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①

：一家花店门前摆满了各种颜色的玫瑰花，选
购鲜花的市民让老板忙得不亦乐乎。

图
②

：街头随处可见手捧玫瑰花的年轻人。

图
③

：参加接吻大赛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
的是体力和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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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浩：爱心温暖困难群众

在平桥区的五里店镇，人们
一提起五里店邮政支局局长汪
浩，都会念叨他用爱心温暖困难
群众的故事。上周一，他收到被
他照顾的江苏军烈属的来信，感
谢他寄去的保暖内衣； 前天，他
因给失去母亲的小学生吕珊珊
在寒流到来前送去棉袄，收到珊
珊寄给他的贺年片……家庭并
不富裕的汪浩，平时总是穿着一
身邮政工作服。接受我们的采访
时他说，因为身边有了这些残缺
的家庭和老人、孩子需要他的安
抚和照顾，而深感精神的富有和
人生的尊贵。

他说：“甘当烈士的儿子最
光荣。”救人英雄孙浩，是四川阿
坝州的武警战士，在

2004

年的严
冬为抢救

5

名落水群众而牺牲。

汪浩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

立即与烈士孙浩的父母孙金杰、

袁美荣老俩口联系上了，他们是
江苏通洲市新联镇的农民，老两
口的独生子牺牲后，精神几乎崩
溃到了边缘。这时，汪浩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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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茶叶和
200

元钱， 并在附言中
说：“孙浩牺牲了，汪浩就是你们
的儿子。” 让两个内心受到创伤
的老人有了活下去的信心。

6

年
来，两位老人的生日礼物、中秋
月饼、春节衣服等，只要有节日，

汪浩不是寄钱就是寄物，温暖着
二老的心。这不，听说今年冬天
特别寒冷， 汪浩老早就花了

600

元钱给两位老人寄去保暖内衣，

老两口请乡村教师代写了一封
感谢信：浩儿，衣服买的真合身，

俺们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他说：“关爱缺失母爱的孩
子最有价值。” 过去在彭家湾乡
当投递员时，他把一个小学三年级
的学生照顾到初中毕业，那孩子目
前在外地打工， 经常给汪浩打电
话，感谢汪叔叔教会他许多做人的
道理。他说，遇到别人有难处，我也
会像您一样伸出援助之手。

汪浩从彭家湾调到五里店
镇当支局局长后，在学校了解到
吕珊珊母亲去世，只有爷奶照看
姐弟俩。汪浩认为这就是他要照
顾的对象，于是，他把衣服破烂
的珊珊领到街上买了一身新衣
服，当夜就辅导她的学习。在进
入邮局前， 汪浩是民办老师，在
他的辅导下，珊珊的学习成绩从
过去的中下等水平，现在已上升
为学校的尖子生。岗岭小学五年
级的张老师介绍说：“汪局长每
到开学时都会领着珊珊来报到，

交了她所有的学习费用，还为她
订了一份《小学生学习报》，新书
包里装有新文具盒、新钢笔和一
大摞子笔记本，他的细心周到让
我们非常感动！”

我们的采访是在
2010

年
12

月底，珊珊与同学们正在排练舞
蹈《隐形的翅膀》，“我知道我一
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它会带着
我实现我的梦想。” 珊珊在上学
期的期末考试中，总分在全级段
排第十名。她说：“我在汪叔叔的
关爱下，已从离开妈妈的悲痛中
走了出来，汪叔叔就是我的‘隐
形的翅膀’，有了他的帮助，我一
定好好学习， 长大后报答汪叔
叔，报答社会，报答祖国！”

我市豫南五个客运火车站
平稳度过节后春运首轮高峰

本报讯（记者苏鹏通讯员
王建国张周凯）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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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日以
来，铁路部门节后春运客流首轮
高峰如期而至，我市豫南片区的
潢川、淮滨、新县、固始、商城等
五个客运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
近
2

万人， 发送量连创历年春运
最高纪录。 面对汹涌的春运大
潮， 铁路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目
前，豫南五个客运火车站均无客
流积压现象， 运输组织平稳有
序。

