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夕阳红艺术团的精彩生活

在信阳有个老干部艺术团
体， 每周他们都聚在一起合练乐
曲， 自编自导了许多非富多彩的
节目，他们不仅可以自娱自乐，每
年还会组织一些公益性的表演，

把快乐送给更多的人。 那么他们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团体呢， 让我
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刚进老干部局， 随着乐曲和
歌声， 我们就找到了他们排练的
场所。在排练场，我们见到了正在
专心排练的队员们。 这个老干部
艺术团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夕
阳红艺术团， 队员都是清一色的
银发老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绝活，

从笛子、二胡到小提琴，可以说是
十八般武艺他们样样精通， 提到
自己的团队， 队员王学友打开了
话匣子。

王学友向我们介绍说， 这个
艺术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退休人
员，也有个别的音乐爱好者，现在
团里的乐器可不少， 有二胡、板
胡、笛子、手风琴、小提琴、扬琴等
等乐器齐全， 平时大伙在一起排

练一些民乐合奏、 独唱等方面的
节目，每年都有一两次公益演出。

今年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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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高龄的黄宗
贤，是艺术团里年龄最大的老人，

退休后， 依然健朗的他便加入了
老干部艺术团。 别看老人年纪大
了，但他可不简单，二胡拉得那叫
一个绝。据他介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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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开始，

他就已经开始参与各种艺术表演
了。其间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练了，

退休后没事就又捡了起来， 在这
里每天和大伙一起练练， 过得很
愉快，也很充实，老了不就落一个
“乐”吗。说着说着，黄大爷来了兴
致，现场为我们演奏了一曲《二泉
映月》。

在问及会不会像其他老年人
一样，经常打牌时，黄大爷立即表
示，那样不仅达不到休闲的效果，

频繁了反而会有害健康。

是啊，像他们这样弹弹唱唱，

也是一种休闲的好方式， 现在有
许多老人退休后， 不知道该干些
什么，觉得空虚无聊，像这些老人
自娱自乐的生活就值得借鉴。愿
所有老人们都能度过一个幸福充
实的晚年！

白衣天使真情救助无主病人

昨天上午， 在市第一人民医
院门口， 陈老先生的老伴紧紧握
住该院副院长、 神经外科主任姜
士炜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她
感谢医院及时救治遭车祸的老
伴。她说，现在老伴的病情已经趋
于稳定，她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几天前的一个深夜， 市第一
人民医院暨市妇幼保健中心神经
外科接诊一名车祸伤患者。 当时
患者头部受重伤，意识昏迷，精神
状态很差。接诊后，该院副院长姜
士炜立即组织对患者做详细的检
查， 经初步诊断为： 重型颅脑损
伤，右侧股骨颈粉碎性骨折。但由
于患者伴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
伤，全身多处皮肤挫伤，同时考虑
到患者年纪大，不适合手术，姜士
炜决定对患者先进行保守性治疗。

一直在紧张忙碌的姜士炜后
来才注意到， 老人身边没有任何
的亲人陪伴， 病人的言语反应又
十分模糊， 所以询问不出任何个

人和家庭的信息。但是，病人的生
命是第一位的， 姜士炜特意派出
两名护士对其进行精心护理。与
此同时， 该院神经外科全体人员
开始多方寻找病人家属。几天后，

终于通过派出所联系到病人的家
属。

原来，老人今年
70

岁，是我市
固始县人

,3

年前春节时
,

自己从郑
州坐火车回家

,

在火车站走丢，后
来就一直没有消息。几年来，家人
疯了一样地到处找他， 可是一直
没有老人的任何消息。

“要不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全力救治， 我老伴可能就没有命
了； 要不是医院多方的联络和寻
找，我们现在肯定还找不到他。真
的太感谢了。”在市第一人民医院
的

