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新八景之一的申伯楼
,

传递着魅力信阳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
,

是信阳茶文化展示
的一个重要平台和历史文化的教育基地。自从正式对外开放以来

,

前来这里参观的游人
络绎不绝。图为游人在申伯楼参观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杨柳摄

“注水肉”还没走,�“注胶肉”又来了！

记者提醒：如果买的肉呈鲜红色，挤
不出水就是“注胶肉”

日前，袁先生投诉本报说，

这几天， 爱吃羊肉的他非常气
愤， 因为他发现这回买的羊肉
不对劲儿。

袁先生告诉记者， 他买的
肉，看着是筋，吃着没味，有水，

但捏不出来。 袁先生买的这块
羊肉摸起来比正常的肉质要硬
一些，如果凑近点儿仔细闻，还
能闻到一股微弱的刺鼻气味。

经过了解， 袁先生买的肉被注
胶了。

袁先生说，正因为很早之
前他亲眼看到有人往肉里注
胶，所以他才敢断定这回买到
的一定是“注胶肉”。难道真如
袁先生所说， 市场上出现了
“注胶肉”吗？

3

月
26

日上午，记
者来到市内的牛羊肉市场进
行探访。在一家肉店，当记者
说想买一些“注胶肉”时，肉店
老板说：“有， 是从外地进的。

往肉里注胶已经是业界公开
的秘密了，这种做法无非是商
家想赚得更多一些。” 往肉里
注胶，利润大、压秤，注水之后
再注胶， 水不会被捏出来。往
肉里注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
是如今大部分市民都能分清
注水肉，可一旦往肉里注的是
胶， 市民就未必分得清了。肉
店老板告诉我们， 大到牛羊

肉，小到鱼肉、鸡肉，都可以注
胶。

什么是“注胶肉”呢？随后，

记者来到一家卖食品添加剂的
店铺了解情况。 当记者问店员
有没有往肉里注胶的原料时，

店员随手从货架上拿了一包名
叫卡拉胶的东西。店员说，卡拉
胶的作用就是增重、增稠。记者
看到， 这包卡拉胶的包装袋上
标明生产商的厂址在山东滕
州，净重

1

公斤。

卡拉胶到底是什么东
西？食用注射卡拉胶的食品，

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呢？ 记者
在相关部门了解到， 卡拉胶
具有形成凝胶和高黏度的特
性，在医药、日用化工、生物
化学、 建筑涂料等方面用途
十分广泛，果冻、软糖、冰激
凌里面就含有卡拉胶。 尽管
可以食用， 但国家对卡拉胶
的使用范围、 用量都有严格
的规定。 如果一些不法商贩
添加过量或使用工业用的卡
拉胶， 对消费者的健康是非
常不利的。

记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

如果你买到的肉颜色鲜红或者
粉红， 看着像是注了水却又挤
不出水来， 那就极有可能是买
到“注胶肉”了。希望有关部门
加大监管力度， 还百姓一个安
全的食品市场。

在市中心城区的河公园樱花园里，每天一大早，都有一群养鸟的老人在这里遛鸟。在
欢快婉转的鸟鸣声中，老人们一边给鸟喂食，一边交流着喂鸟的经验，老人们悠然自得，其乐
融融。 本报记者郝光摄

出租车收费“四不舍五入”违反价格规定

市运管局负责人称， 司机不找零
钱，乘客可以投诉

本报讯（记者赵锐）近
日我市出租车实行加收

1

元钱
燃油费新规之后，不少市民对
出租车司机继续以“四不舍五
入”不找零钱的收费做法意见
很大， 许多消费者向本报投
诉， 认为既然加了

1

元钱燃油
费，就应该按计价器显示的金
额付费，即使不找零钱，也要
和乘客协商才行。

3

月
25

日，记者带着这些
问题， 亲自在市内乘坐出租
车作了一次体验。果然，大多
出租车司机在“四不舍五入”

上都是
5.4

元收
5.5

元，

5.6

元收
6

元。为此，记者随机采访了
部分乘客和出租车司机。市
民李先生说， 无所谓那几角
钱，司机也辛苦；而王女士则
有不同看法， 她认为， 不应
该，几角钱也是钱，有多少算
多少。

对此，出租车司机们也有
苦衷。很多司机解释说，这样
做只是为了简化交易程序，顾

客一般提供的是整钞，很难给
每一个乘客都找零钱，并不是
要牟取利益。因此，“四不舍五
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位
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客人有
的说不用找零钱，但有要求找
零钱的，我们就找，按规定是
有零钱要找零钱的。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市
出租车司机以“四不舍五入”

