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张超文
/

图

□

任明

□

李春富

12

月
1

日，市精神病医院组织专场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培训中，有关专家就提高消防安全意
识、安全用电、消防器材的配备和使用、防火灭火常识及火场逃生等进行了生动地讲解。讲座普及
了消防安全知识，对提高职工用电安全、冬季防火安全将产生积极作用。 杜丽萍摄

入选“三星
2010

广州亚运实况大使”的信阳师院文学院
08

级汉语言文学三班学生张涵近日回
到信阳。张涵亲身体验了广州亚运会的魅力，以“草根亚运记者”的身份参与了亚运会采访报道，

并以优异表现为信阳师院学子赢得了荣誉。他采访报道的图片、稿件被《广州日报》、《南方日报》

等媒体采用。图为张涵（中）与赛场的香港志愿者在一起。 丁其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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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岁尾检查多

谁来检查“检查者”

编辑同志：

年终岁尾，各项检查工作又多
了起来。作为抓工作落实的有效途
径，检查本无可非议，但问题是，时
下有些地方的检查却走了调、变了
味。

一是检查前有假。有些检查者
总是喜欢“人马未动，电话先行”，

将检查的内容、标准、要求、时间告
诉被检查单位。 为了应付检查，被
检查单位就兴师动众搞突击，来个
“乔装打扮”，这样检查的结果自然
双方满意。可检查人员一走，一切
如故。

二是检查中有假。 有些检查
者工作作风不实，检查时“你说我
听，你领我随，你指我看”，致使检
查质量大打折扣，检查成了“简”

查；有的检查者“嫌贫爱富”，专拣
经济效益好的单位部门检查，进
高档酒楼， 入豪华舞厅， 忘情吃
喝，尽情享受，醉眼里看到的全是
成绩和优点，检查成了“宴”收；还
有些检查者在检查中对问题不说
透，对责任不追究，使问题不了了
之。

三是检查后有假。 为奖优罚
劣，检查结束总要评比。然而，一些
检查在评优评先时，缺乏考评的硬
性标准和可操作性机制，使检查考
评流于形式。有的是凭“人缘”，使
一些工作认真、原则性强、多有“得
罪人” 者难以获得肯定和奖励；有
的搞平均照顾， 大家轮流当先进，

谁也没意见；还有的甚至以被查单
位的招待档次、礼品的厚薄来定夺
名次。这样的检查考评结果，岂能
令人信服？

如此“检查”，既影响年终检
查效果，加重基层负担，又助长
敷衍应付、弄虚作假习气，挫伤
真抓实干单位的工作积极性，严
重损害上级机关形象，在群众中
造成不良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

这样的“检查”难以发现真问题，

检查看到的假现象、作出的不真
实结论将影响和误导上级机关
作出的相关决策。因此，各有关
部门和单位务必对年终检查进
行“打假”，让各项检查在务实、

公正、廉洁、高效的前提下得以
顺利开展。在这方面，上级有关
部门和单位应制订严格的检查
制度，选派原则性强、作风正派、

素质高、业务精的人员组成检查
组，并对参加检查的人员约法三
章，严加管理，打好防假“预防
针”。同时深入基层做好对“检查
者”的监督检查工作，如发现“造
假”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读者：张崇明

往流镇
举行救人英雄李守禄先进事迹报告会

本报讯（张书国张同生）

11

月
26

日下午，固始县往流镇镇
党委、镇政府举行在北京救人的
英雄李守禄先进事迹报告会。

报告会开始前，两名少年儿
童给李守禄献了鲜花，并给英雄
系上红领巾。

李守禄是一位在北京务工
的农民，现在是北京燕京啤酒集
团批发部的送货员，家住固始县
往流镇邓圩村王岭村民组。今年
8

月
29

日下午
4

时左右，他给客户
送完啤酒后回到宿舍正在整理
账目时，突然听到对面楼上有人
高声喊道：“有个孩子落水了，快
来救人啊。”

听到喊声，李守禄跑了过去。

这时河边已经站了十多个人，在
那里围观指点， 没有一人下河救
人。跑到河边，李守禄顾不上脱下
衣服和鞋子， 连衣袋里的手机、

1000

元货款和
6

张货款收条都没
有来得及掏出， 就奋不顾身地跳
到河水中，他不大会凫水，是个旱

鸭子，下到河里后，慢慢向孩子靠
过去，靠近孩子后，他用全身力气
将孩子托起，在河水里，他被湍急
的流水冲得左右摇摆。

李守禄将孩子托到岸边，被
岸上的一位妇女拉了上去。被救
的孩子是一个五岁的男童叫成
成。成成被救上来以后，他父亲
就赶到了出事地点，李守禄对他
说：“赶紧把孩子送到医院抢救
吧。”说完就匆匆离开了。当时，有
人问他的姓名，有人要他的手机
号码，他都没有告诉他们。事后，

