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报家乡修大塘

———记胡寨村外出务工成功人士陈代宝捐资修塘事迹
陈代宝，男，现年

38

岁，系潢
川县江家集镇胡寨村陈岗村民
组村民，

1987

年外出务工， 主要
从事建筑工程承建等业务。他致
富不忘家乡，无偿捐资

30

万元给
本村民组整修大塘

5

口， 在当地
传为美谈。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
2011

年
家乡的大旱说起。在外常年务工
的陈代宝，当得知

2011

年家乡天
旱， 本村民组

75

户
300

多村民因
集体大塘年久失修，不能有效蓄
水，导致该组水稻减产及其他农
作物欠收的消息后， 他心急如
焚。他通过电话，联系胡寨村“两
委” 和在家的父母， 决定利用
2011

年秋冬农闲，给所在村民组
的
5

口大塘全部整修一遍， 为今
后本组农作物丰产，农民增收提
供可靠水源保障。

他的善意决定得到了胡
寨村“两委”和该县人大机关
选派到该村任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胡永清的大力支持。从大
塘选址、每一口水塘进出水口
的设置、储水量以及占压农田
的土地补偿，村、组两级和该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都给予了
明确的指导意见，并现场协调
解决了许多难题。

5

口大塘于
10

月
17

日开始动
工。工程施工期间，陈代宝本人

因为工作太忙，不能亲自回到家
乡现场指挥。但他专门安排其建
筑公司一名员工把大型挖掘机
由武汉运回老家， 以备工程所
需。

陈代宝的父亲陈万努是陈
岗组组长， 已是

60

多岁的老人，

在
5

口大塘施工期间， 他更是忙
前忙后，购柴油、运进水泥、沙、

砖等物料，组织民工进行配套工
程建设，计工以及安排机械手食
宿……所有这些，件件都是老人
家亲自上前。他说过：“儿子无偿
捐钱为群众修塘， 他不能回来，

我们这些在家的人不能辜负代
宝的希望啊。”

截至目前，

5

口大塘已施工
35

天基本竣工。接下来，陈代宝
父子还将把通往

5

口大塘的土
路全部整修成沙石路， 塘埂四
周栽上树木， 在正西边的那口
大塘东面征地

10

亩， 新盖猪圈
数排。全部工程下来，陈代宝将
支付工程费

28

万元， 支付民工
工资

2

万元。

在潢川县
4

个乡镇（江家集
镇、传流店乡、张集乡、黄岗镇）

交界的胡寨村无偿捐资
30

万元
整修

5

口大塘， 整修后还将把大
塘、树木、猪圈等投资物无条件
地奉还给陈岗组全体群众，陈代
宝的事迹，体现了新时期新型农
民的无私情怀，也深深地感动了
身边的每一个人。

11

月
22

日，光山县电业局利用
35

千伏槐店变电站此次停电检修的机会，对斛山供
电所、蔡桥供电分所、砖桥供电所、凉亭供电所等单位配电台区、线路设备综合治理。

维修期间，该局机关生产部室、相关供电所和变电站的中层干部、共产党员、技术骨
干、青年楷模身处一线、率先垂范，他们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们不怕苦累、敢打
敢拼：有更换台区跌落保险以及对台区加装绝缘护套的、有更换受损电线杆的、有拆
除废弃线路的、有监督施工安全的、有现场技术指导的……广大员工抓住天气晴好的
有利时机，全力以赴进行线路、设备检修升级和冬防消缺，确保广大电力客户在冬季
负荷高峰时期用电无忧。

张磊摄

□

唐剑锋

正值秋冬之际，河三期治理工程开展得如火如荼，昨日记者却接到市民举报，

说有人往河床倾倒建筑垃圾。记者赶到位于金色水岸附近的河南岸察看。从申桥下
到河边，远远就看见有一辆垃圾运输车停在河边通往河床的便道口上，再往前看见一
辆行政执法的工具车也停在河边的便道口上。顺着工程便道下去，我们看见确实有不
少碎砖块、混凝土块和碎木板之类的建筑垃圾堆放在河床里

(

图二
)

。记者采访环卫处
主任张涛了解到， 确实存在一些单位打着铺垫工程便道的旗号往河倾倒建筑垃圾
的现象，为了制止这些行为他们用车辆将便道口堵住，并沿河进行执法检查以杜绝这
样的现象发生（图一）。

