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盲人“愚公”璩正茂荒山造林13载

春寒料峭， 河南省焦作市博
爱县柏山镇的荒山上， 一个穿军
绿上衣的老汉在影影绰绰的树林
间若隐若现。方圆

３００

亩，遍布他
１３

年来手植的小树。

老伴牵着他的手， 老汉笑声
朗朗， 声如洪钟：“有眼时俺俩没
拉过手，现在种树，行走不离，都
拉着手，多潇洒！”老汉名叫璩正
茂，有意思的是，他管失明前后分
别叫做“有眼”“没眼”。

１９８８

年，

３５

岁的璩正茂在开
山采石过程中发生意外， 双目失
明。正值壮年，遭遇这样的挫折，

让一向要强的他情绪极不稳定，

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到
１９９９

年，

村里发出“向荒山进军”的口号，

鼓励村民承包绿化荒山。 在家里
闲坐

１０

年的璩正茂动了心思。

一来歇得太久身体都垮了，

承包荒山正好锻炼锻炼筋骨；二
来绿化荒山给子孙后代留点东
西。 璩正茂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家
人支持，“人家有眼还干不成呢，

你没眼能干成？” 他倔劲上来，说
服家人， 一口气承包了

３００

多亩。

当时村里千余户人家， 只有
２３

户
承包，璩正茂是其中之一。

承包的荒山离家
８

里路，山上
长满荆棘。“没眼”的璩正茂把老伴
当眼睛，每天走路上山除荆棘，花
了整整

３

年时间。

２００２

年， 他用砖
坯和塑料布在山上了搭了间简易
房，彻底扎根荒山。每种一棵树，都

要从山下一担担的担水上来。

“那个时候，不能说不苦。”一
到下雨天，人家都是往家里跑，璩
正茂一家却着急忙慌地上山，把
路上的水赶进树林。寒冬腊月，别
人守着红泥小火炉， 璩正茂一点
点收集积雪堆在树下。

浇水的成本很高， 拉一车
１０

立方米水，需要
１６０

块钱，只能浇
１４０

棵左右， 璩正茂不太舍得。树
苗的成活率也不算高， 每一批根
据树苗质量、水分不同，成活率在
２０％～８０％

之间不等。所以，璩正
茂每年都在重复种树， 一年四五
千棵， 自己都算不清山上到底有
多少。

但说起这些树，他很动感情。

“两虎口粗的，” 他伸出拇指和食
指比划了一下，“小擀面杖粗的，

大拇指粗的，都有。”他竖起一根
拇指摇了摇。清明寒食，农村有上
坟的风俗， 他的树林前后失火

３

次，最严重的一次烧了
２０

多亩。提
起这茬，他心疼地直叹气。

除了柏树， 他还种了将近
２０００

棵核桃树。村里有政策，每种
１

亩经济林就要种
２

亩生态林。璩
正茂自豪地提高了嗓门：“这个目
标我已经达到，而且远远超过！”

挖坑、种树、浇水，老伴就是
璩正茂的眼睛。 村里人跟他开玩
笑：“看这老两口，走哪都拉着手，

比年轻人还潇洒！”璩正茂说自己
比“有眼”的时候还高兴。以前光
想着挣钱糊口， 现在跟老伴亲得
很。

儿女也很孝顺， 璩正茂一声
招呼，呼啦啦都到山上帮忙。以前
他们常劝父亲回家颐养天年，日
子久了也就随他去。 璩正茂眼睛
看不见， 但精神头十足，“不等不
靠，自强自立”是他的信条。他强
调几遍：“不能躺在政府怀抱里吸
取营养。”

老一辈人说， 过去到处是绿
油油的柏树和竹子，所以取名“柏
山镇”。许多年间，柏山镇沦为一
片荒山， 而璩正茂正努力让它名
副其实。“金山银山不如留下一座
绿山，我才

５９

岁，还很年轻。”