成成的父亲找到了李守禄，要给
他一些报酬，被他婉言谢绝了。

李守禄在北京救人的英雄
事迹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
法》 栏目、《大河报》、《京华时
报》、《河南电视台》做了报道。

参加报告会的往流镇党委副
书记付文峰希望全镇干部群众、

中小学生学习李守禄舍己救人、

见义勇为的精神。他说，要在全镇
掀起讴歌英雄、学习英雄的高潮。

�

许多商家都把盗版软件明目张胆地摆在柜台醒目位置贩卖。

�

市中心城区东方红大道与民权路交叉口的原深圳商场盗版软件猖獗。

真 情 铺 就 希 望 路

———潢川县白店乡白店村党支部书记李胜捐资修路的故事

初冬时节，天已渐寒。

在冬日阳光中， 笔者走在潢川县白店乡
中心小学门前

200

多米长的水泥路上，感到前
所未有的畅快。短短一个月时间，这条昔日坎
坷的“泥水”路，变成了平坦宽畅的水泥路，让
人怎不感到惬意？

白店村是潢川县白店乡贫困村之一。村
债多，负担重，除财政每年给予的补助外无任
何经济来源。没有村办企业，村经济主要以农
业为主，特色农业如花木有一定数量的种植，

但还没有形成规模。

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修路，特别是修
中心小学门前的那条坑坑洼洼、雨雪天泥泞难
行的土路，一直是村民们揪心的事。晴天尘土
飞扬，雨天积水成渊，学校的师生吃尽了苦头。

五六年前， 村村通工程把这里的乡村道
路拓宽、硬化。然而，担负着教育、培养农民子
弟的中心小学却因学校上挂县管， 没有被纳
入村村通工程，这样，一条擦肩而过的水泥路
无法修到学校。

中心小学校长吴耀升痛心疾首地说：“这
条路全长

200

多米， 是全校
400

多名师生的必

经之路。由于是黄土路且坎坷不平，过往行人
多，以至于晴天学生到校一身灰，下雨学生到
校满身都是泥。 眼前这条路成了学校的一块
心病。”

今年秋天， 白店村党支部书记李胜到中
心小学办事。当他走在学校那段伤心路上，看
着灰尘直往身上扑来、 一阵阵秋风卷着落叶
吹打在学生身上时，不由眉头紧蹙。一到学校
办公室， 李胜就掏出家里准备买建筑材料的
10000

元钱，递到校长吴耀升手上，要求尽快
解决修路问题。

回家后，李胜四处托朋友、找亲戚、请领

导帮忙筹措资金。 当地事业有成的董光才听
说修路的事后，当即慷慨解囊，捐资

10000

元。

白店村夏银富老板拿出准备买花木的
10000

元……

买石子、买水泥的钱够了，可是，硬化路
面的工钱又到哪里寻呢？

李胜捐资助学的义举感动了乡邻。热
心的建筑老板唐平、刘文河感动了，立即找
到李胜， 要求免费出工出力铺路基、 修路
面；中心小学的师生感动了，纷纷献出了自
己的微薄之力；周边的群众感动了，为修路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通过一个月的日夜
奋战，一条

3.5

米宽、

200

多米长的希望路修
好了。

“这些天我一直都被乡亲们的热情感动
着
!

”说到捐资修路的事儿，李胜谦虚地说，“我
不是大款，但我舍得把钱拿出来给学校修路。

我还要继续为学校，为孩子做些实事，为家乡
的教育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希望成年人别在无言以对

未成年人的
心灵原本都是纯
洁无瑕的， 所谓
“人之初，性本善”

就是这个意思。可
是，为什么在成长

过程中，一些青少年在思想道德方面出现了这
样那样的问题？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一点是不

容回避的， 那就是来自一些成年人的不良影
响。那些充斥着色情暴力的光碟、软件是谁制
造的？ 那些缺行漏页的故事书是谁编写的？在
一次采访时，当一个学生问“为什么只加强我
们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时，作为成年人，

我们无言以对。

腐蚀未成年人， 就是割断民族的血脉；毒
害未成年人，就意味着断送国家的未来。在强
调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更要注
重我们成年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未成年

