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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饮用水源地———你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系列报道之三

你我责任 共同保护我们的“大水缸”

《河南省信阳南湾水库饮用水水
源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南
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提供了一把
尚方宝剑，南湾水源地也从此进入了
依法治理的崭新阶段。

5

月
16

日， 记者在实地采访时遇
到正安排禁泳行动的南湾湖风景区
管委会副主任张代权。 他告诉记者：

“为了南湾水源的保护， 禁泳是他们
常抓不懈的工作。”去年

8

月
5

日和
8

月
11

日， 由南湾湖风景区管委会倡议，

市环保局牵头，联合市水利局、南湾
水库管理局、南湾公安分局及新闻媒
体等部门， 连续

3

次开展了大型禁泳
专项整治行动， 并成立专项治理队

伍，定期不定期开展治理活动。

在谈到对南湾饮用水水源地的
保护时，张代权告诉记者：“作为保护
饮用水水源地的主要单位之一，南湾
湖风景区管委会坚持抓好两件事：一
个是宣传教育活动，一个是集中整治
活动。 两项活动都收到了不错效果。

为了增强《条例》的宣传教育效果，我
们投资近百万元，在景区两个主要的
进出道路上设置了警示牌，设置了饮
用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的警戒标识，

同时还设置了
6

个大型《条例》 宣传
牌。为了保持和巩固集中整治效果和
成果，我们投资了

40

多万元，在燕尾
岛的湖东大道上建起了南湾湖风景
区燕尾岛第二大门， 通过严格管理，

控制进出燕尾岛的人员，对这个区域

的‘地锅饭’经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
用。”

肖发强是南湾办事处贤山村的
党支部副书记，曾经也是一名“地锅
饭”经营者。单从个人利益上讲，他最
初也不情愿拆除自家的饭馆，但《条
例》颁布后，他积极响应，带头拆除了
自家的饭馆。他告诉记者：“原来我们
村的‘地锅饭’饭馆在水边上有

40

多
家， 对南湾水库的水源有一定的影
响。去年我们响应号召，主动拆除了
自己的餐馆。”

据了解，

2010

年
11

月
3

日和
11

月
4

日，南湾湖风景区管委会会同市环保
局、 市城管执法局等单位重拳出击，

在前期部分群众自行拆除的基础上，

强制拆除了燕尾岛和二十里桥区域
11000

平方米违法搭建的经营“地锅
饭”的相关设施。

2011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2

日，市监察
局、市环保局、南湾湖风景区管委会
等单位组织执法人员，在南湾水库饮
用水水源地燕尾岛、桂花岛等一级保
护区内开展了“禁餐”专项督察行动，

对涉及违规的公务车辆和单位进行
了曝光。

目前，南湾湖风景区管委会正逐
步将南湾库区周边的“地锅饭”餐馆
迁至新建的南湖风情小吃街、南湖渔
村等地，彻底根治辖区内“地锅饭”餐
馆对南湾水库水源的污染。

“近年来， 我们严把新建项目审
批关，坚决否决保护区内与饮用水源
保护无关的项目。一方面，强化环境
执法监管，严防已取缔的‘五小’企业
死灰复燃。对董家河镇境内已搬迁整
合的板栗、猪鬃加工企业进行定期不
定期巡查； 对谭家河乡境内存栏量
500

头以上的
13

家规模化养猪场，要
求其务必做到达标排放或完成生态
养殖技术改造；另一方面，加大水质
监测频率。对南湾水库及入库河流断
面水质状况实施动态监测，并定期向
社会发布水环境状况公报。” 我市环
保部门一位从事南湾湖饮用水水源
保护工作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作为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的市环保局

,

近年来坚持在预防新
污染、 整治老污染方面齐抓并举，严
把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关。对在水库汇
水区内造成水体污染的建设项目一
律不予审批环评手续。

