进展有序。

图为记者在我市火车站、

汽车站拍摄到的一组镜头。

□

本报记者赵建

“你们的爱让我感受到温暖”

日前，“信阳三市民在刺骨
的水中勇救落水少年不留名”

的事迹在各媒体报道后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 大家在热议
救人英雄的同时， 更多的是关
注这个轻生少年被救后的生活
情况。

经过多方了解得知， 落水
少年名叫小杰（化名），家庭困
难，辍学在家，父亲早逝，还有
一个身患残疾的姐姐， 全家靠
母亲一个人打零工赚钱养家。

目前租住在青龙街一间老旧房
屋里。当天因为与母亲怄气，一
时想不开， 产生了跳水轻生的
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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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是农历腊月二十
九，信阳普降大雪，冰封路面，

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过年，

记者跟随着天源二手车市场总
经理苏滨及几名员工代表，冒

着冰雪严寒来到小杰的家中，

送来了米、面、油以及员工捐献
的棉衣、毛衣、外套等慰问品。

当见到小杰的母亲时， 苏滨急
忙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她的手，

将
500

元现金送到小杰母亲手
中。“这是我们全体员工的一点
心意，是爱心基金的捐款，希望
能对你们一家有所帮助， 困难
是暂时的， 你们的日子一定会
好起来的， 相信还会有更多的
人关心着你们， 祝你们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春节。”

听到苏滨暖心的话， 小杰
的母亲热泪盈眶地说：“谢谢你
们冒雪来看我们， 虽说天气寒
冷， 你们的爱让我感受到温
暖。”在临走的时候，细心的苏
滨发现小杰家的灯泡坏了，过
年的对联也没有买， 她马上去
买对联、灯泡又送到小杰家里，

把灯泡换好、把春联贴好。原本
冰冷的家顿时温暖、明亮起来。

加强质量技术监督 保证群众利益不受损害

农资、建材、食品、家电下乡产品是我市今年监管重点
本报讯（记者张超）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信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会议上获悉。去
年，我市紧紧围绕“保民生、保稳定、保发展”

指导思想，把维护产品质量和食品、特种设
备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生命财产
安全作为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启
动了“质量兴市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老
百姓比较满意。

据了解， 在去年的质量技术监督工作
中，我市质监部门紧抓“民生”主题，围绕老
百姓关心的问题开展重点领域监管。如不断
推进农业标准化和工业标准化，强化食品安
全监管，严格特种设备安全检验，加强计量
检验等。 全年监督检查

272

家食品生产企业
284

批次产品， 开展了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
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

8

个专项整治，实

施了建材、地条钢、加油站、床上用品专项打
假行动。

采访中，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陈世勋
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工作重点。今年我市质
量技术监督工作的工作重点是：一、努力提
高我市产品质量整体水平；二、努力提高我
市产品质量、食品、特种设备安全水平；三、

努力提高质量监督水平；四、努力提升技术

保障水平；五、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质量问题不仅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战
略问题，也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
民生问题。今年，我市还将以确保产品质量
安全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以农
资、建材、食品、家电下乡产品和节能减排产
品为监管重点， 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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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执法打假集中
行动： 一是深入开展农资专项执法打假，保
障农业生产和农民兄弟利益不受损害；二是
继续做好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产品质量监督
和执法打假工作；三是深入开展建材专项打
假；四是重点抓好重点食品执法打假；五是
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执法检查；六是对部
分产品的区域性、行业性质量问题开展执法
检查，七是开展“打击假冒、保护名优”工作。

我回家乡观龙灯

舞龙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
俗，从西域高原到长白山下，从中
原大地到沿海边陲， 每逢传统佳
节，都会舞龙助兴。特别是农村，每
逢农历正月， 由乡民自发组织，民
间艺人扎龙灯、耍旱船、舞蚌蚌，用
这些传统节目来释放一年辛苦耕
作的劳累，增添节日的欢乐。

我的家乡罗山县彭新镇，是一
个山川秀美、 风景如画的小城镇。

我们常自称是龙的传人，我的家乡
和龙又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她坐落
在大别山下，淮河上游的九龙河之
滨。虽然离开家乡