阶段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重要阶段，对精神文化
食粮的需求比任何生命阶段都更加旺盛。我们
应向未成年人提供营养健康的精神食粮，创作
出能够和未成年人进行心灵沟通的好作品；全
社会一起动手，净化文化环境，进一步加大“扫
黄打非”力度，给未成年人打扫出一片纯净的
天地，是我们成年人应尽的义务。

“我们正处在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年纪……

我们的成长需要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 这是
年轻人发自心灵的呼喊， 是对成年人的祈求。

在这样的祈求面前，我们的成年人还能无动于
衷吗？我们生产精神食粮的各个部门、单位、企
业和个人，要担当起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学
知识的重任，坚守职业道德，对于非法出版物，

做到不制造、不出版、不销售！

市中心城区电脑城

盗版暴力色情游戏光碟软件令人忧

近段时间，记者连续接到几位
家长的电话，称自己的孩子经常到
市中心城区几个电脑城购买游戏
点卡和盗版软件。 令他们担忧的
是，其中不乏暴力、色情游戏软件。

昨日中午，记者到市中心城区几个
电脑城进行调查，发现家长们反映
的情况基本属实。电脑城里贩卖盗
版软件的商家比比皆是。只要肯掏
钱， 消费者可以轻易地买到暴力、

色情影片光碟及盗版游戏软件。

在市中心城区东方红大道与
民权路交叉口的原深圳商场，记者
刚刚进入软件区，好几位守摊儿的
商贩争着招呼记者要不要买最新
的软件及电影光碟。一位中年女子
直截了当地向记者推销，称自己有
成人电影及游戏软件。 她介绍说，

盗版软件每盘
5

元，

VCD

光碟每盘
4

元，

DVD

光碟每盘
6

元至
8

元。 成人
电影及游戏软件由于查的相对比

较严，风险大，卖得贵些，每张碟
10

元。在记者调查期间，发现好几个
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也在电脑城里
选购软件。 女老板立即抛下记者，

开始热情地招呼他们去了。

记者又来到信阳火车站附近

的某电脑城。在软件游戏区，记者
遇见一位更热情的守摊儿女子。她
向记者表示自己什么样的影片都
有。为验明碟子内容的真假，记者
提出要看一看。没想到，女摊主竟
然找来自己未成年的女儿放映盗

版光碟。而这位女孩子也若无其事
地告诉记者，自己学习之余，没事
就来帮助妈妈守摊卖碟。 她说，生
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几百张盗版
碟。 好多来买碟的还是自己的同
学， 他们是来照顾自己的生意。面

对此， 记者只好借故光碟质量太
差，匆匆离开这个摊点。

记者到市中心城区其他电脑城
暗访， 情况和上述的两家电脑城情
况差不多。 许多商家都把盗版软件
明目张胆地摆在柜台醒目位置贩
卖。 记者电话采访一些电脑城的负
责人。有的商家矢口否认，有的商家
则表示不清楚柜台情况———“因为
柜台都承包出去了。 我们也不清楚
他们卖的是什么。”还有的电脑装配
店老板则很无奈：“我们也愿意卖正
版软件。如果我们都卖正版的软件，

可是又有谁会来买呢？”

采访中， 不少消者者表示，

“很愿意用正版的， 可就是太贵
了！”记者实地考察了一下，国内
的正版软件价格，大多两三百元，

国外正版软件的价格更高， 一般
都上千元。

在此，记者呼吁，“从我做起，拒
绝盗版，远离精神毒品”。也希望相
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 加强市场监
管，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市场环境。

“吃不起”的无奈

中国有句古训，叫做“民以
食为天”， 那意思说吃饭是老百
姓天大的事。然而，当岁月进入
到
2010

年以来，这个“天”却越来
越高高在上了，而老百姓日益有
了望而生畏的感觉，且对他们钟
爱有加、必不可少的“天”有了
“吃不起” 的无奈。 这是为什么
呢？

因为，所有吃的东西都陶醉
在一片“涨声”之中，都游戏在
“蒜你狠”、“豆你玩”、“辣翻天”、

“糖高宗”、“苹什么”、“姜你军”

的舞台之上，都亢奋在通胀的大
背景之下。于是，“吃不起”终于
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信阳也不
例外。据《信阳日报》记者报道，

以前的胡辣汤是
2

元钱一碗，现
在涨到了

3

元钱一碗； 以前的鸡
蛋灌饼是

2

元钱一个， 现在变成
了
2.5

元一个；烧饼以前是
5

角钱
一个，现在则变成了

7

角钱一个。

也有热干面、 烧饼没涨价的，但
是只要留心就会发现，这些早餐
也都大大“缩水”了，很多人惊
呼， 再涨下去连早饭都吃不起
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记者调
查分析， 一是食品上游产品涨
价。现在全国大米、面粉、食用
油、鸡蛋、猪肉等的价格普遍上
涨，也是形成下游终端产品涨价
的必然结果。二是一些摊主小贩
打着物价上涨的旗号趁机捞钱。