本报记者郝光摄

罗山县森林公安局
10个小时成功破获一起滥伐林木案

本报讯（刘东银罗强
徐元信）近日，罗山县森林公安
局成功破获一起滥伐林木案，刑
事拘留

1

人。

2011

年
11

月
16

日上午，该局
接到群众报案，称子路镇黎楼村
有人滥伐杨树。 案情就是命令，

该局主要领导立即安排辖区民
警赶到该镇黎楼村展开调查。通
过调查、取证、走访群众很快找
到了被伐树木买主黎某，在办案
民警一番细致入心的思想工作
和讲明法律、 政策利害关系之
后，黎某很快交待出了砍伐树人
为青山镇冲口村人姓甘，具体名
字不知道。（男，

40

岁左右） 为防
止走漏消息，办案民警立即驾车
赶到几十公里之外的青山镇派
出所， 在他们的大力配合下，将

该镇冲口村所有甘姓居民、 年龄
在
40

岁左右男子的户籍信息全部
调出、 逐一核查。 功夫不负有心
人，通过相关信息比对，最终锁定
了嫌疑人甘某。下午

13

时，办案民
警迅速赶到了甘某居住地发现甘
某大门已紧锁、不知去向。为防止
其外逃， 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搜
捕工作，

14

时
30

分，在一条通往信
阳市的水泥公路边上发现了嫌疑
人甘某并成功将其当场抓获。

经突审，甘某对其在子路镇
黎楼村无林木采伐许可证滥伐
林木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经林
业技术鉴定， 甘某共滥伐林木
136

株、 立木蓄积达
34．58

立方
米。下午

18

时，甘某因涉嫌滥伐
林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中投证券2011年证券投资策略报告会

经中国证监会河南证监局批
准， 中投证券信阳民权路营业部诚
邀国内资深证券投资专家莅临信
阳。 定于

12

月
4

日下午
14

：

30

至
17

：

00

点在信合中州国际饭店（东方红大
道
129

号）会议厅举办主题为《经济
结构调整下的证券投资与机遇分析
报告会》。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诸多行业十二五规划陆续出台，

十月份以后通胀拐点逐渐显现，

市场关注要点从抗通胀逐步转
向调结构。如何更好地把握市场
潜在机会，规避投资风险，中投
证券信阳民权路营业部诚邀国
内资深证券投资专家为信阳投
资者做详细讲解。活动期间还将
举行各种抽奖互动活动，多一分
资讯，多一份收获，惊喜出乎意
料，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详情请

咨询：

0376-6305999

。

主讲人介绍：

刘中华：工商管理硕士，中投
证券市场部高级投资顾问，《中投
证券金理财》 系列咨询产品主要
撰稿人。多年证券从业经验，实战
经验丰富。主要擅长：根据国内外
的经济金融市场的变化， 结合技
术面进行分析，主攻科技、电子信
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香港证
券市场较为熟悉。 证券投资咨询
执业证书编号：

S0960610120024

余方升：医药行业研究员，经
济学硕士，

2009

年加入中投证券
研究所，负责中药行业研究。自加
入中投医药团队以来，

2009

年获
新财富第

6

名，

2010

年新财富第
5

名，

2011

年水晶球第
2

名。 证券
投资咨询执业证书编号：

S0960511090002

中投证券信阳营业部招聘启事
一、招聘岗位：客户经理，年

龄
35

岁以下。

二、招聘人数：

10

名
三、应聘条件：全日制本科

学历、沟通能力强，心态积极，团
队协作能力强。

四、有证券从业经验或由相
应客户资源者，可适当放宽条件。

招聘电话：

0376-6309122 6309199

手机：

13526039239

张经理
18637166110

朱经理

我们要为道德撑腰！

【事件回放】

据《人民日报》 报道：

8

月
26

日， 江苏省如皋市司机殷红彬开
着一辆大客车经过一座立交桥
时， 发现一个老太太被压在三轮
车下，于是靠边停车，把老人扶了
起来。没想到，他刚走开，老太太
就给儿子打电话， 说一辆大客车
撞倒她后逃逸。她儿子一听，赶紧
报警。很快，殷红彬的车被交警拦
住。老太太当面指认，一口咬定撞
了她。殷红彬有口难辩，幸亏他的
车上装有摄像头， 把整个过程录
制得清清楚楚。老太太口说无凭，

