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锋精神”在校园

本报讯（记者 赵 锐）目

前，随着“争当雷锋精神传人、

弘扬社会文明新风”活动在社

会上广泛开展，在信阳师院的

校园内，一股“学习雷锋精神”

的热潮悄然兴起。许多大学生

利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微博，

积极倡导和学习雷锋精神，并

以实际行动学习雷锋。

文亚倩是信阳师院物理

电子工程学院的一名大二学

生。自从学校发起“争当雷锋

精神传人、 弘扬社会文明新

风”活动的倡议后，文亚倩和

同学们就在腾讯网站开通了

学雷锋的公共微博，利用学习

之余， 大家聚在一起发帖子、

发评论，把身边的好人好事要

记录下来，及时发到微博上供

人浏览，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引

起强烈的反响，身边很多同学

自发地加入到微博学雷锋行

列。文亚倩告诉记者：“随着网

络的普及，微博受到学生群体

的欢迎和关注。我和班里的同

学发起微博学雷锋的活动，没

想到活动一经发起，便受到了

广大同学的支持，好多同学纷

纷转发、评论，反响十分强烈。

目前， 全系

300

多名同学都参

加了这个活动，我相信通过努

力，我们的活动会受到更多同

学的关注，会有更多的同学参

加。”

信阳师院物理电子工程

学院学生刘洋说：“自从开展

微博学雷锋活动以来， 我就

和同学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上

网浏览微博， 看帖子、 发评

论， 从中学到很多有意义的

东西。 我认为发扬和提倡雷

锋精神对我们当代大学生来

说十分必要

,

它能增强我们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俗话说，送

人玫瑰，手留余香。在以后的

学习和生活中， 我会尽自己

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去体会

助人的快乐。”

如此养猪 愁坏社区居民

日前，市区长安路飨堂社区的市

民向本报反映， 他们生活的社区，整

天被臭气和猪叫声所困扰。

记者来到位于长安路飨堂社区，

发现紧挨着社区楼房旁，有两间破旧

的瓦房。瓦房所在的位置，挡住了通

往小区人行道的一半路。随着天气的

转暖， 瓦房四周散发着阵阵恶臭。原

来，瓦房后面有一个猪圈，居民们所

说的阵阵恶臭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

的。

居民们对猪圈造成的环境影响

怨声载道。居民们对记者说：“这里太

臭了， 我们平时都不能开窗户。”“猪

叫声影响大家的休息。”

飨堂社区八组组长唐海宴对记

者说：“我们给这户养猪的主人做过工

作，但他就是不把猪圈迁走。”

随后，记者想到猪圈主人家里了

解情况，却发现刚才还敞着大门的这

户居民，已经在记者询问其他居民时

将大门锁了起来。

长安路飨堂社区的居民们希望

这户养猪的人家能多听听大家的意

见，为周围居民多想想，还邻居们一

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

本报记者 郝 光

创业致富“藕”带动

很多人都爱吃莲藕，却不知道采

摘莲藕是一项很繁琐的工作。 如今，

在信阳出现了一种简单快捷的采摘

方法， 据说用这种方法来采摘莲藕，

速度可提高上百倍。

记者了解到，传统的莲藕采摘方

式就是穿上胶鞋，手拿一把铁锹即可

进行采摘， 但是这种方法既费时，又

费力。 而在我市兴隆种植专业合作

社， 记者了解到一种全新的采摘方

式。它的独特在于在莲藕栽种时采用

双层薄膜铺衬，在薄膜的上面铺上

20

公分的土壤， 然后再种植上莲藕，这

样在采摘的时候用高压水枪一冲便

可将莲藕采下。运用这种采摘方式避

免了传统采摘导致的莲藕折断以及

耗时耗力，在增加产量的同时又大大

减少采摘莲藕所需的时间。

当记者问起兴隆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邹心强，为什么会采用这种

全新的莲藕栽种采摘方式时，邹心强

说，“我们为引领社员发展高效生态

农业， 在省科技院教授的指导下，通

过考察比较， 结合本地的水土条件，

科学引进了省时节本、效益较高的莲

藕品种———台湾玉莲藕。它因为长相

好看，且味甜、香脆，储存周期长吸引

了大量种植户的青睐。因为种植户的

认可，台湾玉莲藕已经开始在当地推

广种植， 现在它不仅解决了以往栽

种、采摘莲藕的很多难题，而且还大

大提高了种植户的经济效益，目前大

家已经把台湾玉莲藕当成了自己成

功致富的宝贝。”