ICU

病房， 陈老先生家人的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

记者了解到，目前，老人已经
由当初的重度昏迷转为朦胧状
态，意识在逐渐恢复，基本脱离了
危险期， 治疗恢复一段时间后就
可以出院回家与亲人团聚了。

送温暖，能否“问需于民”？

近日，老家一位贫困户相告，

与其结对子的单位前两天专门派
人到他家， 了解今年他家里有什
么需要的， 说单位将于近日把他
家所需物品及时送来。 这位贫困
户还告诉笔者， 这家单位年年如
此，每年都按其所“需”送来了党
和政府的温暖。 听了这位贫困户
的话，笔者不禁为这种按“需”送
温暖的做法拍手叫好。

近年来，各地各级党委、政府
十分重视贫困户的生活， 每到岁
末年初，纷纷走出机关，给贫困户
送钱送物， 送去了党和政府的温
暖和关怀，此举深受百姓的赞誉。

然而，据笔者了解，一些单位、部
门送温暖的模式似乎是一成不变
的，不是送点钱，就是送棉被、送
衣物。送点钱还好办，贫困户自己
可以根据需要去买自己所需的物
品，但如果年年送棉被、送衣物，

这不但没有给贫困户真正送去温
暖，反而成堆的棉被、衣物成了贫
困户家中的累赘。 据一位贫困户
相告， 他家的棉被已有近三十床

了， 都是这几年年终时上级扶贫
单位作为送温暖的物品送来的。

可见， 如此送温暖并没有真正达
到目的。

笔者以为，按“需”送温暖就
远比“一刀切”式的送温暖要强得
多， 这既可体现党和政府的温暖
和关怀， 又可以真正帮助贫困户
解决生活所需， 而不至于家里堆
满了棉被， 心里却没有一丝丝的
“温暖”。

眼下， 又到年终岁首， 各地
“送温暖” 活动又将相继启动。但
愿各地各单位部门在开展“送温
暖”活动时，不妨学习按“需”送温
暖的做法，“送温暖”之前，先到贫
困户家中去“问需于民”。只有这
样，才能把准“送温暖”活动的脉
搏，切实解决群众困难，真正把党
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读者：廖卫芳

信阳供电公司发明新产品

电工以后抄表不再是难事

本报讯（黄欣）以前，每到月底
去用户家中抄表都是一件令电工们
头疼的事， 因为装电表的地方大都
光线阴暗，加上有防盗装置，电表里
的信息很难看清楚。近日，信阳供电
公司计量中心研制发明的“电能表
查询抄录操作小窗” 产品获得国家
认证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 解决了
抄表这一难题。

随着我国电力科技不断进步，

电力用户的电能计量装置也在不断
地更新换代， 目前我国正逐步淘汰
陈旧的电磁感应式机械电能表，大
规模广泛应用多功能全电子式电能
表。 由于多功能全电子式电能表计
量信息存储量大， 因此数据显示模
块通常都采用滚屏菜单式液晶显
示， 电力用户和现场抄表人员通常
需要通过反复按动功能键对用户用
电度数进行查询或抄录。 但由于目

前安装电能表的计量箱出于防窃电
的考虑通常都采用全封闭锁紧加计
量封印处理， 抄表人员对用户用电
度数进行查询或抄录， 只能等待电
能表显示系统自动滚屏显示， 费时
费工，而一旦遇到光线阴暗，由于无
法激活电能表显示背光， 更是难于
分辨。

针对基层工作人员的集中反
映， 信阳供电公司计量中心相关人
员深入现场勘查，进行多次研究，利
用透明有机玻璃材质设计出方便实
用的观测小窗， 在不破坏计量封印
的前提下方便工作人员抄录， 在实
际电力施工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

□

本报记者赵锐

深山小学的坚守者

在商城县的大山深处有着这
样一所小学， 它坐落在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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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上的金刚台的半山腰上，在
这里集中了村委会、 村卫生室、