从正月初三开始， 我市豫
南片区的潢川、淮滨、新县、固
始、 商城等五个客运火车站探
亲流、学生流、务工流、商务流
高度叠加，客流的强度、峰值和
持续时间比往年明显增加，流
向主要是去往广州、 深圳、北
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区。

2

月
5

日至
11

日（正月初三至正月
初九），这五个火车站共发售火

车票
28.3

万张，安全发送旅客达
8.7

万人，其中，发送中长途直通
旅客

7.7

万人。

据了解，为了应对持续不下
的客流高峰，铁路部门不断增加
运输能力，增开北京、东莞东、上
海方向临时旅客列车

14

趟。同
时， 铁路部门密切监测客流变
化，及时申请调整运力、增开售
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组织该
片区各火车站增派人员引导旅
客进站、候车和上车，加大旅客
安全乘车的防护力度，并随时向
旅客通报列车信息，全力以赴输
送旅客，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运
输安全。

另悉，今年豫南五个客运火
车站的第二轮春运高峰，将出现
在元宵节过后的

2

月
19

日到
22

日
（正月十七至正月二十），预计届
时客流将以发送务工流、学生流
和探亲流为主。

别让孩子为压岁钱所累

编辑同志：

春节拜年时，长辈会给晚辈
发压岁钱，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
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
辈得到压岁钱就可平平安安度
过一年好时光。

近日有媒体报道说， 一
6

岁
儿童逢人就索要压岁钱，连说梦
话都在要红包， 这让家长很是
担心， 压岁钱磨灭了一个孩子
应有的童真。 一位朋友告诉笔
者， 自己的孩子过年收到了一
千多元的压岁钱， 朋友要没收
孩子压岁钱时， 孩子极不情愿
地说压岁钱是自己“挣”的，就得
由自己支配。

如今， 长辈给晚辈压岁钱
之风很是盛行， 以致发展到晚
辈向长辈索要压岁钱， 压岁钱

的数额由原先的几元、 几十元
到现在的几百元、上千元，长辈
们良好的愿望到孩子眼里却变
了味， 成了孩子之间相互攀比
的资本， 使得孩子从小就把金
钱看得很重。面对这种现象，笔
者认为，长辈们应该对给“压岁
钱” 的古老习俗来个改革和创
新， 不妨将压岁钱变成一本精
美的图书、一份学习的必须品、

一份真诚的祝福， 树立孩子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为压岁
钱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读者：素云

奔跑在生命线上

一天下午两点多，刚做了
交接班，我就看见店长张莹扶
着一名员工匆匆走来。看着那
名员工痛苦的表情，人几乎瘫
在地上， 我急忙上前询问，得
知我们的新员工管海燕肚子
疼痛难忍。看她脸上渗出豆大
的汗珠，我毫不犹豫背起她向
楼下冲去。

背起她的那一刻， 我以最
快的速度飞奔，边跑边喊“让让
路”，剧烈的疼痛使海燕始终在
挣扎。 时间就是生命， 救人心
切，下楼梯时我三步并作两步，

好几次险些摔倒， 丁珂经理和
张莹一直在后面追着我， 喊着
“慢点、小心”。当时的情况让我
顾不得这些， 脑海里唯一的念
头就是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把
她送到医院， 一定要救我们的
姐妹。 海燕也在我背上痛苦的
呻吟着：“我坚持不住了……”

可能是疼痛感越来越强，

在我们快到医院附近时，海燕
再三要求下来，可是一沾地她
就疼得在地上打起滚来，这种
情景把路上的行人都吓坏了。

这时丁珂经理和张莹也赶上
来了，她们见状立刻把海燕扶
起，我马上抱起她继续往医院
跑去。快到医院门口时，海燕
一切挣扎的表情突然消失，她
在我手上如同没有生命一样。