30

多年，但儿时
夏天白日在河里捉小鱼，夜晚拿一
张竹席在河滩上纳凉的情景仍历
历在目、不能忘怀。

今年受朋友之邀， 我带上家人
一同回家乡观赏龙灯。真没料到，此
行不仅感受到了家乡的巨大变化，

而且彻底了解到舞龙灯的真正含
义。

文革前的彭新镇， 人口不足
600

人， 东西走向的沙石路街道宽
不过

3

米，每逢腊月，赶集的人们挤
得水泄不通。如今，宽阔的柏油马
路直贯东西，长达

3

公里，无论是路
面的宽度和街道的长度都比原来
扩展了好几倍。街道两边统一规划
的楼房和门前红绿交错的地砖整
齐划一，道路两旁的广玉兰精神抖
擞，像列队的卫兵在欢迎着我们的
归来。

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是舞
龙灯的第一个高潮。

下午
3

时许， 舞龙灯的序幕拉
开，“牵龙喝水”仪式开始，总司仪
哨音一响，悦耳的唢呐、欢庆的锣
鼓、 震耳欲聋的鞭炮此起彼伏，鲜
红滚动的龙珠引路前行，十几个小
伙子一声呐喊， 举起长龙开始舞
动，旱船、蚌蚌、大头娃娃和身着艳
丽服装的秧歌队紧随其后，人们有
的站在路边驻足观看，有的随着舞
龙队伍缓缓前行。表演队伍来到河
边，鞭炮锣鼓嘎然而止，舞龙者成
一字形排列，由司仪在龙头前摆上
香案，供上祭品，燃烧纸钱，乡民代
表向长龙虔诚叩首，围观的人们鸦
雀无声，整个仪式场面庄重肃穆。

我儿时观看过舞龙灯的，当时

少不更事，只是跟在人群后面看热
闹。现在看到这样一种场面，不禁
产生了疑问： 改革开放到今天，家
乡的人们难道还在宣传迷信？

带着这个疑问，我特地请教了
几位老艺人。原来，这“牵龙喝水”

的仪式只是舞龙灯的序曲，整个舞
龙灯的过程在农历正月十五、正月
十九和二月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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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晚上完成。龙
是水中的动物， 正月十五举行的
“牵龙喝水”仪式中燃烧纸钱、摆放
祭品、虔诚叩首等传统习俗一是要
获得龙王爷的批准，放龙出水与民
同欢；二是让龙吃饱喝足，养足精
神。正月十九的晚上是宴酒，大意
是请龙王爷的客。二月初二的晚上
是斩龙头， 用一盆血水泼在龙头
上，再将龙身放入水中，使其回归
大海，以祈求龙王爷保佑当地一方
百姓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这才是
舞龙灯的真正目的。

下午
6

时许，正月十五闹元宵、

舞龙灯活动正式开始， 按照习俗，

表演者由东向西，逆水而行（俗称
玩上水）。其时，家家户户门前张灯
结彩，备足了烟花爆竹，龙到之处，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冲天而起的烟
花五彩缤纷， 山乡小镇犹如披上了
节日的盛装。 舞龙的小伙子们龙行
虎步，边舞边喊，使尽浑身解数，把
一条长龙舞动得千姿百态、 潇洒飘
逸、风生水起。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不到半个小时， 漆黑的夜空突然划
出一道闪电，霎时，雷电交加，春雨
不期而至。 舞龙者不仅没有感到扫
兴，反而精神百倍，有如神助。观灯
的人们更是欢呼雀跃，呐喊回应。站
在后面的老人们纷纷感叹今天是个
好兆头，今年也一定是个好年头。

返回市内的路上，我们余兴未
尽，感叹着家乡的祥和、富足，验证
了我市一书法家为此次灯会所书
“传承习俗文化，凝聚和谐精神”的
主题， 也谈到家乡的河道变窄、沙
滩变少、河床遍布垃圾，与镇中心
大道的宽阔整洁形成反差，据说镇
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但乡民们的
环保意识还需提高。去年，信阳市
被评为“全国十佳宜居城市”，这是
一块难得的金字招牌，每一个信阳
人都要用行动去维护信阳的美好
形象，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山
更绿！我期盼和关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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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的

赞

歌

李
春
富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新的
一年，一切都是新的，也有许多令人赞美的新
人新事。这些新人新事，为新年的春天添上一
抹亮色、增加一份信心。

“三位好心人雪夜救人不留名被救者多
方寻找谢恩人”。据《信阳日报》民生新闻报
道，

2010

年
2

月
16

日，农历虎年正月初三夜晚
9

时
40

分， 忙碌了一天的豫花园大酒店餐饮部
服务员朱琳踏着积雪下班回家， 遇到因病晕
倒在雪地里的一名患者。随后，她与相继赶来
的闫强、黄忠盛一起，将该患者扶到酒店内，

