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一”儿童节前夕，市委党校第十九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们来到信阳特殊教育学校，看望慰
问残疾儿童，并为他们带来了节日的礼物，让孩子们再次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爱。图为学员们赠送礼
物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 孟磊摄

□

本报记者赵锐文
/

图

日前，河区第十二小学开展了以“绿茶香、飘四方、红领巾、爱家乡”为主
题的庆“六一”活动。该校师生的茶艺表演、采茶舞、茶诗诵读、现场绘画等展现
了师生对家乡茶文化的了解和热爱。 该活动的举办也让学生们过了一个独具
特色的“六一”儿童节。图

①

为该校老师为学生进行茶艺表演。图
②

为学生们表
演大合唱。 本报记者杨柳摄

我们种的土豆怎么了？

息县城郊乡尹湾村是蔬菜
种植基地，这里的农民世世代代
以种菜为业。这段时间正是土豆
收获上市的季节，然而，对于尹
湾村的

50

户菜农来说，却怎么也
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种的土豆
到现在还长得太小，根本无法开
挖上市。

记者了解到， 去年
11

月份，

尹湾村村民尹为红等
3

人从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讷河市购买

60

吨
“早大白”土豆种子，然后卖给本
村
50

多户菜农，在全村种植大约
400

亩土豆。“早大白” 土豆品种
生育期在

60

天左右，它的特点是
成熟早，出薯率高，白皮白肉。现
在应该是“早大白”土豆收获的
季节了，可他们种的土豆咋还长
不大呢？

听说记者来采访，村民们纷
纷围了上来。

“我这块地从第七陇往东边
种的全是尹为红销售的名为‘早
大白’品种的土豆种子，这个种子
种出来的土豆，秧子厚，但是土豆
小而少，和其他‘早大白’品种的
土豆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你看我地里的土豆不仅长
得小而少，还有许多根本就没有
结土豆，光长秧子，没办法，只有
卖给养猪的。这不急坏人吗？”

为此，记者找到了从黑龙江
购买“早大白”土豆种子的尹湾村
村民尹为红。他告诉记者，他们购
买种子时，东北人说是“早大白”，

我回来卖给菜农时说的也是“早
大白”，一点假都没有。东北人给
我讲，这种“早大白”比“独藤”的
产量要高，亩产能达到

5000

多斤。

谁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批“早大白”土豆种子究
竟是有问题， 还是因为土壤、气
候、 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因素？这
400

亩土豆能不能长成“早大
白”？ 需要农工业主管部门进行
取样鉴定。于是我们电话采访了
息县农业局种子管理站。该站负
责人说，这个种子材料我们已经
掌握了， 也已经调查结束了。如
果菜农们要求鉴定是不是假种
子，他们必须提出申请，要求检
验，我们才能检验，同时要交种

子检验费用。鉴定费包括几个方
面：一是路费；二是住宿、食宿
费； 三是给专家的一些检验费
用。

可菜农们说，叫我们拿
5000

元钱，我们都兑不起。

分散的农户兑不出几千元
的种子鉴定费， 没有鉴定费，息
县种子管理站请不来省里专家，

这事一撂就是一个星期。

5

月
25

日， 记者第二次来到
息县城郊乡尹湾村时，正是“早
大白”土豆大规模采摘、收购的
繁忙时节。路边停放着前来收土
豆的大货车，外地商贩亲自到田
间验收土豆。

商贩们说，他们种的那个土
豆主要是小的太多， 体型不匀。

虽然价格便宜， 但土豆不好卖，

市场上不好销，我们还是愿意收
真正的“早大白”。

提起这批土豆，菜农们满腹
怨言。

一位菜农说：“我今天凌晨
2

时
20

分起来，上农贸市场去卖土
豆，商贩们根本就不要。别人的
‘早大白’都是六七角钱一斤，我
的
4

角钱一斤人家都不要。 我们
以前种地土豆一亩地可以卖到
3000

元钱左右，今年这一亩地收
的土豆只能卖到

500

元钱左右，

成本都挣不回来。”

记者为此采访了息县农业
局负责人，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土豆种子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已
经采取了措施，一是局里派分管
领导参与调查这个事情。二是抓
紧时间请省市专家来进行鉴定，

在鉴定过程中出现的费用问题，

群众如果一时拿不出来，由局里
负责支付。三是鉴定之后，如果
种子是假的，我们要坚决予以打
击，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尹湾
村的

