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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年》特种邮票在我市发行

本报讯（徐生力魏东华）

兔在月宫延美好， 龙行天下送
吉祥。

1

月
5

日，中国邮政在全国
公开发行《壬辰年》特种邮票一
套

1

枚，面值
1.20

元，同时发行
小本票一本。

2012

年发行的《壬辰年》特
种邮票由中国著名平面设计师
陈绍华先生设计， 融入了更多
的中国龙文化的元素：龙，源自
古人奇异想象， 糅合多种动物
和自然天象，是一种善变化、兴
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作为
中华民族的部落图腾， 它跨越
历史长河， 在悠久古老的文明
发展中演变为神秘而威严的形
象。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普
天下所有的炎黄子孙都自称是
龙的传人。 龙作为一种普遍的
文化现象与我们的社会生活紧
密相连。

《壬辰年》 特种邮票设计

参考了明清团龙的造型。明清
是中国龙纹图案的全盛时期，

团龙造型遵守严格的程序，甚
至连盘曲角度、鳞爪造型都有
严格的规范。龙的形象，一方
面表现着力量与权威，另一方
面体现了民间对避邪和吉祥
的期盼。邮票图案中的正面龙
形象威严庄重， 着色喜庆，一
身正气， 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可以说，《壬辰年》特种邮票的
设计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完
美结合。“自

1980

年发行生肖
邮票以来，由于集邮设计专家
把它当做全年邮票设计的主
色调，精心雕刻、精心制作出
来的邮票以其品相好、 质量
高、增值快等特点备受广大集
邮爱好者的青睐，这是生肖邮
票第三轮的第九枚，相信会有
更多的期待。” 市集邮公司唐
晓阳经理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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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但直观地看
就简单了———只要看看脚下的路
面和周围的环境，心里就有数了。

也许这个结论下得过于匆忙，也
不一定准确， 但至少这是一个城
市的“面子”，而“面子”的好坏直
接影响城市的形象。因为，市容是
一个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 是城
市文明的“脸面”。“脸面”很重要，

每个城市都需要。所以，作为城市
的一分子，请不要玷污我们的“脸
面”。

近年来， 随着六城联创活动
的深入开展，我市的“脸面”日益
鲜亮起来， 因此荣获了许多耀眼
的城市名片，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并赞之曰：“信阳现象”。 然而，正
如记者报道， 面对如此光鲜洁净
的市容环境， 仍然有一些市民极
不文明， 随地吐痰、 乱扔果皮纸
屑，甚至在车水马龙的大道上，突
然有垃圾从急速行驶的车窗里飞
出……如此行为，不仅“扔出”了
个人的文明，而且“丢掉”了城市
的名声。如此行为，看似一个小细
节，实是一个大名节；看似一个小
事情，实是一个城市的大文明。

城市应该有内涵， 内涵通过
“脸面”来表现。市容环境是城市
的脸面，“脸面”凸显城市的文明。

市容犹如一个人的脸面， 如果藏
污纳垢，不修边幅，就有碍观瞻，

损害城市形象。因为，人是城市的
主体，是城市的灵魂，人的素质决
定了城市的品格、魅力。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反映了一个人
公共意识、社会责任的缺失。也许这只是少部分人的行为，

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文明的整体厚度。事实上，城市
是大家的，也是自己的。虽然这块绿地不是你的，可谁敢说
这片绿色不是你的呢？虽然门前的路不是你的，可谁会说你
不是这条路的主人之一呢？所以说，只有树立真正的主人翁
意识，才会有良好的公德意识，才会有真正的文明。俗话讲：

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正常人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
洗脸、刷牙……整洁面容，而且不论贫富之人都知道“做
人不能丢脸”。同理，一座城市的环境卫生也是人们判断
这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首要基础。 或许有人把城市清洁卫
生看成是环卫工人的事情，是政府应尽的职能……没错，

这都是他们职责之所在，但我们还要明白一个道理：城市
的“脸面”并不是专属哪部分人的，而是生活在这座城市
的每一个人的。 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爱惜自己身体
上的这张脸，为何就不能同样珍惜我们栖息的城市的“脸
面”呢？既然你的脸面很重要，难道大家的脸面就该胡乱
描画吗？

