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文友的幸福生活

今年
62

岁的陈文友是潢川
县付店镇晏庄村的村民。谈起现
在的生活，一脸幸福的他自豪地
告诉记者：“俺现在再不像以前
那样羡慕城里人了！出门骑电瓶
车，儿子开的有出租车，随时进
城，随时有车坐。”

这只是让陈文友感到幸福
的一个方面。让老陈自豪的还有
他家的收入。 老陈一家八口人，

老伴，两个儿子两个儿媳，还有
两个孙子。

2009

年， 黄淮大丰收
农贸科技有限公司对晏庄村的
土地进行了流转，成立了农业专
业合作社，老陈家的土地也都被
流转出去了。再也不用牵挂土地
的老陈就在付店镇上买了一处
上下两层的楼房， 全家搬了进
去。大儿子在自家楼下门面房开
了一个修电瓶车的铺子，小儿子
跑出租，他自己在家门口的“大
丰收” 合作社打工， 每月还有
1800

元的工资，老伴则专门在家
里照看孙子。 国家粮食直补款、

土地流转费，加上他和儿子儿媳
们挣的钱，一年下来，他家有

10

万元以上的收入，一点儿也不比
城里人的收入少。

晏庄村有耕地
4095

亩，大部
分进行了流转。村里像有老陈这
样收入的家庭不在少数。“流转
田，好分钱”、“流转田，好挣钱”、

“流转田，种大田”，老陈对此深
有感触，用他的话说就是：“以前
田小埂大，弯弯曲曲，收割机、旋
耕机难下地。土地流转后，土地
平整了，路通、渠通，小田变大
田。现在一块地有

10

来亩，土地
面积也增多了。 土地流转前，俺
们种地怕天旱，怕发大水，怕刮
风、阴雨天，怕假种子、假农药、

假化肥，现在‘大丰收’替俺承担
了风险，俺再不用操心了。无论
是赔是赚， 俺每年每亩价值

450

斤的粮钱一分都不少！”

“别看俺的地都被流转了，

现在想种地，就到‘大丰收’。只
要不好吃懒做，在家门口就天天
有活干；只要干得动，就有钱挣。

俺这儿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大丰
收’干，一月也能挣八九百元。想
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城里人
也没有俺自在啊！”临别时，老陈
的幸福之情再次溢于言表。

□

本报记者张家彬栗萍

家门口一样过“黄金周”

本报记者刘正国摄影报道
十一“黄金周”临近，不少朋友有出游的计划。记

者在这里提醒一句：无需舍近求远，家门口一样可以
过“黄金周”。

在我市中心城区的周边， 分布着许多独具豫南
特色的自然景观，如灵山镇境内的灵山、李家寨镇境
内的龙袍山、邢集镇境内的天目山以及谭家河、河
港、董家河等乡镇境内的罗家沟、桃花寨、黑龙潭、白

龙潭、望台、黄龙寺等景点。这些地方大多山高、坡
陡、潭深，植被茂密，游人较少，攀行其间，两颊凉风
习习，耳畔鸟语呢喃，宛若世外桃源。走渴了，品品信
阳毛尖茶，那感觉肯定异于平常；游饿了，美美地享
用一餐地道农家饭，美味儿保准儿让你忘不掉。同是
“黄金周”，在家门口过的味道会更好。

下图为河港镇白龙潭景区一角。

9

月
25

日，河南省大学生
第九届武术锦标赛在我市拉开
序幕。 这是河南省大学生“华
光”体育活动

2011

年系列比赛
之一，由河南省教育厅主办、信
阳师范学院承办、 河南省学生
体育总会协办。全省

32

所高等
院校组团参赛，竞赛为期

3

天，

包括拳术、刀术、棍术、剑术等
14

个武术项目。

本报记者姚广义摄

安全常挂嘴边 责任永放心中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各类安
全事故频发：动车追尾、汽车侧翻、

食品污染、学生溺水、醉驾伤人等
不一而足， 为什么这些事故一而
再、再而三地发生呢？ 其实，说到
底，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没有把安
全这二字经常挂在嘴边，没有把责
任时时放在心中。

每一个单位似乎都很重视安
全生产工作， 但毋庸置疑的是，一
些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长期处于
被动局面，究其原因，还是我们的
各级各部门安全意识不强，平时不
想这个事情， 一旦出了事情又怕
事，想方设法去“灭火”，“火灭”之
后很快又忘了，这种现象应该引起
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一些同志没有把单位的安全
生产工作放在心中，主要表现在这
些同志对待安全生产工作不是那
么用心，想的事情多是个人的得失
等，没有更多地去考虑所在岗位可
能存在的隐患，对可能发生的事故
抱侥幸心理， 直到事故发生了，才
惊呼连连：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样
的事故原本可以避免啊，太不应该
了！但悔时已晚，于事无补。在工作
中，没出事故不等于就没有安全隐
患， 抓安全生产最根
本的方法还是在于打
牢日常的工作基础，