记者从市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获悉，鸡公山管理
区已对李家寨镇

9

个村
182

家养猪场
的污染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

河区把环湖周边乡镇的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作为“十件实事”之一，

并纳入政府环保目标进行考核。目
前，该区谭家河乡率先在沿入库河流
两岸强力推广生态养殖技术。

市工商部门组织人员对南湾库
区周边乡镇洗涤用品市场进行了调
查摸底

,

动员南湾库区周边经营户将
含磷洗涤用品下架、下柜，并签订销
售承诺， 保证不再销售含磷洗涤用
品。

市水利部门认真开展南湾水库
上游河道排污口的调查和整治，严厉
打击非法采铁砂等活动，并先后依法
对多处违章土坝拦库汊实施处罚和
强制拆除。

“尽管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水库水质也总体满足饮用
水水质要求，但水库水质恶化的趋势
尚未得到全面有效地遏制。我们要会
同其他部门

,

结合实际， 强化工作措
施，强力推进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工作不断深入。” 市环保局局长梁
继海说。

【相关链接】

信阳市南湾水库是我市城区居
民的唯一饮用水水源。

2010

年《条例》

出台后，通过各种饮用水水源保护宣
传和整治活动

,

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因为种种原

因，仍存在一些违反《条例》的现象。

目前，市监察局、市环保局、南
湾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已成立联合
督察组， 呼吁广大市民要自觉增强
水源保护意识， 不到南湾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内的农家餐馆就餐， 并同
污染饮用水水源的行为作坚决的斗

争，共同保护好我们的“大水缸”。群
众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 可向市
监察机关、 环保部门和南湾湖风景
区管理委员会举报。 举报电话：

6224900

（市监察局），

12369

（市环保
局），

6373913

（南湾湖风景区管理委
员会）。

图为南湾湖风景区管委会设在贤山燕尾岛大门外的宣传展板。

爱

的

温

暖

生命赋予了我们很多， 作为社会
的主角， 我们在付出或给予中体味着
人间真情。爱与被爱，都是我们的幸福
所在。许多时候，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
流着自己的泪， 也会在自己的内心感
谢他人的笑容。而这，就是爱的温暖。

人间有多少爱， 就会产生多少温
暖。 最近在媒体和网络上很火的“

106

宿舍的大学生们”，就用他们青春的脊
梁，“背”出了爱的温暖。这就是福建省
闽江学院法律系

2010

级法学一班
106

宿舍的
5

个室友们， 其中
4

个人进行分
工， 每天轮流背因为小儿麻痹症而导
致下肢发育不全的冉保中同学上下
楼。“因为我最壮， 所以我要背得多一
些。只要他需要，我会一直背下去的。”

室友温永诠说。 室友的这种帮扶精神
也感染了班级其他人。 冉保中身边的
同学越来越多， 援助的双手也越来越
多，每一次活动、每一次聚会、每一次
外出……这是一种超越了亲情、 友情
的大爱，这种无私的大爱，不仅温暖了
冉保中，也温暖了整个学校；不仅温暖了
全学校，而且温暖了全中国的青年们！

无独有偶。在我市，也同样有着这样的爱和爱的温
暖。信阳出租汽车“爱心车队”队长陈其发，用自己的爱
心温暖了异乡人。据《信阳日报》民生新闻报道，今年

2

月份， 信阳交通音乐广播电台接到江苏省江阴市王先
生打来的热线电话，说自己的儿子在信阳的

71811

部队
当兵，他很想为儿子过一个生日，但不能亲自过来，想
看看信阳有没有哪位好心人愿意帮他给儿子送一个蛋
糕。陈师傅听说后，立即到蛋糕房为王先生的儿子订制
了一个大蛋糕， 并亲自送去。 作为一个家在外地的战
士， 在生日当天收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信阳人送来的蛋
糕，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非常感动。这种感动，是爱的
感动；而这种爱，是不分彼此、跨越空间的，像电流一
样，在时空的交错中传导，从信阳温暖到江苏，又从江
苏温暖到信阳！