村科技服务站还有村小学四合一
的办公场地， 这所东河小学是当
地深山区里唯一的一所学校，杨
前程则是东河小学的校长也是这
个学校唯一的一名老师。

这个学校只有
23

名学生，学
前班和一至三年级的全部课程，

包括学生日常生活管理都由杨
前程一个人承担，而这个担子一
挑就是二十余年。 可时至今日，

杨前程仍然只是一名代课老师。

由于老师只有他一人，教学任务
繁重，杨前程就摸索出“老师不
歇学生歇”的“复式班”教学方
法。杨前程向记者介绍教室里一
边坐的是二年级的学生，一边坐
的是三年级的学生，他每天先给
二年级的学生上一节课，三年级
的学生在旁边自习，再给三年级
的学生上一节课上，二年级的学
生在一旁做作业。

除了教学，杨前程在学校的
另一个身份是学生的家长。清

晨，朝阳还未升起，杨前程就要
赶到山高路陡的地段去接学生；

回到学校就开始他的复式教学；

中午放学后，他又匆忙地走进厨
房为学生准备午餐，青菜是学生
从家里带来的，鸡蛋、米、油、盐
是学校买的。每天中午家里较远
的
6

个学生在这学校吃饭， 但若
是遇到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留
校吃饭的学生就多了。

每天下午放学后，杨前程都
要送那些路途遥远的学生回家；

夜晚，窗外的山风和繁星陪伴着
他批改作业；而到了周末，他还
得抽时间来学校打扫卫生，为下
周上课做准备。就这样充实地忙
碌着，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风华正茂的杨前程现在已
是略显佝偻，两鬓黑发也已微染
白霜。尽管困难重重，但杨前程
从未想过放弃。多年来，他

4

次获
得市、县级“教育教学先进工作
者”，两次获得“优秀教师”光荣
称号及多项荣誉证书。他还通过
自学考试拿到了大专文凭。

杨前程说，为了让咱大山里
的孩子有学上，能让孩子们接受
教育，走出深山，这是他最大的
心愿。

□

本报记者周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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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显示， 全世界每年产生
4.9

亿吨垃圾，而仅我国每年就产生近
1.5

亿吨城市垃圾，全国约有
2/3

的城市
陷入“垃圾围城”的困境。垃圾不仅影
响城市景观

,

而且还污染了与我们生
命至关重要的大气、水和土壤

,

对城镇居
民的健康构成威胁。 不少专家呼吁：垃
圾已成为城市发展和文明的“天敌”。

为了让“垃圾围城”的现象不在信
阳发生， 市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切实
可行的措施，收到了很好效果。比如，

今年市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中
心城区和沿河两岸安装、 更换了

2300

个新式分拣垃圾箱。 这种按照人口密
度科学分布安装的垃圾箱， 既避免了
有害物质外溢，突出了低碳环保主题，

又为文明城市建设添加了一道靓丽风
景。按理说，所有市民应当珍惜。然而，

据记者报道，这些刚“上岗”不久的垃
圾箱已有

150

多个遭到不同程度的人
为破坏……真是难以理解， 作为保持
卫生、美化环境、“服务”市民的器物，

垃圾箱何罪之有？ 竟然遭到有些人如
此霸道地蹂躏？细究起来，这已不是一
个“缺乏社会公德”可以概括的，其行
为透露地简直是“野蛮与愚昧”，以及
对生命健康和城市文明的践踏！

何以如此上纲上线？因为，这些人
“愚昧”到已经不知道垃圾箱的基本用
途。 是不是该给他们上一堂起码的卫
生常识课呢？ 让那些整天在大街上清
扫垃圾的大爷大妈们告诉他们： 在一
个城市里，垃圾箱是保持卫生、健康生
命的基本工具！你也是城市的一员，你
也需要健康的生命，你还有义务维护城市的文明！城市文明是
什么？最低的要求就是你要保护垃圾箱的“健康”，做到了这一
点，你才能去保护城市的环境和形象！因为，城市环境关系到
你我他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

我们从小就受到讲礼貌、懂文明的教育。可如今讲卫生仍
然做不到，环境美仍然只是个愿景。为什么？除了缺乏足够的
宣传教育之外， 更重要的是缺乏制度保障和强有力的规范支
撑。在日本，除了教育和督查外，严格执法并增加违法成本，是
其惩治乱丢垃圾、破坏城市环境和设施行为的有效手段。比如
日本乱扔垃圾将会处以