大家吓坏了，大声喊她，用力

摇晃她，可是无济于事，紧张
的我对张莹喊着：“快掐她人
中！” 张莹马上按住了海燕的
人中穴，片刻之后她总算缓了
过来。事不宜迟，我们又紧接
着向医院赶去。 可是没跑多
远，海燕再次休克了，张莹连
忙又去掐人中，可这次却没有
反应。 幸好张莹略懂急救措
施，海燕终于再次醒来。也许
是激动，也许是体力已经达到
极限，再次抱起海燕时我已经
力不从心， 两腿两手都是麻
的。 丁珂经理急忙对路人喊
着：“快来救人啊，这是我们的
员工，谁来帮帮忙？”一个小伙
子闻声赶忙跑了过来， 和我一
起抱着海燕往医院跑去。 到了
医院大门口， 海燕又一次休克
过去， 这时丁珂经理和医生已
经把小车推过来了。

后来海燕康复后回到了
工作岗位上，我回想事情的整
个过程时， 深深地感受到：在
这段时间与生命的赛跑中，自
己是个胜利者。“爱与关怀”给
予我无穷的力量，让我奔跑在
生命线上，让我感受到生命的
意义。

西亚和美生活广场员工卢威

□

本报记者赵锐

新年住进新楼房 农民新村喜洋洋

“咱们庄稼户住了大半辈子的平房， 没想
到老了还能住进新楼房。” 羊山新区的曹大爷
喜滋滋地告诉记者：“以前向往楼上楼下、电灯
电话的城市生活，如今住进了整齐划一的现代
化小区，出门就是大道，不仅平坦，还有花草
呢！”当记者走进曹大爷的新家，一台大彩电搁
置在偌大的客厅里， 木质家具显得格外高贵。

“以前啊，收电视就靠‘小锅盖’，现在我们也用
上了加密电视。” 曹大爷有些自豪地说：“两个
儿子今年都买了私家车， 还在小区买了门面
房，家里的日子一天一个样，过得红红火火。”

日前， 羊山新区银钱村的农民彻底告别
了过去的生活环境， 住进了他们期待已久的
新家———崭新的小区单元楼。 搬进新房过大

年，农民们的心情怎么样？春节期间，记者来
到位于羊山新区的银钱安置小区， 走进小
区， 只见宽敞的大道两旁矗立着一片五六层
高的崭新楼房，非常抢眼，楼栋之间的绿化带
上，种植着各种树木花草，有的已郁郁葱葱，有
的正吐着新绿；每栋楼都有架空层，供住户停
车使用；小区的健身器材已安装到位。几位老
人在暖阳的照射下，拉着伸展器，舒活筋骨。

“搬进新房，就是高兴！”看着一家
5

口人
搬进

104

平方米的新房子里，年过半百的刘大
爷整个上午都笑得合不拢嘴。他告诉记者，几
十年来大部分村民都居住在低矮的泥砖房
内，村民居住和生活环境状况较差。现在政策
好了，不说别的，单说这用水，过去，挖个土井
靠下雨存点水，那时用的水都是浑浊的；后来
生活条件好点了， 砌了一口井才用上干净的

水；如今，刘大爷走到自来水的龙头前，一拧
水龙头，自来水“哗哗”地流了出来。刘大爷掩
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

大年三十，记者走进程大婶家时，她和女
儿正忙碌着张罗年夜饭， 圆桌上摆着四个火
锅，八个凉菜等。因为今年搬了新家，要请亲
戚来吃饭，所以程大婶准备了不少菜，她把我
们领到厨房，高兴地指着她刚刚配好的菜说，

这还有十几个热菜，要等人都到齐了才炒呢，

这回我可要大显身手了。

记者走访的几家当中， 李大爷家里的年
夜饭是最丰盛的，除了鸡鸭鱼肉，桌子上出现
了海鲜———多宝鱼和基尾虾。

对于新家园，住户们有不少期待。曹大爷
老人满面笑容地说：“小区如何管理得更好，我
有不少建议。” 快言快语的程大婶说：“希望以

后物业公司多组织住户们开展一些活动，提供
邻居们互相认识的机会，给大家增加更多的乐
趣。以后我们自己也会行动起来，比如倡导住
户们去广场练健美操、打扑克、下象棋等，相信
小区一定会越来越好。”陈大爷的话很朴实：没
有时代的发展， 我可能一辈子也住不进楼房
了，不住进楼房，我可能一辈子也感受不到楼
房的好处了。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好，我知
足了，就一句话，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记者随后在龙飞山安置办了解到， 随着
羊山新区的大开发、大建设，部分农民土地被
征用，为妥善安置被拆迁群众，切实做好安置
工作， 办事处于

