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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生活广场员工张良

老 三 句

一天晚上手机响了， 是小弟打来
的，说父亲想和我说说话。父亲是不善
言语的，每次打电话都是“老三句”：钱
够花吗？你没啥事吧？工作还顺利吧？

从上大学起， 电话中父亲的话不多不
少，正好三句。每次我开玩笑地对父亲
说：“您的话我都会背了， 下次我直接
给您背答案好了。” 父亲总是嘿嘿一
笑。今天父亲照例是说了“老三句”，临
挂电话时，父亲问我：“星期天回来吗？

要是没什么事就回来吧。” 我很惊讶，

今天父亲说了四句话， 父亲开始盼我
回家了。

寒假回家，父亲从村里走来，拿过
我手中的行李，自豪地说：“你家婶子和
嫂子都说是谁家打工的回来了，我说是
我们家老大，她们还不信。”父亲走在前

面，累伤的腿走起路来直直的，我没有
抢过父亲手中的行李，记忆中的父亲是
年轻的、有力的，我在父亲的背影后走了
十几年，又踩着自己的影子走了几年，那
天突然发现父亲的脚步慢了， 慢的我不
得不时时调整自己的步子， 又安慰自己
或许是忘了父亲的步伐。

我们渴望长大， 在疯长的年代里，

我们张扬的奔跑， 忽略了父亲越来越
慢的脚步；我们追逐着梦想，忽略了父
亲鬓角的白发。等到有一天，我们也有
了孩子，我们的孩子一天天的长大

,

我
们会不会开始盼望孩子的电话，问他：

星期天回家
吗？没事就回
来吧。会不会
想起这句话
好像在哪里
听过……

罗山县

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政策深得民心

本报讯（王静）为保障城乡
困难群众“病有所医”、“困有所
助”， 罗山县在统筹城乡社会发
展中，将城乡医疗救助作为“以
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的
重点工作， 构建了政府领导、民
政主管、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
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协调机制。罗
山县民政局以城乡特困群众为
重点， 大力实施城乡医疗救助惠
民政策。

今年以来， 罗山县政府共投
入
101

万元专项资金， 资助
33925

名农村困难群众（包括农村残疾
五保和农村低保对象）参加“新农
合”。通过“新农合”、“城乡困难群
众住院医疗保险”、“大病医疗救
助”三道覆盖，保证了农村五保对
象、农村低保对象和城镇“三无”

人员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和救
助。 同时该县明确了医疗救助的
对象、病种和标准，建立了乡镇和
县级日常医疗救助对象台账，按
年度最高标准下拨医疗救助资
金。 城乡医疗救助政策给困难患
者家庭带来了福祉， 庙仙乡黄家
明一家祸不单行，黄家明患肺癌，

爱人杨世凤患尿毒症， 儿子黄庭
军患尿毒症， 一家人每年治病要
花大量的钱， 给家庭带来了严重
的经济困难， 生活难以维持，该
县民政部门了解他们的情况后，

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为一家三口
给予大病医疗救助， 共计救助
9700

元，他无限感激地说：“是城
乡医疗救助制度挽救了我们一家
人的生命， 我们永远铭记党和政
府的恩德！”。

城关镇居民雷震患严重的尿
毒症，需要做换肾手术，更需要一
大笔医疗费用， 全家人正一筹莫
展的时候， 该县民政局本着特事
特办优先救助原则，简化手续，为
他解决了大病医疗救助资金

6000

元。 当家人领取救助金后紧紧握
住工作人员的手， 含着眼泪动情
地说

:

“感谢政府的关怀，还是共产
党好，谢谢……”

据统计， 仅
2010

年上半年，

罗山县民政局已拨付救助金
98.7

万元，资助
359

名城乡困难群众就
医就诊，充分发挥了医疗救助制
度在保障困难群众“病有所医”

中的积极作用，使医疗救助的雨
露惠及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让
广大困难群众真正看得起病，住
得起院。