人行道，负荷太重怎不“伤”

———“市井不文明现象扫描”系列报道之十二

人行道，顾名思义就是路人行走的专用道
路，但我市城区许多路段的人行道上，车辆往
往比行人还多，人行道变成了“机动车道”。对
此，市民多有抱怨。

不少市民认为， 市政府花这么多钱修路，

无非就是想把更多的实惠带给老百姓，但人行
道受损，让老百姓的利益打折扣。在市区东方
红大道市建设银行外的人行道上，一位正在停
放小车的司机说， 他也知道小车乱停乱放不
对，但他到银行办事，附近又没停车场，只能把

车停在这儿。“车辆的停放处都是按照路面情
况划分， 人行道只允许停放摩托车和自行车，

禁止停放重型汽车。不少市民贪图方便，停到
人行道上。”附近路口的一位交警如是说。

记者在平桥区团结路看到，人行道上的地
砖损坏很严重，或整块缺失，或残留半截，或凸
出地面，或凹陷地面。人行道上停满了小轿车，

人行道陷进地面形成一个个坑洼， 惨遭“毁
容”。在平桥大道上，各种大小货车停在人行道
上等待拉活，“这些大家伙天天这么压在上面，

人行道哪能受得了啊
!

”市民郭先生向记者说。

针对人行道遭到破坏的情况，记者还在市区多

条主干道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由于停车场
相对较少，有些商家为了招揽顾客，便将路口
阻车石擅自打掉， 或在路缘石边设置三角铁
架，便于顾客将机动车开上人行道停放。有些
饭店门口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很多车辆停在路
面又怕挨交警罚，所以每天晚上食客们都会把
小轿车、摩托车直接停放在人行道上。久而久
之，遭受频繁碾压的路面受损严重。

对于市民的质疑，市市政建设工程处的维
修队员们很委屈。他们说，城市道路主、次干道
几百条，按照人行道砖使用年限计算，更换周
期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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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但现在因车辆碾压等外在因

素，常常每隔几个月就得更换。由于少数市民
不注意爱护人行道，经常是这边修好，那边又
遭损坏。而造成人行道损坏的主要原因，就是
这些车辆随意在上面行驶、停放，使得地砖不
堪重负；有些商店为了在自己的门口固定广告
牌，私挖路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今，市市
政工程公司平均每月修补地砖在上千平方米，

仅去年就拿出
1200

多万元整修人行道。由于没
有执法权， 对那些随意碾压人行道的车辆，他
们只能规劝。公司虽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巡
检，并劝阻商家、司机不要违规占用、使用人行
道，但收效甚微。

俗话说，三分建设，七分管理。要保护人行
道，仅仅靠修补还不够，关键要从源头上保护。

我市人行道普遍没有安装挡车柱等路障设施，

因此车辆可以随意开上人行道。如果相关部门
可以在设施比较完善的街道，以及改扩建以后
的主干道上设置路障，就能有效避免机动车直
接开上人行道的情况发生。此外，加大对机动
车乱停放的处罚力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保护人行道的作用。

“巧 指 天 使 ” 杨 丽

看着眼前五彩的图画，你能想象它们出自
一个全身只有两个指头能动的姑娘之手吗？看
似不可思议，然而奇迹确是事实。

这位姑娘叫杨丽，家住息县陈棚乡张塘村
杨庄村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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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那年，杨丽突发脑干脑炎，造
成全身瘫痪，至今已十多年了。

瘫痪那年，杨丽只上小学三年级。她的瘫
痪，给本就贫困的家庭带来致命的打击。为了
照料她，父母不得不在家守着几亩薄田艰难度
日。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窘中，这个可怜的女
孩绽放着自己的精彩。

在封闭的世界里，没有任何绘画基础的杨
丽喜欢上了画画。她用弟弟废旧的笔头和纸张
作画，用上天留给她的两个指头表达对生的渴
望。县残联的一位同志知道她的情况专门为她
送去作画的纸和笔， 如获至宝的杨丽兴奋地画
下了一张张五彩的图画， 并在一幅画上用工整
的字体写着一句充满着渴望与祈求的话：“请再
给我几种书好吗？”一间陋室，一床一桌一椅，基
本上是杨丽生活的全部。大部分时间，她只能躺
在床上。作画时，母亲把她抱到椅子上，她只能
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几乎是趴在桌子上，一画
就是半天。 由于能动的两个手指也不能活动自
如，每画上一笔，她都要付出不同寻常的努力。