在我市， 虽然物价上涨了不少，

但是，食品的原材料方面并没有
像那些摊主、小贩说的涨幅那么
大， 一碗

3

元钱的热干面涨
1

元
钱，涨幅达到了

30%

，

2

元钱一碗
的胡辣汤涨到

3

元钱一碗， 涨幅
达到

50%

。此等涨价，确实有点
离谱。

据商务部监测， 今年
7

月份
蔬菜价格同比上涨

49.7%

，鸡蛋
价格同比上涨

9.3%

， 猪肉价格
同比上涨

4%

。如此一来，老百姓
的“菜篮子”似乎越拎越沉了。即
使是这样，作为三线城市，我市

的蔬菜、食品价格也不应该如此
飞涨。

看来， 关注城市低收入人
群，防止“米袋子”、“菜篮子”价
格过快上涨， 是该拿出一定的
措施，并该好好管一管了。要知
道，“菜篮子” 虽小， 意义却不
小。从宏观层面看，若任由菜价
上涨，今年全年

CPI

涨幅控制在
3%

以下的目标将很难达到；从
民生层面看，菜价大涨，将使城
镇居民， 尤其是中低收入的居
民生活压力大增。怎么管？这让
笔者想起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流
行的一个词———“菜篮子工
程”。当时，为了解决居民吃菜
难、 菜价贵的问题，“书记菜场
问菜价”，“市长冒雨访菜园”，

各地、 各级党委和政府确实下
了大力气。 那时抓“菜篮子工
程”，主要抓两个环节：一是生
产，建立并完善市郊蔬菜基地；

二是流通，如今很时髦的“绿色
通道”一词，也是随着“菜篮子
工程”叫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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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城镇
居民的餐桌变得如此丰盛，“菜
篮子工程”功不可没。因此，今
天有必要重提“菜篮子工程”，

各级政府要像重视经济发展、

招商引资一样重视“菜篮子工
程”，蚕食蔬菜基地的现象必须
遏制，蔬菜流通的“绿色通道”

要完全打通，蔬菜生产、流通的
组织化程度应进一步提高，切
实解决农民卖菜难、 居民买菜
贵、“吃不起”的问题。

“物价高，物价涨，工资跟不
上物价涨……”一首由《中国话》

改编而来的《中国价》近日在网
络上广为流传。这个民间歌谣实
在不能再流传下去啦。因为，“吃
不起”会影响民生，影响和谐，影
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千万不要让
老百姓当了“房奴”， 再当“菜
奴”、“饭奴”。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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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真诚的力量

西亚和美广场员工陈云
在西亚工作已三年多了，

身边发生过许多值得回味的
事。其中有一件事每次想起让
我都记忆犹新……

早上我在柜台正打扫卫
生时，一位中年妇女来到了我
的专柜。我主动热情地走上前
去打招呼：“大姐，您好！请看
看有需要的吗？”“废话， 我自
己知道，我又不瞎！”她冷冷地
回了我一句，我好像做错了事
一般，脸一下子通红。转念一
想， 可能大姐遇到烦心事了，

我不能就这样不闻不问，我要
帮她消除心中的不快。“大姐，

我可以帮您介绍几款适合您
的香水。” 我又试着靠近她。

“我随便转转， 你去忙吧！”听
到她这样说，我点点头又继续
打扫卫生了。

接着又来了几个顾客，等
我接待完， 我又走到她身边，

“大姐，我这会儿不忙，给您介
绍几种香水的品牌故事吧。”

看大姐没有回绝的意思，我就
跟着她，她走到哪个系列前我

就把相关的品牌故事讲给她
听。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大姐
终于直起身子，正视我的眼睛
说：“姑娘，谢谢你，我今天心
情不是太好，刚才说话有些不
礼貌。请把你刚才给我介绍的
那三款商品都包上，我要大瓶
的。本来我是想买护肤品送人
的， 不过你的真诚打动了我，

我就买香水吧！” 听到她说完
这些话，我非常感动，觉得自
己挺有成就感的。“大姐，没
事，咱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以
后您如果再有什么不愉快就来
给我说说， 咱们可以做朋友。”

“好！我也觉得咱们挺投缘的。”

看着她高兴地离去， 我刚才所
有的委屈一下子消散了， 这也
许就是真诚的力量吧！ 以后我
们就真的成为了朋友。

□

胡晓川吴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