女儿，寻你只为一个承诺

“晶晶跟妈妈回家吧， 妈妈对不
起你，我以后一定会给你一个温暖的
家！” 泪水挂满了因为寻找女儿而分
外憔悴的刘萍的脸庞。

14

岁的晶晶
（化名） 因为母亲平日里忙于生计疏
于关心而选择了离家出走。这一走就
是半年的时间。

10

月
8

日，在息县夏庄
派出所里，母女相见的这一幕让人心
酸。

在夏庄派出所刘所长的安排下，

记者与晶晶单独进行了对话。“我恨
她！”谈到妈妈时，晶晶对记者说出了
这句话，当记者告诉她几个月来妈妈
为了找她夜不能眠，每天守在电脑前
看着女儿的

QQ

号码期盼她能说句话
时，晶晶的眼角有些湿润了。

晶晶的家乡在贵州省贵阳市，父
母在她三岁时离异了，跟着妈妈长大

的她聪明早熟。在学校的电脑课上她
学会了电脑上网， 为妈妈申请了

QQ

号码并加了好友。 在今年
5

月中旬的
一天，晶晶突然出走，

QQ

号码便成了
寻找她唯一的线索。刘萍原本不会用
QQ

聊天，为了能找到女儿，她放下了
维持生计的小生意， 专门学会了用
QQ

，在线等女儿回答。可是电脑显示
器上， 女儿始终灰暗的

QQ

号码是她
心头永远的痛，她知道女儿很可能隐
身，拒绝她的呼唤。终于在

9

月
17

日，

晶晶的表姐通过
QQ

知道了她所在的
地方，刘萍急忙与亲友赶到息县夏庄
镇， 并与收养晶晶的干爹等人见了
面。 双方意见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刘萍坚持晶晶未满
15

岁是未成年人，

应该由亲生父母监护，但最终刘萍未
能带走晶晶。回到贵阳之后，刘萍向
贵阳市新闻媒体记者求助并向贵阳
市警方报了警。 贵阳市警方很重视，

又与息县警方进行了联系，夏庄派出
所刘所长迅速安排民警调查，

9

月
30

日在夏庄派出所里，晶晶与贵阳市警
方通了电话。

10

月
6

日刘萍与本报记
者联系后又一次踏上了开往信阳的
火车。刘萍说为了女儿能回到自己身
边，她准备付出所有。得知晶晶是未
成年人，报社领导高度重视，马上安
排记者全程采访报道，要求把晶晶安
全带到信阳市区。在夏庄派出所干警
的积极努力下，

10

月
8

日下午
5

时刘萍
母女与记者回到了信阳市区。

10

月
9

日
1

时左右，在信阳火车站
值班的王警官和庞警官了解到刘萍
母女的情况后，二话没说立即把她们
领进站台警务室候车， 刘萍感激地
说：“谢谢信阳的好警官，我永远忘不
了你们！” 两位警官则说：“帮助你们
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当记者再次接到刘萍的电话时，

她们已安全到达贵阳市，记者的心里
充满了欣慰， 欣慰之余也不禁感慨，

晶晶的经历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单
亲孩子的成长教育困扰着很多家庭，

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愿晶晶妈妈的承
诺不会落空，给晶晶一个温暖的家！

□

本报记者张超文
/

图

翱 翔 的 信 阳“百 灵 ”

———访“水歌曲”演唱大赛铜奖获得者马艳萍
近日，记者从从南湾水库管理局获悉———

该局职工马燕萍经过层层选拔， 代表河南省
6

万多水利职工，远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参加了
水利部举办的首届“水歌曲”演唱大赛。经过

4

场紧张激烈角逐，马燕萍以一曲《美丽的南湾
湖》技压众多选手，获得首届“水歌曲”演唱大
赛原创作品铜奖。此外，马燕萍还获得民族唱
法优秀歌手奖、形象气质奖两项大奖。不久前，