一幅简单的画，最快也要画上两三天。

息县残联精神病医院的心理咨询师许文
慧医生得知杨丽的情况后， 被深深地感动了，

她给全国的同行上传了杨丽的作品并发起义
捐。为期两周的义捐，共有

26

位来自全国各地
的心理咨询师为这位残疾姑娘捐助了画纸、画
笔、画架、颜料、书籍、衣服等价值几千元的物
品，并附上了一篇篇热情洋溢的鼓励信。“巧指
天使：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只为你用两个手
指渲染的五彩世界是如此触动我。

/

这世界不
乏身残志坚的人， 却鲜有在小学文化背景下，

用全身仅能动的两根手指去描绘希望、 梦想、

爱情和生命的人。你做得好棒！

/

老天虽夺去了

你躯体的健康，却点亮了你通往艺术殿堂的明
灯。加油！”

“看着你的画，我有限的思维空间很难想
象这是一位全身上下仅仅只有两根手指能动
的姑娘的作品！ 当我把你的画展示给同事、朋
友、孩子时，所有的人都在为你惊叹与赞赏！看
到你的画似乎在与你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与沟
通，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你对自然、对生命、对世
界的无比热爱、对自由的无限向往！感受到你
体内蕴含的强大生命动力与能量！ 坚持不懈，

你一定可以让自己的梦想在心灵永恒的阳光
下自由翱翔、灿然怒放！”读着这些来信，原本
没有朋友的杨丽说，一下子拥有了全国各地这
么多关心她的朋友，她觉得开心无比！与杨丽
交流，多少有些困难。她含糊不清的话语，常需
要她母亲在旁边当翻译。“会走路”， 这个再普
通不过的事情，是杨丽最大的愿望。而当我们
问起她的梦想是什么时， 杨丽露出了羞涩的
笑，“想成为画家”。

节日期间购物要理性

日前，信阳市工商局
12315

指挥中心发布节日购物消费警
示， 提醒广大消费者节日期间
购物要理性， 保障自己的合法
权益不受到侵害。

对打折、 返券促销活动要
理智。 消费者在面对名目繁多
的打折、 返券等促销活动时应
保持清醒的头脑， 购物前要详
细了解活动规则和使用返券的
相关事宜， 对参加优惠活动的
商品范围要明确； 将平时了解
的商品价格与节日促销价格进
行比较，而后谨慎购买；对于商
家的口头承诺， 尽量要求对方
以书面形式进行标注， 以免产
生纠纷时责任无法确定。 尤其
要注意以下四点：

1.

注意模糊
宣传。 一些商场张贴的海报大
肆宣传“满

300

返
200

”“满
200

返
120

”等，让消费者一看非常动
心， 但实际购物之后才会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参加活
动，一些特价商品、名牌、化妆
品等不参加活动。 商家在对外
宣传时往往事前不告知顾客，

诱使消费者盲目参与返券购物
活动，误导了消费者。

2.

注意商
品标价。在商品的标价上，活动
期间商家往往标注

99

元、

199

元、

299

元等， 同时提高小额商
品价格， 使消费者难于找到合
适的差额商品， 购物过程为凑
齐价格返券而购买一些本不需
要的商品， 商家或者直接将参

加活动的商品价格人为抬高，

优惠折扣虚假。

3.

注意返券期
限。 在返券的使用上给消费者
设置种种限制， 如返回的购物
券只限在一定区域内使用，不
能全场通用； 返券必须在一定
时间内使用完毕，逾期作废；返
券活动期间最后一天所得返券
只限当日使用等。

4.

注意“三
包”责任。有些商家借口返券商
品属于打折处理商品， 逃避或
拒绝承担其应尽的“三包”义
务。 有些则提出种种条件限制
消费者退换货。

【相关链接】

购物自我保护措施五要
1.

要注意支付方式。在付
款前对网站的真实性、 可靠性
进行分析，包括网址、地址、电
话、工商执照、

ICP

备案等信息。

2.