并想办法打电话通知其家人将其接回。 几天
后，获救男子多方打听寻找救命恩人，终于依
靠一组电话号码找到朱琳等人当面致谢，此
义举才在酒店领导和员工中传播开来。

几位普通的员工，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在
风雪交加的夜晚，在不期而遇的路途，见到一
位意外病倒在雪地里的陌生人， 毫不犹豫地
对其进行施救，并不留下姓名，也不企求得到
什么。这是一种什么人格？这是一种博爱的人
格；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精
神。这是小人物的大爱，这是小人物的大道。

大爱，在小人物那里是无疆的；大道，在小人物那里是有德的。有
爱者有责，有德者无私。爱与德，成就了小人物的伟大；爱与德，

也丈量着“大人物”的渺小。

这让笔者想起了前些时《信阳日报》报道的“三市民刺骨水
中救落水少年不留名”的民生故事。其中的钟勇和张兴旺二人，

在救人的当晚又匿名来到医院看望落水少年，并捐
400

元钱给孩
子的母亲。当记者问及此事的时候，他们说：“没什么好说的，性
命攸关的事儿，换谁都会出手相助的。”普通的话语，道出的却是
不普通的道理；普通的行为，显示的却是不普通的品格；普通的
人物，做出的却是不普通的事情。无论是雪地救病人的员工，还
是勇救落水少年的路人，同为小人物，在日常行为中，却让那些
自诩大人物的人无地自容。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过去的几年，拥有许多骄人“名片”的
信阳，迎来了又一个灿烂的春天。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而满园的春色，则是由一支支美丽的小花装点起来的。因
此，在温暖的春天里，为了美丽的信阳更
有魅力，为了信阳的“名片”更加亮丽，我
们应当为那些小人物多唱赞歌， 唱出一
个又一个大爱无声、 大德无名的小人物
来，唱出一座又一座美丽的百花园来。

浓 浓 政 协 民 生 情

——— 一个关注民生的政协提案诞生记

“这个提案如实反映了中医的现状。”

“这个提案代表了中医界的心声。”

“通过这个提案，我们看到了信阳中医的
希望。”

这是我市一些著名中医专家在一次市政
协提案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所发出的感慨。他们
所说的提案，是市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撰写的
《振兴中医，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群众的生老病死是最大的民生
关注民生、服务大局是政协牢记的使命。

新年伊始，为使关注民生这一主题在本次政协
大会上得到更好的体现，市政协开始了对民生
问题的意见征求。

带着对民生问题的强烈责任感，

1

月中
旬， 市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一行来到市卫生
局，就“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向中医管理部门人士征求意见。

“全市八百万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是最大
的民生。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民
生问题的焦点之一。在这方面，中医具有不可
比拟的优势。”市卫生局分管中医的副局长周

大典， 向市政协调研的同志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

他带着职业的热忱侃侃而谈：中医是中国
最伟大的文化遗产，它是面向芸芸众生的医疗
体系，具有“简、便、廉、验”的医疗特色。政协
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目光投向中
医，这个突破口选得好

!

面对看病贵人们怀念李亚乔
“一把草药治病，一把草药救命。多么神奇

呀！这就是中医的生命力之所在。”周大典副局
长和中医科唐科长很鲜明地陈述了自己的见
解：在中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能小
窥中医的作用。

他们介绍说，群众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

主要是指常见病、多发病。中医对这些病的预
防治疗，在病理、药理、医理上都比较成熟。一
个中医医生可以完成对病因的诊断和治疗，花
费只在几元、十几元之内。而西医则需要多个
诊断环节和较长时间，花费则在几十元、几百
元。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完全应该弘扬中
医这个优势。

他们感慨地回忆道：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市卫校附属医院有一个中医叫李亚乔。他看病

以开药便宜而被群众交口称赞：两三毛钱一副
药，七八毛钱治个病。上点年纪的人至今仍对
他念念不忘，与今天老百姓抱怨“看病贵”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

直陈“四个衰落”

带着调研的收获，市政协的同志动笔撰写
了《振兴中医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
个提案。在充分肯定我市中医事业的进步成绩
的同时，提案指出了中医面临的困境。

“名中医” 的衰落。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
前，信阳各县区都有一批出身中医世家、从医
经年、医道高明的“名中医”。但是现在，“名中
医”基本上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

中医医疗队伍的衰落。全市乡村中医人才
严重匮乏，中医队伍的素质也令人堪忧。

中医医疗市场的衰落。 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中医在医疗市场上占据半壁河山，但现在，