记者专程采访了获奖归来的马燕萍。

采访以前，在记者的脑海中，原以为马燕
萍在全国性比赛中披荆斩棘，应该是一位职业
歌手。见面以后，感觉到自己的判断完全错误。

马燕萍
1963

年出生， 老家在山西省长治县。其
自幼跟随父母生活在信阳，是个地地道道的喝
着南湾湖水长大的姑娘。“我从小就喜欢音乐，

但遗憾的是，没有上过音乐院校，因此，只能算
是个业余选手！”面对记者疑惑的目光，她笑着
介绍说。

也许是山西人天生的好嗓音，再加上信阳
甘甜南湾水的滋润，马燕萍从小就是一个金嗓
子，唱起歌来宛若“百灵”。老师、同学和周围邻
居都夸赞马燕萍歌唱的特别好听。 上学时，马
燕萍一直都是学校文艺骨干，也是学校宣传队
的核心人物。音乐老师也非常喜欢这个有音乐
天赋的小姑娘，坚持鼓励她钻研音乐。马燕萍
父亲是南湾水管局的老干部，对女儿的管教比
较严格。因为年代的原因，怀揣着歌唱家梦想
的马燕萍接受了父亲的安排，阴差阳错成了一
名水管局防汛通讯员工。

虽然自己成不了歌唱家，但是，马燕萍的

爱好没有变，没有和音乐说“拜拜”，有空没空
时时总是哼两嗓子，天气不错的时候，独自一
人到南湾大坝上吊嗓子。同事们经常和她开玩
笑说，“百灵”又到树林里唱歌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马燕萍的音乐生
活。

1989

年的一个清晨， 一个记者团到南湾采
访。清晨在湖畔散步时，记者们听见远方有一
个女孩正在欢快歌唱，歌声甜美，犹如古涧清
泉，又如黄鹂欢唱，动听极了。“这是谁在唱歌，

恁好听？”记者们心头打上了一个奇怪的问号。

随行的南湾水管局领导骄傲地说，这是咱们南
湾有名的“小百灵”。“她叫啥名字，能不能把她
喊来沟通一下，唱歌咱听听？”记者们问道。南
湾水管局领导当即把马燕萍喊来，一曲歌声尚
未结束，周围已是喝彩声一片。记者们感叹说，

这个小丫头非常有音乐天赋，对音乐有惊人的
理解能力，“没想在信阳这个地方，能听到这样
美妙的声音！”记者团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话：

以后如果有表演的机会，我们一定帮助推荐这
个姑娘！

机会很快来了，随后不久，国家水电系
统组织文艺演出， 每个省均指派选手参加。

正当河南省为没有合适选手发愁的时候，有
记者推荐：“信阳南湾水库有个小姑娘唱歌
很不错，让她试试吧！”由于这次偶然的机会，

马燕萍开始第一次在大舞台上演出。 那一
场，她发挥得很好，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大型
演出比赛，却把声乐三等奖的奖杯捧回了河
南。南湾水管局的领导乐了，看来小马真是
个唱歌的好苗子，不但为信阳争了光，而且
替咱河南添了彩！

从此，马燕萍开始在各类大型比赛中频频
亮相：

1990

年，在河南省民歌演唱大赛中，马燕
萍荣获河南省十佳民歌手奖；

1997

年，在第二届水利艺术节声乐大奖赛
中，马燕萍荣获民族唱法二等奖；

……

听过马燕萍演唱的人都不由自主赞道，她
的歌声比较甘甜，没有杂音，犹如山泉水一样
纯净。听她唱歌是一种享受。马燕萍自己笑称，

嗓子是天生的，演唱关键是自信。只要能够通
过歌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就是成功。

马燕萍所在单位是南湾水库管理局，单位
文化氛围比较浓厚，各类文体活动开展得比较
好。局里还成立了一个艺术团，由马燕萍担任
艺术团团长。 谈到自己在艺术方面的成就，马
燕萍非常感谢自己的单位，在各方面都给予大
力支持。前些年，单位还将马燕萍送入信阳师
范音乐班系统学习两年声乐方面的知识。此次
“水歌曲”演唱大赛，南湾水库管理局明确一名
领导亲自带队，从歌曲的创作、编曲、演唱、录
制，全程参与，大力支持，为选手比赛提供了坚
强有力的支持。

马艳萍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她的先生非常
支持她在声乐方面的努力。 在马艳萍的影响
下，其正在念大学的女儿也很喜欢音乐。马艳
萍表示，自己还会一直唱下去，把歌声带给每
一个热爱音乐和生活的人。