50

多户菜农眼看别人种的
“早大白” 土豆已经收获上市
了，而他们种的“早大白”土豆
还是长得太小。这批“早大白”

土豆种子是不是有问题， 需要
农技专家来鉴定。 相信息县农
业主管部门会以农民利益为
重，为民解忧，积极调查情况，

给农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本报
将继续关注此事。

李集乡
严防汛期山体滑坡

本报讯（记者苏鹏）

进入汛期以来， 为了高效有
序地做好山区村地质灾害应
急防治工作， 最大限度地减
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维护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
定， 商城县李集乡采取多种
措施， 严防汛期山体滑坡等
灾害事故发生。

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对地
质灾害防治知识进行广泛宣
传，加大对公众防灾、减灾知
识的宣传力度，增强公众的防
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提高
群众在遭遇险情时有避让或
采取排险防治措施能力。

二是思想认识到位。干
部职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明确责任。 切实把思想认识
统一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上来， 做到各司其
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突发
地质灾害应急工作。

三是人员工作到位。乡
领导干部、 民政、 土地管理
所、 南部山区村委会等工作
人员， 随时深入山体滑坡险
区，查看土地开裂情况，并对
群众危险住房的墙壁开裂、

地板断裂等现象作好监测。

四是巡查监测到位。工
作队员要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
度， 加强对地质灾害重点地
区的监测和防范， 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万无一
失。

6

岁时母亲出走至今未归，父亲一直靠打零工挣钱养育着这苦命的兄妹俩。今年年初，父亲发现
12

岁的女儿头上的几个瘤子随着时间
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在安徽省阜阳市肿瘤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孩子父亲，他女儿的病需要到外地的大医院动手术，医疗费用最少也要
20

万元左右。面对乖巧多难的女儿和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费用，无奈的父亲趁没人的时候在建筑工地上放声痛哭———

谁 来 帮 帮 这 个 可 怜 的 孩 子 ？

近日， 在淮滨县工业园区某一建筑工地
上，一位

40

岁左右的男子失声大哭，哭声很快
引来了正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

30

多位工友们
的注意。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未到伤
心时。”大家忙围上去，从旁边了解情况的工
友那里得知：该男子名叫郑海勇，今年

40

岁，

家住淮滨县王家岗乡郑营村。 郑海勇家上有

70

多岁的父母，下有一双十几岁的儿女。前几
天， 郑海勇带着

12

岁的女儿盼盼到安徽省阜
阳市肿瘤医院检查头部病情时，医生告诉他：

他女儿的病情非常严重，如不及时做手术，将
会有生命危险。 同时建议他立即将女儿转到
上海或其他大医院进行手术， 医疗费用需要
20

多万元。

回到淮滨的家， 望着女儿的身体在一天
天变得消瘦， 家中既无积蓄又没有任何值钱
的家产卖掉给女儿治病， 郑海勇只有继续到
工地上干活。想起女儿病情确诊却没钱医治，

也许有一天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女儿离他而
去，郑海勇觉得很对不起女儿，想到伤心无奈
时，这位大男人只有放声痛哭。

在淮滨县东部紧邻安徽阜南的王家岗乡
郑营村，记者来到了郑海勇的家。郑海勇家住
的是三间起脊小房， 在全村很少有这样的房
子， 外面的阳光透过墙体的多处裂缝照在屋
内，可以看见屋内破烂不堪。除了屋角处还有
一部杂牌电视机外，再也不见任何电器。当做
厨房的西屋四壁更是黑糊糊一片， 靠墙处只
有两口地锅和一些十分简单的碗盆。

据郑海勇介绍，

1994

年经人介绍他和邻村
的姑娘王某结婚，第二年生下一个儿子，女儿
盼盼

1998

年出生。对于这个有着一双儿女的四

口之家来说，男主外女主内，家庭虽有不是很
富裕，但全家的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很是幸
福。但好景不长，

2000

年
4

月的一天，两岁的女
儿盼盼突然哭闹不休。郑海勇仔细查看，才发
现女儿头上长了一个小包。当时夫妻两人以为
是小盼盼顽皮不小心碰到哪里了，也没怎么当
回事，就带着女儿到村里的诊所随便吃点药打
点针， 可一连数日也未见孩子头上的小包下
去， 于是他们又带着女儿到县里的医院检查，