这才还了殷红彬一个清白。

【记者点评】

要是没有这个摄像头，殷红彬
就真的会被讹上。 纵然浑身是嘴，

怕也说不清楚。不过，看到这样的
“撑腰” 表态， 总觉得心中不是滋
味。老人摔倒了，有人前去扶一把，

是做善事；如果发生车祸，发生抢
劫，发生紧急情况，有人伸出援手，

当属见义勇为行为，社会当为之喝
彩。而事实上，总有见义勇为者叫
苦不迭，才需要有人为见义勇为者
“撑腰”。虽说善心无罪，可是，做善
事被讹诈，总是一件让人笑不起来
的事情。无论如何，只要是做善事，

我们都应该为其撑腰。

我们要为道德撑腰，就是旗
帜鲜明的“扶起摔倒的道德”。大
家还记得“小悦悦事件”吧？那是
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面对
“摔倒的道德”， 我们该如何去
“搀扶”呢？是借助国家立法？还
是依靠公民觉悟？立法当然是需
要的，但是，仅仅依靠量化的立
法来规范不可量化的道德行为，

是困难的。依靠公民自觉构建道

德行为，就需要有人站出来“为道
德撑腰”。依靠社会力量“为道德
撑腰”，是一种肯定，是一种提倡，

也是一种导向。 当道德有了社会
力量这个“靠山”后，殷红彬们才
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路见不平
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道德滑坡时期， 我们大家
不为道德撑腰， 道德就可能继续
滑坡，一直滑到谷底。在道德滑坡
时期， 社会更需要形成一种我们
要为道德撑腰的社会氛围， 只有
这样， 社会才能让善的东西流行
起来，让丑恶的东西抬不起头来。

全民讲道德，社会会更加温暖。有
报道说：成都一家公司贴出通告：

鼓励员工在老人跌倒后主动去
扶，并承诺“扶出问题”由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合肥有律师表示：愿
意组团为扶人者提供免费法律支
持；一网站发出倡议：希望更多企
业和单位加入到“扶一把”联盟中
来， 很多企业表示愿意加入这一
联盟。“用自己的行动。 让大家知
道：这个社会并非那么冷漠”。

人不同于其他动物，正所谓：

“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有恻
隐之心，只是太多的“教训”，使得
一些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
得已选择了躲避。其实，很多人的
躲避， 并不是出于本心， 出于真
意；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
是不惹是非好。 假如“为道德撑
腰”形成一种氛围，一种环境；就
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在危急时刻，

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

我们为道德撑腰， 是一副清
醒剂。相信很多人“喝”了这副清醒
剂之后，就会良心发现，善心复苏，

自觉自愿加入到见义勇为队伍中
来。有了我们要为道德撑腰的社会
环境，才能保证人们“对道德与良
知的坚守”， 才能使见义勇为行为
成为一种时尚，引领道德主旋律。

□

本报记者周海燕

建设新农村 心中要装着百姓

———河区东双河镇杜河村新农村建设剪影
11

月
21

日早上
8

点多钟， 刚吃过早饭，
河区东双河镇杜河村党总支书记左法军就来
到刚建成不久的杜河农民新村， 了解配套设
施的建设进展， 正好碰上刚刚搬进农民新村
的居民刘正伟， 刘正伟赶紧迎上去握住左法
军的手，“支书，说了这么久了，你什么时候还
是抽空到我屋吃个饭，喝杯小酒，庆祝我搬进
新居嘛！”

在刘正伟家里， 他说：“我以前就是做粮
食收购生意的，这么宽敞的屋，我们家当然住
不完，我就将一楼当作了稻谷储藏间。安居才
能乐业，生意生活两不误

!

这房子是我们村集

体自己开发建设的，村里按每平方
935

元的成
本价卖给我们，这一套房花了十几万元，要是
在城里，五六十万也买不了。我觉得居住条件
超过了城里人。”

“你们看，这一排排富有徽派建筑特色的
农民新居， 不比你们城里的洋房别墅差呀。”

左法军指着落成不久的农民新村骄傲地说。

“我们村规划建设的杜河新村占地
76

亩，规划
建设高标准民居

269

套，一期的
90

多套居民楼
已全部销售完毕， 目前还有许多居民在排队
等候待建的二期楼房。”言谈中，左法军喜悦
中透露着自豪。

比起开发商建房的模式来，村集体自己
开发对农民来说，无疑更为划算。过去，村集

体对外发包工程都由村支两委说了算，群众
认为发包过程不透明，程序不规范，如何化
解群众矛盾，最大程度保护集体经济不受损
失，左法军告诉记者，村支“两委”结合本村
实际情况，经过认真调研，认为由村集体承
担杜河新村建设点垫土工程。这个意见经过
村党支部提议后，村支“两委”走村访户了解
实际情况，并广泛征求党员、村民代表及村
民意见。经过充分酝酿，村支“两委”会通过
了由村集体承担杜河新村建设点垫土工程
的意见， 成立了杜河村新村建设指挥部，并
拟定了实施方案，工程由杜河村新村建设指
挥部负责，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指挥部对各
成员进行了详细的分工，各司其职。从确定