闽江学院
106

宿舍的大学生们这样做了，信阳出租
汽车“爱心车队”队长陈其发这样做了。虽然他们做的
都是一些很具体、很微小的事情，但这却是爱的火花。

这爱的火花，就会在一瞬间、在经久不息的坚持中，爆
发出巨大的能量。这爱的能量，在彼此生生不息的传导
中，会产生无限的温暖。而人类的发展与和谐，无论在
物质或在精神层面上，都得仰仗这种爱的温暖。

在人生的道路上， 每个人都被许多的人爱过：父
母、儿女、爱人、同事、亲朋好友；每个人都爱过许多的
人：父母、儿女、爱人、同事、亲朋好友。其实，爱的温暖就
在我们的心里，只要我们去做，不分彼此，不分大小，不分
形式，哪怕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短信，一
声问候，一个电话……只
要你真诚无私地付出
了，不仅温暖了他人，也
同样温暖着自己。 这种
温暖，叫做爱！

自 主 创 业 别 样 风 光

———记河区河港镇茶醉庄园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易曼

在河区河港镇黄庙村，有一个出生于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她大
学毕业后，主动放弃到大城市工作的机遇，而
是毅然回到家乡，承包了近

3000

亩荒地，开始
从事茶叶的生产与加工，并在自己承包的茶山
上，建起了茶叶庄园及茶叶专业合作社。她就
是河港镇远近闻名的茶醉庄园茶叶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易曼。

河区河港镇现有茶园面积
10

余万亩，

年产干茶
390

万斤，产值
11.7

亿元。近年来，市、

区对茶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空前加大，给茶乡

农民创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政策机遇。易曼自
幼就与父母生活在河港镇，对家乡有着很深
的感情。她因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喝茶品茗的
习惯。

2007

年， 当她听说市委书记王铁要求把
河港镇打造成全市“茶叶专业示范镇”时，她
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开始父母并不
同意，但在易曼的坚持下，父母还是决定支持
孩子干一番事业。于是，在父母的倾力支持下，

易曼选择了位于黄庙村的一片荒地，作为自己
开发种植茶叶的基地。

2008

年， 在河港镇党
委、镇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她先后投资

450

万
元，租赁黄庙村集中连片的荒山，开发无性系
茶园

2200

亩，并建成了全市面积最大的无性系

茶基地。为了提高茶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
现代化生产规模，不断增加茶农收入，易曼以
黄庙茶基地为依托，于当年

8

月，联合黄庙村附
近
30

家茶叶种植加工经销大户，注册成立了
河区茶醉庄园茶叶专业合作社。随后，她又依
托茶叶专业合作社，在合作社实行“五统一”，

即实行茶叶统一管理、统一采摘、统一加工、统
一包装及统一销售，从而真正把广大茶农团结
起来，让茶农抱团合作闯市场。如今，她旗下的
合作社已有近千名社员，并拥有茶园面积

8000

多亩，其中无性系良种茶园
3500

亩，无公害茶
叶基地

4500

亩，基本形成了“合作社
+

基地
+

品
牌

+

市场”的发展模式。她告诉记者，仅
2010

年，全社干茶产值达
800

万元，社员人均增收与
往年相比，增长了

1300

元，真正实现了企业发
展、茶农增收的目的。

河港山清水秀， 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

为此，易曼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在大力发展茶
产业的同时， 又利用茶园和自然风光优势，发
展农家乐。

2009

年以来， 她累计投资
300

万元，

修筑水泥公路
1.5

公里， 依托周边的环境整修
了
3

口万方鱼塘，新建花卉观赏园
80

亩、茶叶采
摘体验园

100

亩，使昔日的荒山，变成了集休闲
度假、 垂钓、 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世外桃源。目
前，庄园每年吸引游客近万人，旅游综合收入
20