□

本报记者杨柳

老 人 的 哲 学

真是岁岁重阳岁不同，今又
重阳话依旧。因为，重阳节是老人
的节日，作为晚辈的我们，此时应
当想起家里的老人和社会上的老
人，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所
有老人节日快乐。因为，只要快乐
是他们的，我们晚辈也就快乐着。

快乐是老人的哲学。

这不，佳节还没来到，市里
已经很热闹。据《信阳日报》民生
新闻报道，以多才多艺、健康快
乐为主题的“十佳健康老人”评
选活动已热热闹闹地谢幕。在比
赛的选手中， 年龄最大的

86

岁，

最小的
60

岁； 老人中有老领导、

老军人、老教师，也有热爱劳动
的农民和坚持锻炼的城市居民；

参赛节目有大合唱、舞蹈、豫剧
等……好一派夕阳无限好的美
丽图景。难怪

86

岁高龄的周百钧
老人非常高兴：“我很高兴，这也
是党的政策好啊。”是的，党的政
策好，人民生活好，与这些老人以
前的日子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

按理说，老人们是该高兴。看到节
日里快乐的老人， 笔者不由地感
慨起来， 并有话要说———老人的
快乐，不应只属于节日，而应快乐
地生活在每一天。

这让笔者想起前些时候央
视播出的两个有关老人的故事。

一个是居住在城市的教授，子女
都在外地工作，孤独的老人只好
以收留的流浪狗为朋友，他说与
这些狗“情同手足，相依为命。”

在他眼圈的泪花里，让人看到的
是一种残缺的、 畸形的快乐；另
一个老人住在农村，膝下有四个
子女， 最后落得个无家可归、无
人赡养……不知道在今年的重
阳节日，他们是否能如“十佳健
康老人”那样快乐？哪怕只有一
天，或是一个小时，获得健康的、

发自内心的快乐！

当然， 社会发展到今天，各

项养老制度也逐步在健全，吃饱
穿暖，老有所养，对于每一个老
人来说，早已不是问题，但是，老
有所乐，幸福的、健康的天伦之
乐，并非上述两个老人的独特案
例。在我们的身边，在日常的生
活中，孤独的、伤感的、发自内心
企盼儿女关怀的老人，并不是个
别现象。 虽然现在经济发展了，

儿女的生活富裕了，节假日旅游
的人与日俱增了，但老人们的快
乐却与这些美好的生活成反比。

而这，应当是我们、尤其是作为
儿女们必须深思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据我市权威部门统
计，截至

2009

年底，我市
60

岁以
上的老人已达

112.5

万人， 占我
市总人口的

13.89%

， 这个数字
预计将以每年超过

1%

的速度增
长。社会老龄化的加速，也在提
醒着每一个青年人都将会亲身
经历这样的过程： 今天的老人，

就是明天的我们；老人今天的烦
忧，就是我们明天的写照。倘若
我们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
能给自己的老人营造一个幸福
的生活环境，就会为下一代“树
立”一个仿效的典型，就会为自
己埋下一个“孤独老人”的种子，

就会续演又一代老人物质充盈
而精神烦闷的场景。而这，是我
们和这个社会都不愿看到的。

古人云，父母在，不远行；笔
者说，父母在，常回来。老人的哲
学，不只是在身，在他们的衣食住
行。而是在心，在老人们的精神需
求；老人的哲学，不只是在老人们
盼望社会的精神需求， 更是在儿
女们的亲身慰藉， 在于儿女们是
否想到并实实在在地做到对老人
身心的关怀， 让老人每一天都过
着快乐的重阳节。

《信阳市城乡医疗救助实施方案》正式出台

我市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50万余人将直接受益

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获悉，为进
一步完善我市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保
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

2010

年
10

月
8

日，《信阳市城乡医疗救
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
式出台。我市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
保对象等

50

万余人将从中受益。

四类人群可获得救助
按照《方案》规定，我市城乡医

疗救助对象有四类， 分别为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农村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 农村五保供养对
象；城乡其他经济困难家庭人员（主
要包括低收入家庭重病患者、 重度
残疾人、 城市低收入家庭