经医生诊断，小盼盼患的是脑动脉血管瘤。

由于家庭收入低，没钱做手术，郑海勇只
能四处借钱给女儿治病， 至今还有一两万元
借的钱未还清，到后来实在借不到钱了，只能
是买点药打点针缓解病情。 家庭突然发生的
变故， 也使郑海勇的妻子失去了在这个家生
活的勇气。 就在

2004

年小盼盼刚满
6

岁的时
候， 她狠心地抛下丈夫和一双儿女离家出走
至今未归。家庭缺少了个女主人，孩子们少了
妈妈，这个家庭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如此，但
为了一双儿女， 郑海勇仍坚持没白日没黑夜
的在工地上干活， 就是想积攒些钱给女儿做
手术费用。 可是对于一个月只能拿到千把元
钱的郑海勇来说，这不过是杯水车薪。和郑海
勇一起打工的工友们得知郑海勇家的情况
后，都很同情郑海勇，大家也是你三十、他五

十的为可怜的小盼盼捐了近千元钱让小盼盼
治病，这些钱虽少，但体现了工友们之间的关
爱之心。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这种十分艰难的
环境下，小盼盼却很懂事。正在村小学上三年
级的小盼盼， 每天放学回家首先主动帮助爸
爸烧火做饭，打理家务，之后就努力学习。小
盼盼的班主任郑老师告诉记者， 盼盼学习非
常努力，病魔并没有让她退却，她尊重师长，

团结同学， 学习成绩在班上还排在中上等的
行列里。

在采访结束时， 记者问小盼盼：“还想继
续上学吗？你的病情你知道吗？爸爸没钱给你
治病咋办？” 只见懂事的小盼盼停顿很长时
间，才无奈地说了句：“我知道我有病，我非常
想上学，我希望有好心的爷爷、奶奶、叔叔、阿
姨们能否帮帮我，我想活下去！”

众人拾柴火焰高，人间有大爱，如果有谁
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助这位既懂事又十分无助
的小盼盼，请和本报记者联系。

湖北红安９７岁女红军圆梦信阳感慨说———

河 南 人 好 ， 信 阳 人 亲

日前， 年逾
９７

岁高龄的湖北
省红安县女红军周明结束了她

６０

年魂牵梦萦的信阳之旅， 泪别信
阳，返回湖北老家。

老红军周明， 原名吕秀英，

四川省南江县大河乡黄家垸人，

１９３１

年参加革命，三次爬雪山过
草地。她和其前夫李福太同在红
四方面军当兵，曾在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并肩战斗，并在革命圣地
延安生有一子———李延胜（喻：

延安必胜之意）， 后托付给信阳
四望山地下组织戴秀陪抚养。

１９４２

年，时任
１５

旅
４５

团政委的李
福太，在信阳谭家河四望山同日
军作战中光荣牺牲，当时，周明
和战友把李福太安葬在现李家
寨台子畈村境内后就随大军转
移离开信阳。

１９４５

年， 经李先念
和陈少敏介绍，周明与时任中原
军区新

５

师卫生部政委邹顺清结
婚。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国民党
３０

万大军
包围新

５

师，周明由于怀有身孕，

政委陈少敏动员周明和其丈夫
邹顺清回乡暂避，等形势好转后
再与组织联系，从此他们夫妻与
组织失去联系。解放后，李先念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３

次到湖北省
红安县寻找并会见老战友邹顺
清和周明，为其安排工作均被两
人婉言谢绝。几十年来，周明一
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希望在有
生之年到信阳看望老战友，祭奠
已故亲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一
直未能如愿。

两年前， 时任平桥区文化局
副局长的李建设， 陪同中国摄影
家协会的相关人员在大别山进行
红色革命历史创作时了解到这个
情况后， 就一直在寻找为老红军
圆梦的机会。今年

５

月
２５

日，李建
设在一次聚会中谈到这个故事和
老人的愿望， 引起信阳报业旅游
公司董事长王秀江南的关注。王
秀江南觉得， 没有当年红军出生
入死打天下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
活， 决不能让这位革命老人留下
人生遗憾， 她当即决定承担所有

费用，为老人圆梦。

５

月
２８

日，周明在王秀江南的
带领下，来到新县，参观了鄂豫皖
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和红四方面
军指挥部旧址。在纪念馆，当周明
见到许世友将军的相片后留下了
激动的热泪。