多万元。如今，基地内茶树成行、茶园叠翠、

茶香四溢。

2009

年，她所开发种植的黄庙万亩无性系
生态茶园基地，代表河区迎接了全市县域经
济工作会观摩团的代表。市委书记王铁得知这
些竟然是一位女士所为时，高兴地说：“

80

后不
简单，能在这里建起茶叶专业合作社，形成以
生态旅游业为龙头的产业发展模式，并且有这
样有成果，经验值得推广。”

只因抱不平 女士被辱骂

因为看不惯粗暴野蛮执
法行为，说了一句“动不动就
要掀摊子， 怎么像土匪一
样？”就招来行政执法人员的
围攻，并且被辱骂成“破鞋”。

时间虽然过去几天了， 但陈
女士提起这件事还是非常气
愤：“这些人的行为就是像土
匪一样！”

回忆起那天早上发生的
事情，陈女士说：“

5

月
16

日早
晨
8

时
20

分左右，我跟往常一
样在小区门口吃早饭。 我看
到河区车站办事处执法大
队大约有八九个人正围在一
家热干面摊点前， 摊主正在
跟姓杨的队长因为出摊位的
事进行理论。”明珠花园门口
盖的一排简易房归属车站办
事处管理， 因为摊主的摊位
没有按照规定在房内经营，

摊位出到房子外面了。但是
杨队长的言语很难听，他开
口闭口喊的都是：“再这样
我就掀你的摊子，你听到没
有？”

据陈女士说， 当时她实
在看不下去了， 就跟摊主的
妻子要了一碗热干面说：“又
要掀你的摊子呀，真吓人，跟
土匪一样。” 这一说不当紧，

旁边的队员听到后一轰而
上：“你骂谁是土匪？”

“你们态度恶劣，张口闭
口就要掀别人的摊子， 跟土
匪没什么两样。”陈女士反驳
说，这时杨队长冲过来了，指
着我的脸说：“你想咋样，你
个破鞋！”没容陈女士缓过劲
来， 姓杨的队长继续嚷道：

“我就是骂你， 你就是个破
鞋，怎么了？你想昨样？”

陈女士告诉记者， 当时
她就被吓坏了，“我只是一个
普通百姓， 我跟他们没有任
何利益上的冲突与纠纷，仅
仅因为一句话， 就让他们这
样侮辱谩骂？ 他们离去后，

在现场吃早饭及围观的群
众都在感叹，这什么社会，什
么世道！”事后陈女士听摊主
说，他们这些人当中就有杨
队长的上级领导———车站
办事处的书记。 她更惊讶
了，难道领导对其下属这样
粗暴的行为熟视无睹，任其
为所欲为吗？

记者认为， 这虽然是一
件小事， 但却体现了执法人
员的素质高低。 市领导多次
强调要文明执法， 做文明市
民。信阳是名茶之都，宜居城
市， 却出现这样的恶劣执法
现象，不能不令人感叹。

“三夏”来临 农民有“六盼”

编辑同志：

“三夏”来临，千方百计打
好“三夏”这一仗，是当前农村
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近日，笔者
在乡下调查得知， 农民对搞好
“三夏” 生产的希望和要求有
“六盼”。

一盼机关干部应尽可能进
村入户， 帮助村组干部和农民
解决“三夏”生产中碰到的实际
问题。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
提高，“三夏” 生产比过去难度
小多了， 但有的村里因年轻人
外出打工，“三夏”不能返回，还
有些缺少劳力户、 计划生育户
和老弱病残户等，在“三夏”生
产中有一定的困难， 还需要镇
村干部帮助搞好协调， 排忧解
难。

二盼切实调度好各类收割
机械。 针对小麦不同的成熟期
和面积情况， 要统一安排和调
度好各类收割机械。 因小麦收
割面积较大， 家家户户都想尽
早把小麦收到家， 生怕遇到阴
雨天使到手的丰收果实受损。

如出现户与户抢截收割机的现
象，不但会降低夏收进度，还可
能造成乡邻矛盾的发生， 从而
影响了农村的和谐稳定。

三盼电力部门能满足电力
供应。“三夏”季节农活较忙，既
要收还得种， 往年曾出现过电
力供应不足的现象， 直接影响
了“三夏”生产。电力部门要尽
力满足供电，保证“三夏”各项
工作的落实， 为夺取全年粮食
丰收创造条件。