2000

日元的罚款（约合人民币
163

元），

相比国内“随地吐痰、罚款
5

毛”之类的规定就更加有经济“威
慑力”。而按照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相关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拆除、破坏环卫设施。如若我
们也严格执行，并施以重罚，或许可以遏制这种不文明现象的
发生。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 城市的文明固然需要高楼大厦
的建构和繁荣商业的支撑，然而，对于蜗居于城市生活中的每
一个生命而言， 周边的环
境品质和公共道德才是真
正的城市灵魂！让“天敌”

远离我们， 让垃圾箱不再
“哭泣”， 就要求每一个市
民做到基本的文明！

“马招呼”的萝卜经

———固始县徐集乡王脑萝卜畅销九州

12

月
15

日，记者从固始县城出发，沿
204

省道，向西经过
40

分钟的颠簸，来到全国闻名
的“中国萝卜之乡”———徐集。

固始县徐集乡地处江淮，史灌河冲积平原
中部，四面环河，空气清新，土质疏松细腻肥沃，

果蔬种植历史悠久，尤以盛产优质名牌“王脑萝
卜”饮誉古今，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钦定贡品。

在徐集乡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简陋的会
议室内，乡党委书记马俊刚接待了我们一行。

马书记又被大家习惯叫做“马招呼”。“马招

呼”得知我们来采访，就吩咐下属拿来“王脑
萝卜”。于是，我们一边吃着“王脑萝卜”，一边
谈着“王脑萝卜”。谈起“王脑萝卜”，“马招呼”

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他说，“王脑萝卜”之所
以闻名全国， 是因为徐集乡特有的土壤养育
了它。“王脑萝卜”表面光滑，个体均匀，青色
所占比例在三分之二以上， 以肉色青为主要
特点，鲜嫩可人，汁多味美。“王脑萝卜”，还可
切开腌制、酱渍，尤以生食最佳，因为它内含
大量葡萄糖、果糖、蔗糖和维生素等多种活性
物质和人体所需营养成份， 其中维生素

C

含
量是梨和苹果的

8-10

倍。 由于不含草酸，所

含钙易为人体充分吸收， 是人体补钙的良好
来源，且具清热解毒、润肺去痰、理气化滞、美
容养颜、醒脑明目等诸多功效。

说起“王脑萝卜”的发展经历，“马招呼”

告诉记者，近年来，乡党委、乡政府始终把种
植“王脑萝卜”作为一项支柱产业来开发，并
在原有市场开发的基础上， 不断调整种植业
结构， 真正让农民在种植结构调整中尝到甜
头。但如何让“王脑萝卜”这一地方特产冲出
乡村， 走向大中城市， 使农民获得更大的收
益？“马招呼”告诉记者，

1999

年
9

月，乡里专门
成立了“锦乡园果蔬开发公司”，面向社会广

纳贤能。当时受聘在某单位开车的李敬荣，主
动请缨任果蔬公司营销经理。于是，这位司机
出身的经理，就走南闯北为农民卖萝卜。由于
他诚信经营，不到一年就销售了几万公斤。于
是，他又带着样品萝卜到首都北京，参加了全
国优质农产品研讨暨产销见面会。没想到，在
这次展销会上，徐集的萝卜，以其特有的口感
和美观的外形备受与会者青睐。

2001

年，为了
把萝卜种植业做大、做强，徐集乡又以盛产萝
卜的自然村的名字王脑村为地名， 向国家申
请了“王脑萝卜”商标。目前，“王脑萝卜”不仅
早已走出了滩涂地，走出了河南，且已走向世
界，远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如今的“王脑萝
卜” 已被国家农业部审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产品地理标志。

在王脑村的萝卜种植基地，“马招呼”告
诉记者， 今年基地已经收到来自省内多个城
市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500

多吨的萝卜订
单。一个“王脑萝卜”，最高零售价格可以卖到
6

元至
8

元。站在一旁的村支书告诉记者，仅王
脑村近三年就在北京、上海等地销售“王脑萝
卜”