据悉，该专业合作社去年一次试

种玉莲藕

30

亩，如今，莲藕喜获丰收。

经过测产 ， 玉莲藕亩产最多可达

12000

斤，远远超过普通莲藕产量。

□

本报记者 杨 柳

□创卫曝光台

罗山县工商局在

“五个周边、两个场所”

集中整治 “中原红盾”

行动开展以来，共检查

市场主体

351

次， 快速

检测

31

个品种

47

批次，

集中捣毁制假窝点

4

个， 查处案件

38

起，涉

案金额

23.45

万元 ，查

处假冒名酒案件

3

起 ，

查获伪劣商品

317.5

公

斤 ， 查处无照经营

11

户，其中无照经营网吧

案件

3

起， 无照经营房

地产案件

3

起， 一般无

照经营案件

5

起。 图为

该局执法人员在集中

销毁查处的假冒伪劣

饮品和乳制品。

汪东辉 摄

市

民

﹃

热

度

﹄

是

创

卫

的

﹃

尺

度

﹄

乍一听创卫， 似乎只是政府

的责任或者是部门的作为。 其实

不然， 不仅创卫的直接受益者是

广大市民， 而且创卫的实现也需

要市民们的积极参与。因此，从某

个角度上讲，市民对于创卫的“热

度”是创卫成功与否的“尺度”。

创卫能否成功， 与广大市民

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密切相关。创

建卫生城市是对城市方方面面的

检验，不只是几个领导者、相关部

门或少数人的事， 而是全市各级

组织、各企事业单位的共同责任，

更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和义务。

只有每一个人随时随地能够做到

不乱丢废弃物、不乱吐痰、不随意

攀折花木等，营造全民参与、上下

互动的浓厚氛围，形成“人人知晓

创卫、人人支持创卫、人人参与创

卫”的良好局面，才能真正达到创

卫目的。举个例子，五星路上的琵

琶树栽了十几年， 每逢果子成熟

期，许多市民采果折枝，致使落叶

遍地，严重影响市容。前些日子，

有关部门为了美观， 将其换植为

枝叶茂密 、 树姿雄伟的优良品

种———香樟树，看起来就好得多。

政府部门已行动起来， 但若是一

头热，不能得到市民的回应，一边

建设一边破坏， 一边修补一边损

毁，如此循环，创卫是无法取得成

功的。而只有政府作为与市民“热

度” 形成共振， 创卫才能取得实

效。

我市的创卫， 目前总体上还

是部分人在动，全市动员、全民参

与的氛围还不够浓厚。 有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创卫只是

政府的“政事”上，而没有把创卫当做自己的“家事”，没有

真正树立“创卫工作人人参与，美好环境家家受益”的观

念，因而，就不能在全市形成打一场创卫的“人民战争”的

局面。倘若如此，创卫只能是事倍功半。

怎么办？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教育广度，提高市

民“热度”。在具体的创卫活动中，着力提高市民的文明素

质，强化大家的城市意识、公德意识、卫生意识，培养文明

卫生习惯， 让市民在参与创卫活动中得到实惠， 受到教

育，提高素质，在工作、生活和休闲娱乐中，真正享受到创

卫的成果，从而树立起我们是城市的主人、像对待小家一

样来对待我们的城市的理念，树立起“天天净难，处处净

难，爱净护净，人人动手就不难”思想，在自己的日常行为

中，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自觉讲究卫生，自觉保护环境，

自觉参与创卫，把创卫当做一项简单而家常的事情去做。

而这，既是创卫的“热度”，也是创卫的“尺度”，更是创卫

的目的。

信阳是我家，创卫靠大家。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

日 常 生 活 小 事 入

手，倡导文明，革除

陋习， 用我们的热

情和真诚， 用我们

的辛勤和汗水 ，把

魅力信阳装扮得更

加靓丽！

责编：陈晓军 栗 萍 照排：金 霞

邮箱：

xyrbms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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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然