“柏树很好闻，下过雨有一种
清香，整座山都很新鲜。”璩正茂
面对青山，一脸陶醉。

（新华社郑州
３

月
１１

日电）

□走基层听民声

参与植树造林 共享生态文明

３

月
１２

日是我国第三十四个植
树节， 又一个植树造林的黄金季节
如期而至。 在这个播种绿色和希望
的春天，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参与植
树造林活动， 为建设绿色家园和生
态文明贡献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 全民义务植树
成为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影响
深远的群众性运动。 其特有的法定
性、全民性、公益性、义务性以及所
营造的建设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
心，得到全国人民积极响应。

３０

年来， 全国参加义务植树人
数累计达

１２７

亿人次， 义务植树
５８９

亿株， 全国森林面积由
１．１５

亿公顷
增加到

１．９５

亿公顷， 森林覆盖率由
１２％

提高到超过
２０％

。

成就令人鼓舞，但形势依然严峻。

以水土流失防治为例， 目前我国仍有
近
１ ／ ３

的国土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水
土流失，

３．６

亿亩坡耕地和
４４．２

万条侵蚀
沟亟待治理，东北黑土地保护、西南石
漠化地区土地资源保护抢救的任务迫

切，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
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有效治
理。 一些地方频繁发生的洪涝灾害也
警示当地的森林植被破坏严重。

生态安，则国土安；国土安，则
百姓安。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的重大战略， 描绘出到

２０２０

年
将我国建成生态环境良好国家的美
好蓝图。 无论是为实现生态文明重
要目标，还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
态危机加剧的严峻挑战， 植树造林
事业都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国家“十二五”规划把森林覆盖
率和森林蓄积量作为约束性指标，最
新颁布的《全国造林绿化十年规划纲
要》提出，我国今后

１０

年要组织
６５

亿
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树

２６０

亿株。这
些新措施和新目标，为我国植树造林
事业的蓬勃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这个万物复苏、 春风和煦的
春天，让我们积极参与到义务植树的
活动中来，多植一棵树，多为身边增
添一抹绿色， 倍加爱护身边的环境，

为生态文明建设播撒更多的希望。

（新华社长春
３

月
１１

日电）

□

新华社记者刘雅鸣双瑞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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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全市企业养老保险参保单位及参保人员：

为适应参保人员缴费方式多元化、 服务需求多样化的
形势，努力为参保单位及参保人员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周
到的服务， 我市对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时间进行了延长。从
2012

年
3

月份起，缴费时间为每月
6

日至
25

日。遇国家法定节
假日，业务办理起始时间相应顺延。

请参保单位及参保人员及时与经办机构服务大厅联系
咨询，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信阳市企业养老保险中心

2012

年
3

月
6

日

声 明

兹有程光月的房屋坐落于平桥区王

岗乡崔山村程庄， 面积为
200

平方米，其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

1508

），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因新七大道西段建设及华锐学院建设需要，凡位于新七大道飨堂段（飨堂
社区二、三、六、七组）范围内，即从白坡路至南湾二号桥，有主坟和无主坟的坟
墓主人，请于

2012

年
4

月
5

日（清明节前）迁出。过期将按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先生
电话：

13837607577

河区金牛山街道办事处
2012

年
3

月
9

日

公 告

兹有张成军所有的房屋坐落在光山县十里镇五里店，建
筑面积

273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0015216

。因本人不慎将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根据房屋所有权人的申请，现公告作废。

如对该房屋所有权有异议者，应于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提交异
议书面材料，并附有关证件报我所，据以复核，公告期满无异
议者，将补发房屋所有权证。

光山县房地产管理所

河南打造60000万亩永久性高标准良田

新华社郑州
３

月
１０

日电（记者
李鹏）河南省近日下发的《关于
建设高标准粮田的指导意见》提
出，自今年起，开始实施高标准
粮田“百千万”工程。到

２０２０

年，

全省将完成
６０００

万亩亩产超吨
粮的永久性高标准粮田的建设
任务，为

２０１２

年全省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稳定在

６５０

亿公斤以上奠
定稳固基础。

河南省要求， 高标准粮田
“百千万” 工程将按照“科学规
划、综合配套、稳定面积、规模经
营、集中投入、主攻单产”的原
则，集中连片建设，打造一批百
亩方、千亩方和万亩方，其规划
选址要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总体规划，选址划定后，全省
将按照年亩产