四盼防火安全要警钟长
鸣。“三夏”因气温高，小麦成熟
快， 若不注意防火安全教育和
防火措施落实， 就很容易引起
火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一些
村民反映说， 各户的小麦因下
种时间、 小麦品种和麦田管理
不同， 有的成熟早， 有的成熟
晚，万一不注意，烧麦茬时引起
周边麦田着火， 造成的经济损
失将无法弥补。

五盼搞好物资供应和物价
管理工作。 在物资供应部门及
时组织货源、 满足农民需求的
同时， 物价管理部门应加强对
种子、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的
价格管理工作。“三夏” 期间是
农民用化肥、农药最多的时期，

若物资供应不足， 监督管理跟
不上， 很容易出现农用物资乱
涨价和伪劣农用物资坑农现
象， 因此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
担。

六盼教育农机手一定保证
收割质量。往年麦收时节，有的
农机手只顾赶进度多挣钱，开
的速度很快， 收割机过后好多
麦粒都丢落在地里， 造成了不
应有的损失， 农民看着非常可
惜。今年麦收时，要让农机手们
尽可能把收割机开得稳当些，

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 确保小
麦能颗粒归仓。

读者：於振南

老人出走不慎落水

民政职工援手相救

本报讯（张军）“我们到处
散发寻人启事， 还以为我爸早
已不在人世了， 真没想到被你
们救回来了，谢谢你们呀……”

5

月
10

日，平桥工业园民政所的
陈金柱和郭威威在南湾北灌渠
中山居委会附近的河道里，成
功救出了一名

70

多岁的乞讨老
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当日上午
10

时许， 平桥工
业园民政所所长陈金柱接到中
山居委会刘大湾组群众的电
话， 称在本组的河道里有一个
70

多岁的乞讨老人，不知死活。

接到电话后， 陈金柱和所里的
工作人员郭威威火速赶往事发
地点。在河道中，他们看到有一
个身裹编织袋、 衣服破烂不堪
的老人漂浮在河中央。 陈金柱
和郭威威来不及脱下衣服就跳
进河里，由于气温较低，河中淤
泥较深， 他们慢慢向河中央靠
近，尽管距离不是很远，但松软

的淤泥让他俩前行艰难。经过
半个小时， 他们终于靠近老
人。 二人把老人抬上岸后，发
现老人还有呼吸。陈金柱快速
向旁边的小卖部跑去，买来方
便面，用热水泡开后，慢慢地
喂入老人的嘴里，老人逐渐苏
醒过来。

根据老人提供的地址，陈
金柱立刻与老人的儿子取得了
联系，并开车将老人送回家中。

老人的儿子看见父亲的一瞬间
几乎惊呆了。原来，老人在几个
月前离家出走， 家人多方寻找
无果，还在新闻媒体上刊发了
寻人启事，没想到今天被工业
园的陈金柱和郭威威送回家
中。老人的家人紧紧拉住陈金
柱和郭威威的手，感动得泪流
满面，一再挽留他俩吃顿饭再
走。陈金柱和郭威威婉言谢绝
了，各自回家换洗被淤泥浸湿
的衣服……

为了营造文明、卫生、和谐的人居环
境，连日来，河区柳林乡党委、乡政府
对辖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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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沿线进行环境综合整
治。对国道沿线的各类垃圾进行了清理，

加强“门前五包”责任制的落实，对骑路
市场、 占到经营及车辆的乱停乱放进行
了治理。同时，该乡联创办将不定期对乡
机关和乡直部门所包路段进行督查。图
为整治行动现场。

本报记者周海燕摄

河区金牛山
办事处在开展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中， 大力开展病媒
防治知识培训。近
日， 该办事处组织
辖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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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参
加了病媒防治知识培
训。图为培训现场。

陈军委
肖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