要注意店铺信誉。最好是选
择比较熟悉的网站购物。

3.

要
注意虚假宣传。 不要被某些网
站上价格低廉的商品所迷惑，

不论是通过实体店购物还是网
络购物都不要轻信商家的表面
宣传，一定要理性选择商品。

4.

要注意收货签字。 收货时不要
急于在收货单上签字， 首先要
打开收货箱， 验证自己的商品
是否有质量问题、是否破损，如
果有质量问题，可以拒签。

5.

要
注意保留凭证。 消费者一定要
注意保留交易记录、 索取售货
凭证， 以免出现问题进行维权
时无据可举。

春运第一天：

信阳汽车站运行平稳顺畅

本报讯（记者周海燕）

1

月
8

日是
2012

年春运第一天，

信阳汽车站运行平稳顺畅，从
运能、运力、设备、应急措施等
多方面举措，保证乘客顺利出
行。

当日上午
9

时
30

分，记者来
到信阳汽车站售票大厅， 售票
厅内并未出现排长龙的现象，

候车厅内的旅客也不多。 一位
在站内候车准备去襄樊走亲戚
的商城县小伙刘辉告诉记者，

现在坐车比较方便， 没有想象
中的拥挤。虽然人不多，但是车
站里的各项工作却没有因此受
影响。 刚参加完信阳市

2012

年
春运道路交通安全启动仪式的
信阳汽车站副站长袁泽军向记
者介绍，“今天虽是春运第一
天，但与前两天相比，属于小高
峰过后的一段平稳期， 春运开
始前两天汽车站已出现了一个
小高峰， 每天下行流量达到了
1.3

万人次。”

据了解， 春运期间的客流

主要集中在探亲访友、 民工返
乡、学生放假这几个方面，通过
以往经验分析， 节前春运客流
高峰期将出现在农历腊月二十
三至腊月二十八， 节后春运客
流高峰为农历正月初六至正月
初九。春节前，信阳汽车站的客
流方向以南阳、周口、驻马店、

郑州等省内城市为主， 节后以
江浙、广州、珠江、东北方向为
主。

信阳汽车站站站长余浩
告诉记者：“去年春运期间，我
们共发送旅客

40

万人次，今年
春运预计将会比去年有

10%

左
右的增长。 春运来临之前，我
们已做好了充分准备，签订安
全责任书、建立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安检、消防、动员等具体
措施层层深入， 步步到位。根
据客流及时调整班次，合理调
配车辆， 保证旅客走得及时，

杜绝滞客现象发生。还开通了
24

小时服务热线，电话受理订
票、包车及咨询服务。”

首届信阳民歌大赛落下帷幕

本报讯（记者郝光）经
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首届
“彩虹杯” 信阳民歌大赛于日
前圆满落幕。

28

号选手涂宏
超，以一曲新创民歌《好一个
天下第一县》，荣登首届“彩虹
杯”信阳民歌大赛获奖选手榜
首。

自民歌大赛启动以来，记
者听到台上唱的是信阳民歌，

人们谈论的是信阳民歌， 电视
上放的也是信阳民歌。 比赛结
束后， 观众在走出会场时也会
情不自禁地哼唱几句信阳民
歌。 来自全市的

500

多名选手，

经过各县区文化部门的初选，

有
172

名选手进入了复赛。共青
团信阳市委的领导和市文化新
闻出版局的领导都亲自到比赛
现场，为选手助威、鼓劲。比赛
中既有独唱、对唱、重唱，又有
小组唱、表演唱，更有大合唱。

就是同一首歌， 因参选歌手不
同， 观众看到的表现形式也大
不一样。场内的人既是观众，大
多数又是演员， 一会儿看别人
演出， 一会儿自己上台演出让
别人看。

复赛当天， 从
14

时一直到
近
18

时比赛结束， 观众热情不
减。只有近

100

个座位的鄂豫皖
纪念馆礼堂， 门口和四周走道
上都站满了人。

信阳民歌作为河南文化
中罕见的融“豫韵楚风”于一
体的珍宝，其源于何时，至今
已无法考证。信阳民歌不仅记
载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
体现了一定时期独有的民俗。