60

岁以上
老年人和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方案》要求，各医疗救助定点
医疗机构要加强医疗救助有关政策
和规定的宣传， 严格遵守有关规章
制度，增强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意识。

要公示收费标准，坚持因病施治、合
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规范
收费，切实为困难群众提供优质、高
效、低耗、便捷的医疗服务。

医疗救助分四种方式
我市城乡医疗救助包括资助

参合、参保，实施门诊医疗救助，实
施住院医疗救助，实施临时医疗救
助四类。

第一，资助参合、参保。按照城
乡统一的资助标准，资助农村低保
对象和农村五保对象参加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资助城市低保对象参
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照有

关规定，资助城乡其他经济困难家
庭人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二，实施门诊医疗救助。

1.

对
农村集中供养五保对象，各县区可
根据资金筹集和使用情况，每年从
医疗救助资金中为集中供养五保
对象拨付不低于

200

元的门诊医疗
费。

2.

农村分散供养五保对象、城市
低保对象和城乡其他经济困难家
庭人员，患常见病、慢性病需长期
维持院外治疗年门诊医药费支出
较大的，各县区可根据实际情况每
年发放不低于

300

元的门诊医疗救
助卡，救助对象到指定医疗救助服
务机构（各县区自定）就医或购药。

第三， 实施住院医疗救助。民
政部门对救助对象患病住院的要

积极施行医前或医中救助。住院医
疗救助不设起付线， 不限定病种。

救助对象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产生
的费用，在扣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后，

需个人承担的、符合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
定的合理医疗费用（以下简称合理
医疗费用），按一定比例实施救助。

1.

集中供养五保对象、城市低保对
象中无劳动能力、 无收入来源、无
法定赡养人（抚养人或扶养人）的
人员（以下简称“三无” 对象）按
80%

的比例救助，每人每年累计救
助最高限额为

4000

元。

2.

分散供养
五保对象、因艾滋病致孤人员和城
乡低保对象中的重度残疾人按
50%

的比例救助，每人每年累计救

助最高限额为
3000

元。

3.

城市低保
对象（不含“三无”对象和重度残疾
人）、农村低保对象（不含重度残疾
人）及确需救助的其他对象按

20%

的比例救助，每人每年累计救助最
高限额为

2000

元。

第四，其他有特殊困难的对象
因病住院治疗，且自负医疗费用较
高、影响其基本生活的，可申请临
时医疗救助。救助标准为：属患者
个人承担的合理医疗费用按

20%

的
比例救助，每人每年累计救助最高
限额为

2000

元。用于临时医疗救助
的资金，一般控制在医疗救助资金
总量的

10%

以内。

救助对象一年内可一次或多
次享受医疗救助，但各类对象年内
享受医疗救助金额不得超过最高
限额。各县区医疗救助标准可根据
救助资金筹集和实际使用情况适
时调整。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6

２０1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 民生新闻责编：许天福审读：曹新俊照排：孟缘邮箱：

xyrbmsb@126.com

马艳萍在展示“水歌曲”演唱大赛获奖证书。

民生新闻部记者电话
郝光

13903768608

赵锐
13837617799

张超
13598590127

杨柳
13503760801

□

本报记者王海涛

□

徐生力罗莉文
/

图

农家书屋乐农家

农家书屋是党中央、国务
院为解决广大农民群众“买书
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一
项民心工程，从

2007

年开始到
2015

年基本覆盖所有行政村。

我市
2008

年开始建设了
220

家
农家书屋，

2009

年又新建
286

家农家书屋。农家书屋内设书
柜、阅览桌椅和图书，一个农
家书屋投资在

2

万元左右。资
金来源主要由国家和省市地
方财政拨款， 邮政部门根据
国家出版总署提供的报刊目
录，主要配送《河南日报》、《信
阳日报》、《党的生活》、《农家
参谋》、《民主与法制》、《河南
科技报》、《农村农业农民》、