好媳妇邓俊永18年如一日孝敬失明婆婆

本报讯（丁昌铭）固始县徐集乡马寨村

院墙村民组农民胡世化的妻子邓俊永坚持

18

年如一日孝敬双目失明的年迈婆婆陈文

英，被乡亲们传为佳话。

邓俊永今年

41

岁，婆婆双目失明。从踏

上胡家第一天起， 她对待婆婆像对待自己

的亲生母亲一样， 每日三顿饭三吃三端到

婆婆面前，婆婆的衣服脏了，她就主动帮助

洗好，婆婆体质差，经常有病，她就经常买

些鸡蛋、猪肉等营养品给婆婆吃。这些年，丈

夫常年在外打工，逢年过节才能回来，平时，

她既要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 又要照顾婆

婆，就是农活再忙，也要先安顿好婆婆才能

放下心来。如今，已近

80

高龄的婆婆在她的

精心照料下，身体十分硬朗。

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邓俊永被乡亲

们推选为“好媳妇”，受到了乡党委、乡政府

的表彰。

公厕卫生需要大家共同维护

城市公厕，以其合理布局、整洁卫生、

功能服务，已经成为社会的文化符号之一，

它充分体现着一座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发展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市城市基础

设施投入的加大，城市公厕有了极大改善。

特别是一大批新型公厕在城市的出现，使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由于极少数市民

素质问题，部分公厕屡遭破坏。据市环卫处

主任张涛介绍，有些公厕虽经多次维修，但

其功能却遭到破坏。所以，他建议市民，要

爱护公厕，因为公厕既是公共设施，也是市

民解急的必去之处。

张涛告诉记者，自

2007

年至今，为解决

我市中心城区部分地域公厕布局不合理现

象，完善公厕的内部设施，使中心城区公厕

数量、档次、管理、服务达到国家卫生城市

标准，不断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市委、市

政府先后投入数千万元，拆除改建旱厕，在

城区繁华地段、人流量较大的广场、公园、

公共绿地及背街小巷、城中村、城乡结合部

等地段， 建设了一大批具有完备设施的公

厕，并免费向群众开放。可以说，这些外观

别致，配套设施齐全的公厕，很大程度上缓

解了市民如厕难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 有市民抱怨有些公厕

在早晨、中午的时候上锁，致使部分市民难

上公厕。对此，记者到平桥区琵琶台、平桥

区世纪广场、浉河区八一路步行街、浉河北

路等地方的公厕了解情况。在调查中发现，

这些公厕大多数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群众开

放了， 但是也有个别的公厕存在中午锁门

的现象。对于这些问题，市环卫处公厕办主

任李乐云告诉记者， 一般市管公厕开门时

间是

5

时

30

分， 关门时间冬天是

22

时

30

分，

夏天是

23

时

30

分。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主

要是从管理公厕的角度考虑。 因为部分市

民如厕后，并不考虑公共卫生和设施保护。

有些市民如厕后，还专门破坏公厕设施，有

的地方的公厕仅水龙头一个月就要换上七

八次。仅去年一年，全市公厕设施维修费用

就花去

50

多万元。

在采访中，有市民向记者反映，有些公

厕的卫生也存在一些问题，还有待改进。针

对这一问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公

厕的使用量大， 如厕人群的素质层次差异

大，公厕的设备容易损坏，卫生不能保持等

原因，使得免费公厕的管理有一定的难度。

浉河北路一名公厕管理员告诉记者， 这一

带的公司、饭店多，所以人相对就多，有的

进厕所，难免会把地上弄上水，也有些人素

质不高，上完厕所不冲水，总之，管理起来

有一定难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市内有些公厕卫

生之所以差，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此公厕

既不是市环卫处管理，也不是办事处管理，

而是处于“真空”地带。记者在长安路大洋

市场内的厕所看到，该厕所臭气熏天，难以

入内。根据周围的商户介绍，这个市场原本

属于企业管理，自大洋市场承包以后，这个

公厕就长期无人管理， 原本的便民设施成

了“卫生死角”，不仅无法便民，还成了影响

附近居民的最大“污染源”。针对这些问题，

张涛告诉记者，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

是要明确责任，界定管理权限。不然，责权

不明，就会出现公厕“卫生死角”。他呼吁，

公厕是全市市民的，既需要各级负责，更需

要全体市民的维护。 只有大家共同来维护

公厕，“方便之地”才会更方便。

好父亲王传益照顾残疾女儿40年

“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对俺