的方式来收费，似乎已成出租
车行业的“行规”。对此，大多
数市民表示不介意，但也有市
民对此颇有意见。对出租车这
一颇有争议的收费方式，记者
电话采访了市运管局出租车
管理部门。 该部门负责人表
示， 我市大多数市民是要求
司机们主动找零钱的， 而大
多数出租车司机也是遵纪守
法的。至于“四不舍五入”的
说法， 其本身就违反了物价
管理规定， 除非你自愿，否
则，司机不找零钱，乘客可以
向管理部门投诉。

德为医之魂

传说上帝创造人类之
后， 由于生存条件恶劣，人
类疾病丛生，生命与健康饱
受病魔摧残。于是，上帝派
下了最优秀、最善良的天使
去照顾病人，帮助他们解除
病痛， 守护着人类的安康。

这就是被老百姓奉若神明
的医生。

这样以救死扶伤为己
任的医生，古已有之，如尝
百草而救苍生的神农；今亦
有之， 如国际友人白求恩、

非典时期的天使们。

然而， 不知从何时起，

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极少
数医护工作者忘记了自己
的神圣使命，暗中收受“红
包”、吃“回扣”之风日盛，破
坏了人们心中的天使形象，

社会上甚至称医德败坏的
白衣天使为“白狼”，而狼是
要吃人的。

生命所托， 健康所系，

每一个拥有爱心的人都是
天使。 给生命一些绿色，让
生活充满阳光；给健康一些
动力， 让人生充满幸福。这
本应是从医者的天职，但为
什么会出现借看病而谋财，

甚至于为财而不顾病人安
危的庸医？ 除了体制因素、

病人因素以及经济因素之
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某些医生医德的败坏。德之
不存，人性尽失；魂魄丢失，

何谈为医？

所以，古人说：“无恒德
者，不可以为医。”医生从事
这个职业是为谋财而来的
吗？绝对不是。古人用“悬壶
济世”来形容医生，因为尊
重把医生和高官一样同称
为“大夫”。清官是为民造福
的， 良医是救死扶伤的。倘

若为医者拿病人的命来谋
财，这是世间极其可恶的事
情，为官亦然。试看中国两
千年来的历代名医，无不在
医德上狠下工夫。可以这样
说，名医之所以成名，首先
是医德的高尚，然后才有医
术的高超。故而，为医者须
心存善念，胸怀仁义，方可
称其为“大医”。“大医”者，

精诚也！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著
有《大医精诚》，他说：“凡大
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志，无
欲无求， 先发大慈恻隐之
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

勿避险希、 昼夜、 寒暑、饥
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
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
大医，反之则是含灵钜贼。”

先有大慈恻隐之心、救死扶
伤之德， 再有不计得失、一
心赴救之情，才可成为“大
医”。否则，无异于“含灵钜
贼”。什么是“钜贼”？就是大
盗贼！当医生成为“天使式”

的江洋大盗了，那会是一件
多么可怕的事情！正是为了
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孙思
邈在教后人医术之时，也留
下了劝诫为医从德的诤言：

“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

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
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
者耳”。在“精”之外，告诫
“诚”的重要。何谓“诚”？即
品德要高尚。孙思邈劝告学
医的人首先应该立下大志，

无欲无求，舍己救人。尤其
是那些拿着纳税人的薪水
的医生，更应谨记：立德常
学白求恩———白衣秉丹心！

且 歌 且 行 十 八 年

———记绿色与和平的播种者叶榄
叶榄， 从事公益环保和和平宣传

18

年来，

获得过许多荣誉， 他曾获得中国环保最高奖
“地球奖”、中国旅行领域最高奖“中国十大当
代徐霞客”等，受到胡锦涛、李克强、王兆国、回
良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记者谈
及他所做的事情时，叶榄总是微笑地说道：“做
一点总比没做好。”

走上环保之路
叶榄

1974

年出生在潢川县的一个小乡村。

1993

年，

19

岁的叶榄辞掉公职骑上单车开始了
他的“希望工程万里行”

,

在这之后的四年里，叶
榄亲眼目睹了许多地方生态遭到人为的破坏，

“人们乱砍乱伐，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有
的地方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人们越穷越
砍，越砍越穷。”叶榄说，“还有些地方到处都是
小冶炼厂，造成当地乌烟瘴气，火光冲天。”看
到人类生存的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 叶榄从
1997