300

万公斤，销售收入达到
600

多万元。

【走基层、到农村】

□

本报记者郝光

河公园里的不协调“音符”

———“市井不文明现象扫描”系列报道之五

作为信阳中心城区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综合性公园， 河公园虽然不大但也是市
民健身游玩最方便的去处了。

记者翻阅了一下有关资料了解到， 河
公园于

1980

年正式开园， 绿地面积
14.61

万平
方米，绿化覆盖面积

15.11

万平方米，占公园总
面积

88.86%

，

2001

年被省建设厅认定为“省级
达标公园”。

2002

年
5

月
1

日正式向全市人民免
费开放，年接纳游客

150

万人次。现在园内设
儿童游乐区、水上游乐区、浏览休闲区、动物
观赏区和老年活动中心等五个功能区域。

“我小时候记得公园里能让小孩玩的也
就是中心广场上的大象滑梯了， 其他的基本
没什么游乐设施。” 摄影爱好者胡先生回忆
说，“因为那个时候要收门票， 公园里游玩的
人并不很多， 健身的和跳舞的人也都是购买
月票才能进去。 每逢节假日， 或者期末考试
完， 家长才肯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一次。”直
到
2002

年，河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后，去这
里游玩的人猛增，因为环境优美，这里也成为
人们健身的首选场所， 每天早晚都有众多的
健身爱好者来到这里锻炼，跑步的、打羽毛球
的、跳舞的、练太极拳的等等。“每天茶余饭后
去公园散散步打打拳， 成了我跟老伴的生活

习惯了！”一位退休老人告诉记者。

由于游人的激增， 随之而来给公园的管
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河公园管理处的主
任胡峻波告诉记者，每到节假日，尤其是好天
气的节假日，公园游客可以用“爆满”来形容，

日平均接待游客达
3-4

万人次，每年“六一”儿
童节，公园里更是人山人海，游客量可达近

5

万人次。伴随着游客量的增多，一些不文明行
为如攀枝摘花、践踏绿地、损坏公共设施、带
宠物入园、乱扔果皮纸屑等随之出现。游客的
大量增加，也给公园的保洁带来巨大压力，他
们一方面加强园内巡逻管理， 及时制止攀枝
摘花、乱扔果皮杂物、践踏绿地、乱刻乱画、损

坏公共设施等不文明行为， 另一方面组织专
门人员清扫清运， 并积极协调环卫部门增加
环卫垃圾车清运次数。公园还成立了保洁班，

专门负责保洁工作，从早
7

：

00

至晚
19

：

00

不间
断保洁。

公园环境变好了， 平日里市民游玩的也
更多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市民
抱怨公园里能让市民和孩子免费玩的地方越
来越少，在公园要不就是走走坐坐不收费，而
只要有玩的项目基本都是私人建的收费项
目。 记者也发现在不大的公园里竟然密集着
众多被私人承包的游乐设施， 这些承包者也
正是看好了公园旺盛的人气。 收费的游乐设
施多了，公共场地被挤占，人们活动的范围就
转移到公共绿地， 这也客观地造成了公园绿
地被践踏损坏。现在，公园里公共绿地已经很
少，许多以前的绿地都因为屡次损毁，被水泥
或者水泥砖给替代了， 公园湖心岛也变成了
私人餐馆，不仅游人无法游玩，而且餐馆产生
的废水也严重污染着湖水， 这都令公园的靓
丽风景大打了折扣。

由共青团信阳市委、 信阳市文化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的信阳民歌大赛于
12

月
18

日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区的一百多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图为选手在比
赛中。 本报记者郝光摄

北京路与羊山新区的新七大道交叉口是信阳老城区与新区连接的重要通道， 也是
通往

107

国道和
312

国道的出口，每天车流量也非常大。记者日前看到这里的路边却成了
水果摊贩的马路市场，希望有关部门对此现象予以整治和清理。

本报记者郝光摄

□

本报记者杨柳

□

本报记者赵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