的帮助，太感谢了！”日前，一位

白发苍苍的老人手持锦旗，来

到商城县委宣传部。

老人叫王传益，家住该县

李集乡南寨村平顶岗，今年

74

岁，老伴

36

年前去世。为了照

顾先天性残疾女儿，王传益一

直鳏居， 如今女儿已经

51

岁

了，双手双脚都是畸形 ，不能

走路也不能拿东西，生活起居

全靠父亲照料。王大爷年事已

高，身体每况愈下，没有经济

来源，生活十分困顿。

商城县委宣传部组织干部

下乡开展“学雷锋”活动时，得知

这对父女的境况， 纷纷慷慨相

助，并多次在县委机关报和县内

网站聚焦报道这对父女的感人

事迹，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捐

款，帮助王大爷一家暂渡难关。

如今，王大爷一家生活状

况已经有所改善，“谢谢所有

的好心人”也成为王大爷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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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传益在喂女儿吃饭。 图为邓俊永在喂婆婆吃稀饭。

□

本报记者 赵 锐

□

本报记者 杨 柳

百岁老红军返乡植树播种爱心

3

月

12

日，商城县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02

岁高龄的老红军刘应启带着满满一卡车树

苗和对家乡人民的情意从江苏扬州回来了。这

也是他连续第五次回家乡赠送树苗看望群众。

激动得一夜没睡好，

5

点钟就起身了

“快看快看，老红军来了，

102

岁了，走路不

要人扶！”“那当然了，到底是参加过长征的，昨

天老人家还去凤凰岛植树了哩。”昨天早上

7

时

15

分， 刘应启从家中一个人走到干休所大门

前，认识他的群众争先恐后地议论起来。只见

刘老身穿军大衣，头戴棉军帽，身板硬朗，步伐

稳健，如果不了解他，根本想不到他已经是百

岁高龄。

刘应启

1911

年出生 ，

1930

年参加红军 ，

1933

年入党。老人前半生戎马倥偬，经历大小

战斗

150

多次。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参加过土

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

“上次回老家还是

2008

年， 今天是个特殊

的日子，老父亲特别看重，因为太兴奋，昨天一

夜没有睡好，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今天

5

点钟就

起来了，让他再睡也不听。”老人的大儿子刘东

新告诉记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父亲就念叨

着这件事情了，

3

月份天气回暖，植数节正好栽

树，所以就选在

12

日这一天回商城老家。“一大

早还是很冷的，我们让他直接上车，他不肯，还

要跟大家打招呼，握手，还非要让少先队员戴

上红领巾呢。”刘东新说。

选树苗颇见用意， 除送树还不忘捎扬州

特产

记者在锦绣商城迎宾馆院子看到，刘老送

来的树苗装满了一卡车。“刘老担心树苗有闪

失，他一再叮嘱我们的车要跟在送树苗的卡车

后面走。”随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扬州军分区第一干休所政委张怀森告诉

记者，刘老

1965

年离休后，写下

100

万字的读书

笔记，到扬州各地作报告

1000

余场次。他走访

贫困群众，资助失学儿童，百岁高龄仍然参加

志愿服务。就在这个月的

10

日，他还来扬州市

广陵区泰安镇，和扬州大学广陵学院的大学生

们一起，共植“村官成长林”。老人家亲手取苗、

扶正、填土、浇水，还一语双关地说，这些树苗

遇到了好光景，期盼小树苗茁壮成长。

在刘老休息的空隙我们采访了随同的干

休所同志，他们介绍说，老人送回家乡的树苗

共

100

株， 都是樱花树苗。“樱花象征着生命、

幸福，有‘一生一世永不放弃’的寓意，他指定

购买樱花树 ，是有他的想法和用意的 。另外 ，

樱花作为东方的神秘树种 ，还有纯洁 、高尚 、

淡薄的象征意义，老人家虽然年纪大，但脑子

很清晰。”范干事说，这次回老家，刘老都是自

己花钱 ，樱花树花了

6000

元 ，车费

4000

元 ，他

还捎了很多包子、双黄蛋、盐水鹅等扬州特产

回来 ，送给家乡群众品尝 。此外 ，他已经跟当

地联系好， 回商城县上石桥镇老家后慰问

10

个贫困户， 给予现金帮助，“其实这些对他来

说是很平常的，刘老生平节俭，工资中很大一

部分都花在社会公益事业和困难老百姓身上

了。”

听说记者来采访，稍事休息的刘老就要求

见我们，他高兴地对我们说

:

“我还要努力，争取

活到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刘应启（左）老人在跟他

76

岁的侄子、曾担任叶剑英警卫员的刘炳照交谈。

本报记者 郝 光 摄

□

李代龙 晏家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