如何再现信阳民歌的非凡魅
力呢？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信阳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张道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
化资源是一种不同于自然资
源的特殊资源，分有形的和无
形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文化资
源， 会产生高附加值的效益，

但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或过度
开发和滥用， 则会适得其反。

此次首届“彩虹杯”信阳民歌
大赛为我们探索出了一条“政
府主办、公司经营、社会参与”

的新路子， 这种由政府主导、

企业运作、 社会参与的模式，

就是各地发展文化产业的一
种重要模式。

揪住“不满意”不放

【事件回放】 据
2011

年
12

月
26

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载：

12

月
8

日，湖南
省宁远县组织人大代表、企业负责人、

项目业主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共
675

人，

对全县
157

个机关单位进行“不满意
度”民主测评，

12

个单位因“不满意”票
数超过

5%

被黄牌警告。黄牌警告，并不
是一件光彩事。

【点评】群众和企业“不满意”在什
么地方，不能回避，更不能遮挡。群众
和企业在什么地方“不满意”，就在这
里“深挖一锹”。认真分析原因，认真剖
析思想，认真查找问题，才能堵塞工作
中、服务中、承诺中、执法中存在的问
题。 存在问题并不怕， 怕的是不敢面
对，不敢“就医”。

不要让“不满意度”测评，成为一

种包袱，要变成一种推动工作、改进工
作、完善工作的契机。没有“不满意度”

测评， 甚至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你
好我好大家好”，怎能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一边是群众和企业意见纷纷，一
边是“自我感觉良好”，怎能把工作做
到更好？

群众和企业哪个地方“不满意”，

就在哪个地方查找原因。 为了让群众
和企业真“满意”，我们就要从群众和
企业“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我们就要
从群众和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地

方做起。从群众和企业“不满意”的地
方，真心改起，才能换来群众的真“满
意”。被评为“不满意”的机关单位，只
有“变压力为动力”，才能卸掉包袱，轻
装上阵，做好工作。

凡是群众和企业“不满意”的地方，

都要举一反三，这是把测评结果放在心
上，也是真心实意把测评结果当成一回
事儿。能够促进工作、改进工作、推动工
作、转变作风“当回事儿”的测评，才叫
收到了成效，才叫收到了实效。这样，群
众和企业才会把测评坚持下去。

春节临近 快递业务忙

春节临近，网络商城促销大战硝
烟四起

,

在网上购物的市民越来越

多，随之而来的是快递公司年底快件
激增，人员繁忙。记者发现，随着快递
数量飞速膨胀，很多小区门卫室逐渐
变成了快递的“库房”。我市某小区保

安章师傅告诉记者，到年底
,

门卫室
里的快件也越来越多。“每天都有快
件，有时一天要收上百件。”记者在走
访我市部分快递公司后发现

,

订单爆
满带给快递业不小的压力。 近期，我
市很多快递公司内卸货人员和快递
员都忙得团团转。“不光我们公司

,

各
个公司都忙

,

估计春节前这个局面不
会改变。”信阳申通公司员工小芦说，

“因为繁忙， 过年公司有可能就不放
假了。”

小芦告诉记者，“现在是快递业
的旺季，有寄年货的，有学生寄行李
的。 当然仍以网上购物快递为主，较
往年相比，今年网络卖家做的活动特
别多，尤其在‘双十一’、‘双十二’、元
旦等日子，商家以打折促销等方式吸
引了众多顾客购买货物。我们公司每
天到件大约

8000

票， 前天到件
１1000

票。业务员从早忙到晚
,

虽说规定的下
班时间是

18

时
30

分，但为了把货送到
货主手中

,

晚上八九点下班是常事。”

据了解，现在，该公司不仅普通的快
递员在送货

,

而且经理、后勤等其他人
员也在每天忙碌地为货主送货，等于
全公司人员都在送快递。

连续几年的好收成，激发了村民们生产香菇棒的积极性。据了解，今年羊山新区银钱
村村民制作的香菇棒达到

40

万段，比去年增加了
10

余万段，许多低收入的农户也加入了种
植香菇的行列。图为生产香菇棒现场。 易续震摄

图为我市某快递公司货物爆满的情景。

□

唐剑锋

□

本报记者郝光通讯员冯莉

【大
众
时
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