征地拆迁，到确定建房。其间村民们曾经进
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和表决，终于大家集体通
过了自做业主、自行筹资建房的方案。征地、

拆迁，一直是最为引人关注、最为敏感的两
大焦点， 也是引发干群矛盾的导火索。“期
间，我们反复召开群众代表、党员代表会议，

向全体村民开会筹款，村干部，老党员、村小
组长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大家一致确定每亩
补偿

1.8

万元，一期征地
40

多亩，我们村仅用
了

5

天就完成了征地赔偿问题， 没有发生一
户村民上访事件。”

左支书说：“关心群众，就要把群众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 比如说， 杜河街道地势低
洼，每逢暴雨就产生内涝。于是，我们协调市
海事局拿了一部分资金，村里又补贴了一部
分， 修建了

300

米的排洪沟、

2

处管涵、

2

座小
桥，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过去每逢暴
雨，家家户户都忙着灌沙袋，夜里觉都睡不
安稳。 今年村里又拿出

100

多万元新修了排
污沟、复合堤，街道居民个个睡得很香，再也
没有以前的恐慌。 就像一个年轻人说的那
样，“雨下得越大，两口子抱得越紧”。左法军
高兴地说。

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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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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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到社区】

【谈道论德】

良

心

是

这

样

被

高

价

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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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事实， 笔者无论如何也不敢
相信药品价格会涨得如此离谱。 在

11

月
20

日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中，

出厂价
15.5

元的“芦笋片”药品，经过医药
公司、医药代表、医生等环节，最后以

213

元
天价售卖到患者手中，利润高达

1300%

。

经过层层盘剥，药价确实是“飞”上了
天，而该得的“实惠”这些利益集团或个人
也都得到了。然而，当他们怀揣着从患者兜
里“偷”来的辛苦钱沾沾自喜时，却不知自
己的良心早已被狼狗叼走了。痛心之余，笔
者不禁要问： 究竟谁才是药价虚高的真正
推手？是发改委，物价局，医院，还是已经广
受诟病的流通领域？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近期，国家发改
委采取

4

项措施打击药价虚高。这本该使公
众有所期待的消息， 引来更多的却是质疑
与批评。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屡次出台政策
希望压低药价，但是药价却仍居高不下。这
又是何原因？有关专家对媒体表示，发改委
或各省物价局制定的药品指导价高的离
谱，这才是药价虚高的主要原因。笔者在此
要问： 从上至下的发改委官员以及具体办
事人员，难道就不知道其中的漏洞吗？

而经天价“芦笋片”事件后，公众则将
矛头指向了物价局。 请看湖南省物价局一
位人士是怎样面对公众质疑的。 他说， 药品品种规格相当复
杂，政府在进行价格核定时，对于企业提供的资料由于工作人
手不够，很难做到每个药品都实地查看药品入库记录、财务凭
证等反映价格信息的第一手资料。既然做不到，为何瞎指挥？

既然做不到，为啥不辞职？吃着纳税人的饭，干着不为民的活，

物价局应该改名叫“无用”。

追索到最后，罪魁祸首是医院，最后的推手是医生。在央视的
质量报告中，有知情人士透露，回扣俨然已经成为医药行业长期存
在的潜规则，给医院回扣一般也达到药品销售价格的

5%

至
20%

；

而给医生的回扣更是惊人，有些药品的回扣达到
25%

至
50%

，

一个“芦笋片”医生就拿走了
80

元。真可谓要了钱财不要脸面。

国家三令五声，药价依然“坚挺”。我们在骂商人所谓钻空
子、赚“黑心钱”时，在骂市场的潜规则时，在骂医院变成“阎王
殿”时，是不是更应该审视一下相关部门，他们到底有没有作
为？在为谁作为？倘若还有一点良心和社会责任，层层加码、药
价飙升十几倍的现象还会如此疯狂吗？

写到此处，笔者不禁想起“

80

元处方”大夫王争艳，她的事
迹感动了中国。仔细一琢磨，却又倍感心酸，这样的事件能引
起如此热烈的反响， 可见医药的黑幕已让人心寒到了怎样的
地步。一个“

80

元处方”，一个
80

元回扣；前者“扒回”了道
德，后者却“拔去”了良心。到
底是谁该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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