年又发起了“人人环保，时时环保”为主题
的“绿色希望行”活动，走上了环保宣传之路，

这一走，就是
14

年。

这
14

年里，叶榄在国内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

1400

多所学校做过环保宣讲，他的努力
也收到了“回报”。叶榄曾经在九寨沟的一个学
校讲完课的第二天， 一位学生家长对他说

:

“我
的孩子现在都不吃肉了， 家里人怎么劝都不
吃。” 这件事让叶榄印象很深，“其实我当时告
诉孩子们的是不让他们吃野生动物的肉

,

结果
那孩子连肉都不吃了。”叶榄笑道。在广东一所
小学的课堂上，叶榄问学生们：“你们谁吃过野
生动物的肉啊？吃过的请举手。”当时很多学生
举起了手。 等叶榄给孩子们讲完环保课之后，

他再问：“以后还有人吃吗？” 大家异口同声地
说：“不吃了。” 叶榄又问：“那以后爸爸妈妈带
你们去吃野生动物的肉怎么办啊？” 有的孩子
就说：“那我就抱住爸爸妈妈的腿， 不让他们
去。”很多年过去了，但这件事叶榄还是记忆犹
新。“孩子是未来，是希望，要让他们从小养成
环保意识。”叶榄说。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叶榄的“劝说”，

叶榄在身体力行地宣传环保时，经常会遇到一
些“麻烦”。

1999

年，叶榄在海南岛的一片树林
里，发现有两个人正在用猎枪打鸟，他立刻上
去劝说， 最后导致一个人拿着枪口对着他说：

“再说，我不打鸟了，打你。”还有一次，他晚上
去拆捕鸟的网，结果被人发现，“那些人上来就
要打我。结果我拿起手机就打

110

，把那些人吓
跑了。”叶榄“骄傲”地说。

传播绿色与和平
叶榄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做希望工程， 这是对人的关注；

第二阶段做环保宣传，是对自然的关注；第三
阶段从

2007

年
9

月
21

日的世界和平日开始做和
平宣传，则是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关注。“这第三
个阶段将持续到我生命的终结。”叶榄说。

从
2007

年开始， 叶榄开始了他的和平宣
传，“要想在全球传播绿色和和平，就要超越狭
隘的民族主义，超越既得利益，做一个世界公
民。”于是，叶榄走出国门，他要以绿色促和平，

以环保促和平。目前，叶榄已经在日本、韩国、老
挝、柬埔寨、越南等进行了他的绿色和平宣传。

在柬埔寨，有将近
2

万华人学生听过他的讲课。

与此同时，叶榄开始了他的“个十百千万
亿工程”：一个人，花费十年时间，行走一百个
国家，宣讲一千所学校，征集一万个祈福绿色
与和平的题词留言（最后以长卷形式赠送联合

国总部）， 争取一亿人次的关注。“这也是我今
后几年要做的主要工作。”叶榄说，“目前，我已
经征集到了联合国和平使者珍古道尔博士和
杨利伟、敬一丹等人的题词。”

由于缺少经费， 叶榄很节约，

2010

年
3

月，

叶榄去了老挝、柬埔寨、越南考察并进行绿色
与和平宣传，“这一个月我只花了

3000

元，包括
签证、路费、吃住等所有开支。”叶榄说，“在这
三个国家的城市里，我都是徒步走，说实话，还
是很累的。”不过，为了省钱，叶榄还是坚持了
下来。

行走十八年
从“希望工程万里行”到“绿色希望行”，再

到“百企助我行百国———叶榄绿色与和平宣传
考察之旅”活动，这

18

年来，叶榄还创办了“绿
色行者”网站和“绿色和平之旅”、“绿色行者叶
榄” 等博客， 目前登陆人数已达

50

万人次。此
外，在相关单位和人士的帮助和支持下，他还
出版了《梦中的橄榄树》、《为绿而歌》、《和平之
魂》、《青少年环保字帖》 等

22

本绿色与和平类
书集和字帖。

18

年的希望、绿色、和平宣传之路，叶榄睡
过候车厅、教室和废弃的房子，他目前已在国
内外的学校、火车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过
2000

多场次的绿色与和平宣传， 行程
17

万公
里，直接受众达

130

万人次。叶榄用一首诗概括
了他的经历：“行走已逾十八年，希望绿色寸心
牵；从此怀揣和平志，一叶飘飘报人寰。”