防患于未然。

一些单位之所以
常出事， 还与这些单
位的一些同志好忘事
有关。君不见，有的同

志在事故发生后，痛心不已，搞总
结、搞整改，大会小会开不停，但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忘得一干
二净。 还有的在工作中取得一点
成绩后，盲目乐观，对其他单位发
生的事故置若罔闻。 认真总结并
牢记已发生事故的教训，“补牢”

于“亡羊”之前，历来是抓好安全
生产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如果
“好了伤疤忘了痛”， 或者认为那
是别人身上的痛，和自己无关，那
么昨天发生的事故、 别人身上发
生的事故就很可能在明天、 在自
己身上重演。

做到平时多想安全生产方面
的事情、出了事情不怕事情、不忘
记和安全生产有关的事情，这既是
工作作风问题， 也是思想方法问
题，但说到底还是单位和个人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问题，因此，要想真
正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必须要有强
烈的安全意识和高度的责任心。关
键在于我们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领
导干部，要有“宵衣旰食，夙夜在
公”的精神状态和责任意识，只要
坚持和信奉“安全常挂嘴边，责任
永放心中”的信念，从我做起，从现
在做起，把好自己所在的工作岗位
的那一关，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
加和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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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华易文渊）固始县
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秋粮种植面积
大。 目前正值秋收季节，由于农村青
壮年大多外出务工， 加之阴雨连绵，

秋收形势严峻。 固始县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农村秋收一线，与
农民群众合力保秋收，确保秋粮颗粒
归仓。

领导干部深入指导作表率。 该县
县委成立了秋收工作领导小组， 采取
“县领导包镇、镇领导包村”，各级领导
深入秋收一线，靠前指挥。该县县委主
要负责同志多次深入田间地头， 检查
指导秋收工作， 要求各乡镇认真分析
秋收工作形势，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帮
扶力度，抢天夺时，确保秋收工作顺利
完成。

党组织全力服务争先进。 该县各
级党组织在秋收工作中力争先进，协
调联动，加强指导，做好服务，为秋收
保驾护航，切实做到粮食不归仓，工作
不放松。县农业局组织开展了“农业科
技入户”、“农技

110

”等服务，义务检
修农机

400

多台。

党员一线抢收树形象。 广大党员
干部积极奋战在工作最艰苦、 任务最
繁重、群众最需要的抢收第一线，用实
际行动树立起党员在农民群众中的好
形象。 全县

100

多名机关选派党员干
部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群众家中，

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帮助群
众解决各类困难。截至目前，全县秋收
任务已完成

80％

。

本报讯（胡晓川李世成）花木是
潢川县的特色产业。 为了推动这一产
业快速发展，连日来，潢川县积极实施
“

3

个
3

”工程，壮大花木产业规模，把
潢川花木这一“祖传家业”发扬光大，

打造成真正的“当家产业”。

擦亮“三个金字招牌”。 该县围绕
“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中国花木
之乡”、“潢川金桂”三个国家级金字招
牌，上规模、上档次、创品牌，做强做大

做优花木产业，着力打造“潢川花木”名片。 目前，全县花木已达
26

万
亩，有

200

多个属类、

2400

多个品种，年实现产值
15

亿元。

实施“三个带动”。一是项目带动。二是创新带动。三是服务带动。

去年以来，精品园已流转土地
5000

多亩，吸引了盛世、开元、颐景园
等

12

家园林企业入驻，投资
1.5

亿元，建设
4500

多亩的高标准精品
示范园。

打造“三大基地”。 一是打造观赏苗木基地。 《河南省花木产业发
展规划》把潢川列入观赏苗木核心区，该县以培育绿化苗木为重点，

大力培育紫薇、樱花以及大规格木瓜、银杏、香樟等花木，提升花木档
次，辐射带动周边的平桥区、河区、光山县、商城县等县区的花卉苗
木产业发展。二是打造品种驯化基地。潢川地理区位优势以及独特的
自然条件优势，决定了潢川在“南花北移”、“北木南栽”、“东花西送”

驯化方面的重要地位。三是打造旅游观光基地。花木产业是美好的产
业、幸福的产业。 该县以花木产业的发展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又
以旅游业的发展为花木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潢川发展花木，富
了农民，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满足了人们对生态的需求，带动了
旅游、休闲、餐饮、服务、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和
谐的最美画卷。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ＲＩＢＡＯ

２０11 年9 月26 日
星期一辛卯年八月廿九

□

中共信阳市委机关报
□

信阳日报社出版
□

邮发代号：

３５

—

３２ □

第
7466

期
□

今日
4

版
□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１

—

００１５ □

信阳新闻网址：

ｈｔｔｐ押 ／ ／ ｗｗｗ．ｘｙｂｙ．ｃｏｍ．ｃｎ

敬 老 院 长 岳 德 珍

在息县城关镇南街， 有一处曲径通幽
的整洁庭院。 院落不大，但亭台楼榭，绿意
盎然，健身器材一字排开，

100

多位老人，在
这里安度晚年。

这里， 就是息县下岗职工岳德珍创办
的康乐敬老院。

在息县，提起岳德珍，很多人都知道她
“一千元托起大民生”的故事。今天，就让我
们走近岳德珍， 走进她与百位老人同喜同
忧的世界。

“敬老院是我的眼泪呀”