中医医疗市场严重萎缩。

中医医疗理念传播的衰落。过去，中医医
理知识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如今，青
少年甚至中年人也对此知之不多。

拯救中医、振兴中医两大工程
这些建议是否符合实际？

1

月
26

日，市政协

提案委、 调研室又特邀我市中医界专家座谈，

征求他们的意见。

座谈会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热烈场面。

中医专家们把闷在心中多年的话都掏了出来，

提出一条条建议。

老中医董长富提出：“名中医”是中医事业
的灵魂。一个“名中医”可以带动一片市场，带
活一个医院，带起一支队伍。我市应制定计划，

尽快培养出一批“名中医”。

“新农合政策带活了乡卫生院， 促进中医
也要有政策创新。” 平桥区中医院院长提出独
到见解：“应像国家促进家电产品下乡那样，对
中医实行补贴，鼓励群众看中医，激活中医就
医市场。”

市第二中医院著名中医张俊生、汪光军恳
切建议：“对受群众欢迎的特色专科，政府应有
专项资金支持发展。”

市中医院副院长李柏林呼吁：要加强中医
科学的宣传教育， 振兴社会对中医优势的认
识。

座谈会形成了一个共识：我市应分步实施
拯救中医和振兴中医两个工程，用三年至五年
的时间，使中医相对衰落的局面有较大改观。

一份浓缩为
2000

字的提案提交给了市政
协。薄薄的几页提案，却是沉甸甸的。它代表
了广大中医工
作者的久久期
盼， 也折射出
了政协委员对
民生关注的浓
浓之情。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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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办理的退货

我曾一直认为，减少退货就
是为公司减少损失，但不久前发
生的一件事却给我上了深深地
一课。

那一天，一位女顾客抱着一
个半岁大的孩子，拿着一包纸尿
裤到服务台要求退货，原因是孩
子用的是

S

号的， 而她购买的却
是
M

号的。 我拿过商品看了看，

发现包装已打开且使用了几片。

我看了真想说：“对不起！商品已
使用过，我们无法为您退货。”经
理看出了我的心思，连忙对大姐
说道：“姐，您抱着孩子来一趟不
容易，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样，

您退的东西，钱由我来掏。然后
您再选购合适的商品， 可以吗？

也欢迎您能常来！”

大姐有些意外，非常高兴地
接受了。没有想到的是，她居然
又到卖场买了三包同样的纸尿
裤。在经过服务台时，她不好意
思地对我笑道：“其实用过的东
西，你们确实也没法卖了，真是
对不起！” 这时， 我突然体会到
了公司的“喜舍”理念。虽然，我
们只是损失了一点商品，但却赢
得了顾客的真心。

西亚光山店员工冯迎娟

新县纪委严查“节日病”

元宵节期间开展公车
“送灯”专项检查活动

本报讯（黄坤）农历正月十五下午，新县纪委
组织县廉自办、 县公安交警和县电视台等单位对
元宵节期间公车“送灯”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此
次检查共设置

2

个检查点，检查车辆
326

台（次），检
查中没有发现明显的违纪违规行为。 通过监督检
查，有效预防和制止了公车“送灯”现象。

新县农村历来就有回老家给祖先“送灯”

的祭祀习俗。时至今日，有一些人利用公车回
老家“送灯”。 为了刹住公车私用这一不正之
风，“双节”期间，该县纪委监察局采取有效措
施，加大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力度，坚决制
止公车私用等各种不正之风和奢侈浪费行为，

1

月中旬下发了《关于加强
2010

年春节、元宵节
期间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

2

月上
旬转发了市纪委《关于加强春节期间党风廉政
建设的通知》，就做好“双节”期间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 重申了有关纪律规
定；利用县有线电视台播放廉洁自律规定和制
止公车“送灯”标语

82

条；加强节日监督检查，

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节日病”得到了有效
治理，确保了全县到处洋溢着廉洁、文明、祥和
的节日气氛。

□

本报记者郝光

□

陈保国

新县苏河镇历来就有正月十五舞龙舞狮的传统。据当地的老人介绍，舞龙这一习俗已经延续
了上千年。今年春节，当地富裕起来的乡亲们就早早准备好了锣鼓。正月十五这天，青、红、黄、绿
等十几条龙和狮子相继来到集镇上给乡亲们拜年。每到一处，家家焚香燃炮，喜气洋洋，整个集镇
沉浸在新春的浓浓气息中。 本报记者郝光摄

龙腾狮跃闹新春

□

本报记者赵锐文
/

图

认真检票 准点发车

有序进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