“菜篮子”日益丰富 老百姓交口称赞

市有关部门表示，要让市民买得放心，吃得满意
本报讯（记者赵锐）在今年

的我市“两会”上，郭瑞民市长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民生的
“菜篮子”问题在广大市民中引起强
烈反响。许多市民对如何解决“菜篮
子”问题的规划感到满意。那么，市
民到底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菜篮子”

问题呢？

3

月
25

日， 记者带着市民关
心的问题， 随机采访部分市民及政
府有关部门。

25

日早上
9

时
20

分，在市中心城
区的河菜市场， 一位买菜的女士

告诉记者，近年来，由于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菜篮子”工程建设，我
们的“菜篮子”越来越丰富了。如今，

我们到市场不仅能买到各种蔬菜，

而且价格也比较公道。 在东关菜市
场，记者看到，随着气温回暖，市场
上的蔬菜种类齐全， 很多市民来这
里采购。一位王姓市民告诉记者，现
在市场的菜价， 不仅比前一段时间
便宜了，菜也很新鲜，而且市场的环
境也比以前好了许多。 在市场发展
中心的东关管理所，所长告诉记者，

近年来， 仅市市场发展中心就为东
关菜市场投入

300

多万元，对市场进
行了改造。看到宽阔的东关市场，来
此买菜的李大娘高兴地告诉记者，

以前，这里拥挤不堪，买菜是“进去
容易，出去难”，如今好了，进出不仅
方便，而且市场也没有原来那种“杂
乱无章”的感觉。

在市政府“菜篮子” 工程办公
室， 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菜篮
子”工程，主要是指肉、蛋、奶、鱼、

菜、果等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为了

解决副食供应偏紧的矛盾， 国家于
1988

年提出“菜篮子”工程建设。近
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菜篮
子”工程建设，每年都把“菜篮子”纳
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并责成市委、

市政府督查室严格按照要求逐级检
查考评。目前，我市的“菜篮子”工程
得到较快发展，市场供应充足，价格
基本稳定。 在蔬菜的安全生产上强
化监督， 已经建立和完善了“菜篮
子”商品监测网络，形成市、县和批
发市场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

验体系。如今，全市全年蔬菜蓄产品
药物残留平均合格率达

97%

。谈起未
来的发展，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在确保市场正常供应情况下，关
键是要保证供应量， 除了多建大型
菜市场外，市委、市政府下一步将重
点增强“菜篮子”设施基地建设，增
加反季节蔬菜生产， 保障淡季蔬菜
市场供应不减少， 推进产业升级体
系建设，实施品牌战略，支持大型连
锁超市与本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
农超对接等， 确保今年我市“菜篮
子”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相信
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广大
市民的积极参与， 我们一定能为广
大市民把好餐桌安全关， 让广大市
民买得放心，吃得满意。

责编：苏鹏陈晓军照排：邱夏
邮箱：

xyrbms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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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作室》是中共信阳市委
机关报———《信阳日报》专门负责群
众来信、 来访处理工作的一个重要
部门。 其主要职能就是为广大读者
和人民群众解答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传达党的声音，为群众解答疑难
问题，为群众排忧解难，从而，为构
建和谐社会搭起一座“爱心桥”。其
宗旨就是“为百姓办事， 替政府分
忧”。其理念就是“快速反应、服务大
众”。

民生新闻就是平民视角、民生
内容、民本意识、民众话语的有机
统一而构成的一种新闻传播模式。

今天，本报开通《民生工作室》，就
是以其本土化、贴近性、低视角、平
民化的方式为广大读者服务。今
后， 无论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
难，还是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什么
困惑， 只要你拨通我们的新闻热
线， 我们将竭尽全力为你服务。也
许，你是我们的老读者，也许，你是
我们的新朋友，但无论如何，只要
你有诉求，我们就会倾尽全力为你
排忧解难。也许，我们的工作还不
能得到你的满意，但无论如何我们
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始终秉承“替
百姓办事，为政府分忧”的宗旨，努
力学习，勤奋工作，力争把《民生工
作室》打造成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
平台，并通过《民生工作室》，在党
委、政府和广大市民之间架起一座
交流和沟通的“爱心桥”。

尊敬的读者朋友，在日常的新
闻报道中， 我们《民生工作室》的
“眼睛”将不仅向“上”，及时报道党
委、 政府的惠民举措， 还坚持向
“下”，把报道的对象集中在普通人
身上，坚持以普通群众为中心来思考问题、组织报道，坚
持从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 反映普通老百姓的需
求。 工作室的记者们将关注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
题，零距离地服务百姓，帮助弱势人群，解决疑难问题。我
们《民生工作室》将坚守职责，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努
力为广大读者朋友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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