“敬老院是我的眼泪呀！ ”被问及“一千
元创业”的事儿，岳德珍，这位

61

岁的老
人，眼圈一下子红了。

2001

年
5

月
21

日， 是岳德珍人生的
“滑铁卢”。那时，岳德珍已经下岗一年多，

靠每月
200

元的生活费和做点小生意艰
难度日。 有一天，她的丈夫从一处工地的
高空摔了下来，可是，她却索赔无门。 从
此，她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爱人，一边打
起了官司。 官司一打就是三年，这是一段
没有收入的岁月，等

3

万多元的赔付款到
手，付了律师费、医药费，全家就只剩下
1000

元钱了。

1000

元，能干什么？

一位在市里工作的远房亲戚为岳德珍
出主意：当前，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而息县
还没有一家敬老院， 办敬老院很有发展前
景。 但又苦又累还有风险，你敢不敢干？！

到外地敬老院走一遭，让“见到可怜人
就好哭”的岳德珍下定了决心。怀揣着

1000

元钱，岳德珍开始了她的创业之路。

岳德珍要干的第一件事是在自家的空
地上再盖三间房。

砖、沙、水泥，凭着几十年为人的信誉，

全部赊欠了来。可到施工队一联系，光工钱
就要

5000

多元。

岳德珍决定自己干。

两只手磨得流血， 血变成了老茧，

400

车沙子，她硬是一个人一锹一锹地铲到位。

她通过熟人， 低价请来两个泥工， 帮忙划
线、打梁，而她自己，则没日没夜，一块砖一
块砖垒墙。

仅仅一个星期，三间平房盖好了。工钱
只花了

300

元！

等安置妥当， 岳德珍就到电视台打广
告。 “息县有敬老院了！ ”的消息不胫而走，

第三天就有人登门了。可看的人多，一见没
人住就都走了。

天无绝人之路。半个月后，岳德珍原厂
里一对残疾夫妇李世环、黄秀兰找来了。彼
此知根知底，他们信任岳德珍。这份信任给
岳德珍带来了曙光， 她全心全意地把两位
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2007

年， 李世环

安然离世，黄秀兰至今还生活在敬老院，七
年来，这里已成了她须臾也离不开的、温暖
的家。

“老人高兴我就高兴”

一传十，十传百，入住的老人由几个发
展到几十个， 岳德珍的事业越来越红火。

2009

年， 在政府
50

万元贴息贷款的帮助
下， 岳德珍在原址上新建了拥有

200

个床
位的花园式敬老院。 慕名而来的老人越来
越多，如今已入住了

120

多人。

“老人高兴我就高兴！这一百多位老人
全在我脑子里。 每个人喜欢吃啥、啥脾气、

啥毛病，我全部了如指掌。 ”提起老人，岳德
珍展现出笑容。

敬老院里，年龄最大的
97

岁，最小的
48

岁。有些老人刚入院时性格孤僻怪异，不愿与
人交往，后来都成了开朗的“老小孩”。更多的
则是腿脚不灵便，体弱多病，（下转第二版）

□

时秀敏马童

迎 重 阳 齐 健 身

河南省首届群众登山健身大会信阳会场举行登鸡公山活动

本报讯（记者郝光） 为了深入贯彻
《全民健身计划（

2011-2015

）》，落实《全民健
身条例》， 积极推进体育与旅游的结合，促
进我省体育旅游快速发展， 引导广大人民

群众积极参加户外活动，形成崇尚健康、参
与健身、 追求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良好环

境和氛围，

9

月
24

日，河南省体育局、河南
省旅游局联合举办了“红牛杯”河南省首届
“迎重阳”三山（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同
登群众登山健身大会， 共有

15000

名以上
的各界群众、 户外活动爱好者参加了本次
活动。

作为河南省首届群众登山健身大会的
信阳会场，举行了登鸡公山活动。 本次登鸡
公山活动由信阳市体育局、信阳市旅游局和
鸡公山风景管理区联合举办，共有来自全市
52

个单位的
1940

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本次
活动参赛人员之多、领导重视程度之高为历
年大型群众体育活动之最。赛事共分为四个
组别，即：中年男子组、中年女子组、青年男
子组、青年女子组，起点设在鸡公山山门广
场，沿鸡公山登山古道上山，终点设在笼子
口，比赛全程约

3.5

公里。

24

日上午
8

时半，在鸡公山山门广场
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市委常委、信阳军
分区政委袁玉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
曙霞、市政府副市长曹新生、市政协副主
席周慧超、省体育局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副
主任史展翔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
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以及全体运动员共同
听读了环保登山倡议书，还在“重阳祈福
墙”上写下对父母和亲人的祝福，整个登
山活动既环保健康，又充满了浓浓的传统
韵味。

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争先恐后向鸡公山登山古道冲去。 本报记者张泽元摄

责编：段黎明徐立明照排：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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