2007

年启动了银钱安置小区
建设。 银钱安置小区占地面积共计

200

亩，小
区高标准规划建设

30

栋安置楼， 全部建成可
安置拆迁农民

600

余户。目前已安置
400

余户，

入住
200

户。

在小区采访的所见所闻， 让记者切身感
受到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的巨大
变化，感受到人们享受幸福生活的喜悦心情。

当记者离开时， 正赶上家家户户要吃年夜饭
了，住户们纷纷来到院子里燃放鞭炮，鞭炮声
中透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 年 的 感 动

过去有一个故事，讲的是
儿子、媳妇不愿赡养自己的父
亲，就把自己的父亲用箩筐抬
到后山扔掉。正当儿子要把老
人扔到山下之时，儿子的儿子
对他父亲说：“不要把箩筐扔
了。”父亲不解，儿子的儿子说：

“留着等你老了我用它抬你
呀！”父亲心里一震，只好把老
人又抬回家继续赡养， 且孝道
有加。 这不仅是一个有关道德
教化的故事，其中也深含着“老
有所养”的社会问题。因为，“老
有所养” 一直是中国农民的梦
想，几千年来，这个梦想在新中
国的今天终于变成现实， 这个
现实， 在信阳已经成为一种普
遍现象，而且百花齐放。

据《信阳日报》近期报道，

“夕阳红” 养老资金互助社年
终分红了。平桥区五里店办事
处郝堂村夕阳红养老资金互
助社是我市近

300

个农村资金
互助社的一个先进典型，于
2009

年
10

月
12

日成立。 目前，

除了
7

名发起人、

2

名社会会员
外， 老年人会员已有

40

多名。

2010

年，合作社发放贷款达
49

万元，实现利息收入
3

万多元。

根据合作社章程，理事会研究
决定，年终分给每位社员利息
收入

120

元，分红
450

元。正如
“夕阳红”的发起人、我国著名
的“三农”问题专家、河北大学
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李
昌平教授所说：不但促进了农
村金融创新、经济发展和社区
建设，而且探索出一种社会化
养老的新形式。是的，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已经成为信阳的
“夕阳红”，而且“红透”了所有
老人的心。

2009

年
6

月
1

日，市
委书记王铁亲自到罗山县给
参保的村民们发放第一笔养

老金。

66

岁的尤店乡钓鱼台村
村民郑传兵领到第一笔养老
金时， 连脸上的皱纹都在乐：

“党和政府帮助我们建了一个
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到
2010

年年底，全市
60

岁以上的
老人都领取了养老金。信阳的
老人是幸福的，幸福的老人再
也不会为“养儿防老”而揪心！

对此，笔者感触颇深。人总
是要老的，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
趋势。人老的直接后果就是获得
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

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作出过贡
献的老人们，在其生存能力逐渐
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
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
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不难想
象，在新的世纪，农村养老问题
将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

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
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
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
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
的理由。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体
制并未健全的现实里，怎样摸索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养
老之路，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
大难题。这个难题，在信阳不
但获得了一般性的破解，而且
实现了开创性的突破； 这个突
破，就是在家庭养老、集体养
老之外，又开创出以“草根银
行”为主导的“分红”养老新形
式。当养老不再是一个难题的
时候，“扔老人”的故事也就不
会再发生。因此，在

2011

年伊
始，当“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
社为老人分红的时候，不仅是
互助社的老人们感动，更是信
阳所有老人的感动。

责编：苏鹏审读：陈晓军照排：孟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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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富