１２５０

公斤的粮食
生产能力配套农田基础设施等
物质技术装备。

河南省提出，要在高标准良
田区域根据分布和规模，因地制
宜设立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实施

规划和行政执法监督。全省争取
在

２０１７

年完成
６０００

万亩高标准
粮田的水、电、路、林等田间生产
设施建设；到

２０２０

年，高标准粮
田要全部实现高产稳产和生产
全程机械化， 并争取新培育

８

到
１０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
性优良品种，主要粮食作物品种
实现

２

次更新换代，良种覆盖、测
土配方施肥、病虫害专业化统防
统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覆盖
率达到

１００％

。

为确保
２０２０

年完成打造
６０００

万亩“田地平整肥沃、灌排
设施完善、农机装备齐全、技术
集成到位、优质高产高效、绿色
生态安全”的高标准永久性粮田
的任务，河南省还出台了一揽子
扶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
技创新推广、 农机农艺融合、农
业组织化程度提高等项目在内
的金融、财政和考核激励等配套
措施，并将对建设过程中的先进
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和表彰。

河南出台政策支持担保机构开展涉农担保业务

新华社郑州
３

月
１１

日电（记者
梁鹏）记者采访了解到，河南省
今年将从省财政拿出一定比例
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开展涉农担
保业务的担保机构。

河南省财政厅近期下发了
《关于印发河南省金融业发展专
项奖补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 省财政在今年将拿出一定
资金支持开展涉农业务的担保
机构。这对于引导担保业健康发
展，服务“三农”有着积极意义。

据介绍，该专项资金用于涉
农担保机构风险补偿的补助，对
省内现有各类担保公司开展涉

农担保业务给予涉农担保季均
余额

１％

的补助， 用于充实涉农
担保机构风险准备金。

其中涉农贷款是以《中国人
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建立〈涉农贷款专项统
计制度〉的通知》有关规定为基
本原则，包括省内各金融机构直
接发放给农户的用于生产、经
营、 消费等各种用途的贷款；发
放给注册地在县域以下（含县
域）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
业及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的农、

林、牧、渔业活动以及支持农业
和农村发展的贷款。

3

月
9

日， 在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孝敬镇博爱源蔬菜专业合作社，

农业技术人员董清海（左）为农民张素娇（右）讲解小黄瓜的种植特点。

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孝敬镇发挥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

联合当地村民抱团闯市场， 不仅提高了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而
且为农民群众拓宽了致富路。自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以来，合作社
为当地农民集中提供温棚设施，农资供应和种植技术保障，并请来
专业技术人员为农民们排忧解难。合作社还积极联系市场，寻求固
定客户，形成订单式农业销售，免除农民们的后顾之忧，有效解决了
农民在蔬菜种植中缺乏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困难。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人大代表开出保粮“三策”应对“三农”隐忧

据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１１

日电（记者李亚楠
吴小康王飞）面对当前“三农”问题中出现
的新趋向，人大代表开出了保粮“三策”：协调
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 农民职业化水平和农
业生产集约化水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中国粮食总产出现
历史罕见的“八连增”。不过，背后尚存隐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近日表示，

当前“三农”问题中出现农业副业化、农民老
龄化和农村空心化现象。

河南省农业部门的一项调查支撑了这一
判断，目前河南省

２６９８

万名务农农民中，初中
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比高达九成以上，而
４５

岁以上的兼业农民占全省务农农民的比例
也高于

７０％

，其中的专业农民不足
１０％

。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两会举行的记者会
上表示，目前农业科技有三个不足：一是成果
的创新供给不足， 二是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
足， 三是农业人才支持总量不足。 李文慧认
为，可以再加上一个不足：留守务农农民接受
科技知识能力不足。