5

月
２９

日， 鸡公山管
理区副书记李树梧以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和王秀江南陪同周明到李
家寨台子畈村寻找红军先烈李福
太的墓地。 该村党支部书记胡连
永和村里很多老人都知道李福
太，他们根据周明的叙说，很快带
领周明找到了李福太的墓地。当
周明站在已故的老战友、 曾经的
亲人墓地前时， 怎么也抑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泪水长流不止……

祭奠仪式之后， 李树梧立即
安排在场的工作人员， 以最快的
速度为先烈树碑立传， 让先烈安
心长眠。半个多世纪的等待，半个
多世纪的梦想， 周明终于了却了
多年的心愿。随后，周明又到鸡公
山风景区游览观光。

回顾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
方，想起为自己抚养亲人、保护墓
地、帮助圆梦的信阳人民，周明嘴
里一个劲地念叨说：“河南人好，

信阳人亲啊！”

做

一

个

文

明

人

李
春
富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欲存争
于天下，其首必以文明为先”。同理，一
个城市欲存争于社会， 其首先必以文
明为先；人们还说，人无德不立，国无
德不兴。同理，一个城市及其市民倘若
缺乏道德支撑， 其兴盛必然是昙花一
现。故而，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一个
城市，其道德文明水平，是由一个个具
体的人的道德文明素质“堆积” 而成
的；而每一个人的道德文明教养，对一
个城市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 在某
种意义上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之所以发这番议论， 是因为笔者
看到《信阳日报》近期刊发的《百花园
需要我们一起来呵护》一文。据记者报
道， 有少许市民在游园过程中不注意
自我行为约束，随手扔果皮纸屑、穿鞋
在长椅上走来走去。尤其到了节假日，

仅在百花园北区， 清洁工每天都能清
扫出大约两条烟的烟头儿， 有的人还
把烟头等杂物塞在长椅的缝隙里。游
园时不回家， 把食品带到百花园里来
吃喝，本不应责怪。但是，一些人将吃
剩下食品诸如小菜、骨头渣、啤酒瓶、

一次性饭盒等随处乱扔， 而附近就是
保洁箱……当清洁工出面制止时，有
些人竟然说：“你们就是打扫卫生的，

我要不扔点东西， 你们靠什么工作
呀。”更有甚者，竟有不良之人把百花
园的花“请”到自己家中独自欣赏……

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所作所为，貌似践踏花园，实则践踏
了做人的道德和城市的文明。而道德缺失，文明不再，何谈
美景？

百花园是我市的地标性建筑，是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社
会和谐、魅力呈现、宜居范本、文明展示的象征。但是，文明
之地却发生了如此不道德的行为， 实在是令信阳人脸面发
烧，无颜面对。是呀，人，一撇一捺，写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
于这样的行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深刻地进行反思：我在做
什么，我做得怎么样，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每个人会有自己
的答案，但在每一个答案的背后都应有一个价值基点，那就
是做人首先要做一个有教养、有道德的文明人。因为，个人
文明可以折射出社会的公共文明， 而社会文明可以反映出
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公共文明的好坏，小处说会影响自身
形象，大处讲则牵涉到一个地方的形象。要知道，公共文明
是社会意识的一种体现， 而公共文明又是建立在个人道德
修养之上的。常言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而
行为举止的缺“德”，哪怕是一个人，或是一个人的一次作
为，都是对这座城市文明的践踏！

文明不文明，关键在德行。个案犹在，发人深省，奉劝市
民，切记文明：文明是一种细节，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品质，

是一种价值，是一种财富，是一种义务，是一种责任，是一种
力量， 更是一种受人尊敬并被大家广泛推崇的道德行为。

信阳正在创建文明之城。因此，我们在日常行为中，千万不
要忽略了文明习惯的培养，每一个人应当谨记，管住你的
手，不乱扔垃圾；管住你的口，不
随地吐痰；管住你的脚，不践踏花
草……面包里的酵母能把面包发
酵起来；每一个信阳人，都应做这
个时代的酵素，倍数地“发酵”这
座城市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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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小盼盼在帮助父亲干家务活时的情景。

一村民无奈地说：“土豆只好卖给养猪的。”

□

本报记者 苏鹏孟磊

图为信阳报业旅游公司董事长王秀江南带着周明老人在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
参观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苏鹏摄

图为小盼盼走在泥泞的上学路上。

①

②

□

本报记者苏鹏孟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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