《妇女生活》 等适宜于农民阅
读的

24

种报刊。

秋雨霏霏的一天，我们一
行走访了罗山县城关镇新村
居委会和尤店乡钓鱼台村两
个农家书屋。一路上罗山县图
书馆谭笑馆长告诉我们：罗
山县现已建成

35

家农家书屋，

藏书规模一般在两三千册，规
模大的如彭新镇仁和村通过
上级财政拨款，又靠单位集资
的方式， 藏书在七八千册，内
容涵盖了科普、农业、卫生、法
制等方面，基本满足了农民朋
友的借阅需求。

我们首先来到城关镇新
村居委会， 在农家书屋看到

4

个村干部正在埋头阅读人口
普查等方面的书籍和文件。寒
暄之后，居委会主任王丽介绍
说，他们居委会于

1992

年才成
立，处于城乡结合部，辖区既
有土地、工商单位

40

多个家属
院，又有附近的菜农，有

5000

多人。人员参差不齐，管理相
对较难， 尤其是计划生育、人
口普查、治安等方面，他们常
常感到工作量非常大。建设农
家书屋后，村干部从中学到了
不少东西，提高了基层管理能
力。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只要自身素质提高了，适应工
作的能力自然增强，效率也提
高了。 自从有了农家书屋后，

居委会的夕阳红乐队，经常到
书屋借多年难得一见的《圈席
筒》《朝阳沟》 等音像制品，提
高演技。辖区里的小青年到这
儿来借阅厨艺方面的书籍，许
多当上了大厨， 靠手艺挣钱。

居委会农家书屋每周
5

天开
放， 每天接待的人络绎不绝，

尤其是在学生放假时，书屋里
外都有小伢来看书看报。居委

会于近年获得市级文明社区，

市级文明单位，就是因为居委
会充分利用农家书屋这个平
台，通过精神食粮满足群众的
需要，多年来社区没有吵嘴打
架的，没有上访的，更没有治
安案件。

尤店乡钓鱼台村是省民
主法制村，市“五好”村党支
部。笔者一行在该县“五个好”

村党支部书记胡耀安的陪同
下， 参观了该村的农家书屋。

通过他的介绍，笔者了解到这
个村的养鱼、养鸭出名，外出
务工回乡创业的李世高投资
10

多万元，建起了颐和园农家
山庄， 年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

他将钓鱼台上的荒山和山下
的四个鱼塘， 建起了集垂钓、

景观、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农
家乐”， 他每周有两个半天到
农家书屋， 阅览有关养鱼、园
艺、餐饮等方面的书刊，以提
高农家乐的管理水平。

罗山麻鸭非常有名，是
吃虫子、小鱼和稻谷纯天然饲
料长大的。钓鱼台村有

4

户麻
鸭养殖户，他们每年夏天从外
地购买鸭苗，少的一两千只多
的七八千只， 成熟后大多销
往江浙一带用于下蛋。 养鸭
大户梅建军说，“人说麻鸭好
吃不好喂， 遇到传染病就惨
了”。所以，这几个养殖户一
方面请教该县畜牧局的专
家， 另一方面就是到农家书
屋，自己向养鸭期刊讨教，梅
建军自我介绍道， 自己过去
穷得叮当响， 现在每年养鸭
七八千只，不仅还清了多年的
陈年老债， 手头还有了

10

多
万元的存款呢。

吴明贵是该村致富能人，

他下学后有知识，苦于没有图
书阅读。胡耀安说，通过村里
的农家书屋，吴明贵学到了不
少农业技术， 种植了

30

亩烟
叶、

10

多亩莲藕，还有
2

亩西瓜
地，简直是一个农业百事通。

在书屋里他还自己掌握了卤
菜烹饪，在农闲时，逢集到集
市上销售。 他几乎每天都要
到农家书屋坐上一两个小
时，翻翻报刊了解农业信息，

他是尤店乡的优秀党员和致
富带头人，多次受到省市县领
导的接见。

陪同采访的市局邮政分
管农家书屋的负责人王慧说，

邮政部门是农家书屋的二传
手，一定会在图书配送上确保
及时、准确、无误，真正让广大
农民朋友在农家书屋里受益
匪浅。

王晋

□

李春富

图为村民正在农村书屋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