广西桂林资源县社水村党支部书记杨
盛川代表对此有切身体会：“本想调整农业
种植结构，搞些秋冬菜种植，但是村里很多
上了年纪的农民学习能力不足，而且对新技
术、新产业也有抵触情绪，这导致调整进展
缓慢。”

河南省辉县市回龙村党总支书记张荣锁
代表说，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不足，也造成了农
业科技化程度偏低。“农村土地集中连片，才

好实施机械化， 很多农业科技成果才有应用
空间， 农民主动去学习新科技的积极性才会
更高。”

河南省信阳市市长郭瑞民代表认为，提
升农业科技化水平必须和推进土地流转同
步进行，才能事半功倍。目前，信阳市种植
面积在

５０００

亩以上的大户有
２０

多个， 各类
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

４０００

多家，覆盖联系
近
６０

万农户，粮食总产连续四年保持在
１１０

亿
斤以上。

“土地流转改善了小田块、小农户、小作
坊农业生产现状，实现了集约化经营，挖掘了
耕地潜能， 提升了科技含量， 增加了粮食产
量，提高了农民收入。”郭瑞民说。

近年兴起的职业农民也为破解“老人农

业”难题，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提供了有益
探索。 在河南滑县赵营乡，

２７００

多名职业农
民，在全国各地承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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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土地，每年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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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元。 河南省也提出力争至
２０２０

年培
训
２５０

万职业农民的目标。

张荣锁代表认为， 职业农民一般文化程
度高、学习能力强、具有经济头脑，能够充分
利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 其粮食产量和收
益都要比分散经营的农民高， 将来应该成为
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大量培养职业农民，能让资金、技术等
农业生产要素得到更加集约高效的利用，为
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奠定基础， 包括‘老人农
业’在内的‘三农’难题将会得到缓解，从而更
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李文慧代表说。

中央文明办等六部委部署开展

“关爱自然、义务植树”志愿服务行动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１１

日电近
日，中央文明办、全国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业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联合下发通知，在全国
部署开展“关爱自然、义务植树”志
愿服务行动。

通知要求， 各地要大力弘扬雷
锋精神，以义务植树、护绿爱绿为主
要内容， 精心设计开展形式多样的
志愿服务活动，为人们奉献社会、关
爱自然搭建平台，以绿化促美化、绿
化促文明， 在全社会兴起“关爱自
然、义务植树”志愿服务热潮，不断
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水平， 推动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组织广大志
愿者开展关爱自然宣传活动， 大力
宣传生态文明理念， 普及环境保护
知识，积极倡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组织开展
植树植绿志愿服务活动， 结合生态
工程建设和“保护母亲河行动”、“三
八绿色工程”等活动，建设“志愿者
林”，积极参与公园绿地、旅游景区、

水资源地、道路两侧的绿化美化。开
展养绿护绿志愿服务活动， 动员人
们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 积极参加

林木绿地抚育管护， 认种认养树木
草地， 劝阻纠正损害树木、 攀花折
枝、踩踏绿地等不文明行为。

通知强调，“关爱自然、 义务植
树”志愿服务行动是改善生态环境、

建设生态文明的有力抓手， 是弘扬
雷锋精神、 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水
平的重要举措。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真抓实干、务
求实效，不搞形象工程，严防形式主
义。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活动
成果，推动活动常态化。各级文明办
要发挥好牵头作用， 认真做好组织
协调和联络服务工作， 把这项活动
纳入志愿服务活动总体规划， 把活
动开展情况作为评选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 文明单位的重要条件和测
评内容。 绿化委员会和林业部门要
积极做好造林绿化地块落实、 作业
设计编制、树苗草种提供、现场技术
指导等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等
部门，要发挥部门优势认真组织，广
泛参与。 要利用多种形式加大宣传
力度， 不断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在全社会掀起关爱自然、义务
植树的热潮。

3

月
10

日，璩正茂老两口手牵着手上山种树。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璩正茂老人在种树时，老伴就是他的“眼睛”，老伴把他的锄头放
在哪儿，老璩就在哪儿开始挖坑。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

新华社记者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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