□

本报记者杨柳

电话预订火车票，为啥这么难？

“火车票订票电话老是占线， 好不容易
打通订票电话，又说‘你的请求暂时无法答
复’ ……”“好不容易按提示拨到后几步程
序，系统又提示票已售完了。”随着春运客流
高峰的来临，不少市民纷纷拨打本报电话，反
映火车票电话订票不如想像中的那么便利。

据悉，为便于旅客出行，减少旅客到车站
购票排队的时间，进一步方便旅客购票，春运
期间，我市火车站开通了电话订票业务。

“在我看来，在车票紧张状况没得到根本
解决的情况下，换个购票方式，也就等于换个
排队方式而已。”旅客小郭对电话订票的效果
表示质疑。他告诉记者，他想买一张初十从信
阳到深圳的火车票

,

从大年初一的早上他就开

始拨打号码为
95105105

的火车票订票热线，

拨了一天也没有成功订票。其间，不是占线，就
是系统提示暂时无法答复。无奈之下，他请朋友
大年初二帮忙打电话。他的朋友从早上

7

时
50

分
开始拨电话，打了二十多次，同样不是占线，就
是电话故障，要么就是被告之“始发站没有信阳
的。”“到站没有深圳的。”小郭对此很郁闷，“火车
票就这么难订吗？”无奈之下，他买了一张飞机票。

旅客小曾向本报投诉， 他连续几天拨打
95105105

，在一句“欢迎进入武汉铁路局客户
服务中心”之后，按照电话中的提示一一输入
相关信息，但在最后确认时，却传来一句“系
统繁忙”，要求再次输入信息。耐着性子，小心
翼翼再次输入信息， 最后又是一句“系统繁
忙”。小曾一下午不停拨打订票热线，却无一
成功，他很是沮丧。

对旅客们反映的情况， 信阳火车站有关
人士解释， 武汉铁路局今年春运开通了

6000

部订票电话， 在每天订票高峰的时候也相当
繁忙。 由于大量旅客是在同一时间段集中拨
打，很有可能电话一时难以接入，对此，他希
望旅客能错峰订票。

另一位火车站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火
车票电话购票是有窍门的。“选用固定电话
拨打，不要用手机拨打，否则会影响订票的
速度。准备好身份证、笔和纸后，按键的速
度、听语音时的选项都很重要，在不出错的
情况下，耗时越短越好。电话订票系统开放
时间为每天

7

时至
23

时， 但一大早打进电话
的成功率比其他时间高得多。此外，一些旅
客电话预订成功，却因错过取票时间、改变
行程等原因，没有在铁路指定的车站售票窗

口和指定的代售点窗口取票，所以每天中午
12

时以后，将会有一批未取的票自动返回票
库再次上网销售，中午

12

时刚过，大家也可
立即进行电话订票。”

业内人士称， 因为电话订票系统与车站
各窗口、代售点售票系统联网同步售票，一些
票额较少的热门方向车票极有可能开窗即售
完。之所以电话订票难，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
有的旅客电话订票成功， 却因为种种原因没
有取票。 这种行为造成了自己白白占了火车
票资源，而使别人不能及时订上车票。

“实行电话订票、实名制购票等主要是为
了买票的公平。而订票成功后不取票，尽管很
可能不是订票者的主观故意，但对其他订票者
造成不公平却是实实在在的。电话订票系统有
‘取消订票单’功能，有的人如果当天不需要所
预订的车票，希望能够及时取消。”很多旅客呼
吁大家要有诚信
自律意识，同时，

他们也希望铁路
方面能够制定更
完善的措施，杜绝
这一现象发生。

□

本报记者苏鹏

“

情人节

”，

你怎么过

？

2

月
14

日是西方的“情人节”，虽
然是舶来品，但是，“情人节”的浪漫

元素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聪
明的商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大好商
机，他们不失时机地推出各种活动，

钻石、玫瑰、巧克力等，都成了他们

促销的噱头， 在市中心城区的胜利
路步行街街口， 某钻石经销商甚至
举办了“情人节”接吻大赛，吸引了
过往行人驻足观看。

□

本报记者郝光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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