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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科目

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科儿科耳鼻咽喉科

皮肤病专科急诊医学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X线诊断专业

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600号 电话：6206888

（豫）医广〖2011〗第06-24-254号

拍 卖 公 告

受光山县市场发展服务中心委托， 我公司定
于
2012

年
10

月
28

日
9

时
30

分在光山县金帝宾馆
7

楼
会议室拍卖位于光山县马畈镇工商路

12

号一处房
地产，该房地产房屋总层数

2

层，砖混结构，建筑面
积约

434.2

平方米，砖木结构，建筑面积约
113.75

平
方米， 占地面积约

1338

平方米（无土地证和房产
证）。凡有意竞买的单位或个人请携有效证件及保
证金

20

万元（不成交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并查阅相关资料。

标的展示时间：

2012

年
10

月
26

日至
27

日
标的展示地点：不动产所在地
公司开户行：河南省农村信用社（郑先荣）

保证金存入账号：

622991156501212353

参加竞买人须知：

1.

竞买人持身份证复印件两张。

2.

保证金
存入公司账户后，持银行进账单到光山财政局
国资股换取保证金收据，拍卖会上凭保证金收
据领取竞买号牌和拍卖文件。

3.

未成交的竞买
人保证金三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

4.

光山县财
政局国资股电话

8856076

。

办公地址： 信阳市鸡公山大道
308

厂正对
面红星工业园内

联系电话：

0376-6335588

18738631276 15938270963

信阳名仕得拍卖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7

日

孙建设：小社区干出大事业

据新华社沈阳电（记者于力）

56

岁的孙建设，

1995

年从部队转业就
到社区当民警，一干就是

17

年，小小的
社区让他干出了一番大事业。“把群众
放在心上，就能把事干好。”十八大代
表孙建设朴实地说。

孙建设是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
石桥子派出所文昌社区民警。 现在的
孙建设在社区里是个“大能人”，“有他
在，我们放心”，“他和我们就像一家人
一样” ……来自社区群众的夸赞不绝
于耳。

和群众打交道让他充满了乐趣，

他总结出入户走访社区群众的“五步
工作法”，很好地解决了在走访社区群
众中存在的“入户难、见面难、沟通难、

支持难”等问题；如何做好安全宣传，

他总结出了“六门宣传法”，把群众常
经过的六个门， 即社区大门、 值班室
门、警务室门、单元门、居民家门和停

车场
(

棚
)

门等作为宣传阵地；如何维
护社区治安， 他总结出“白天重在
‘看’、晚上重在‘巡’、深夜重在‘守’”

的
24

小时“全天候”防控模式……随着
社区不断的平安和谐，“建设工作法”

也随之扬名全国。

孙建设在打造平安社区中坚信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理念，他组织

成立了“

4050

”巡逻队，负责社区治安
防范；组织成立了“四老”服务队，请他
们参与社区管理和民事纠纷调解；成
立了“夕阳红侦缉队”，为小区治安提
供有价值的信息……“在我们社区，真
的是‘全民皆兵’，让犯罪分子无缝可
插， 多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孙建设一提起自己的队伍充满了骄
傲。

在平凡的岗位上， 孙建设做出不
平凡的业绩， 对此孙建设说：“我只是
做了一个人民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石磊：人生从乡间起步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朱国亮）

从清华学子到“芝麻村官”，

24

岁的南
京市栖霞区西花村村支书石磊，在琐
碎的乡村事务中收获了不一样的成就
和人生。

2008

年，年仅
20

岁的石磊从清华
大学毕业。同宿舍

8

人，

3

个出国深造，

2

个去中科院读研， 另外
2

人一个到外
企，一个到国企，都是工资高、福利待
遇好的单位。唯有他作出了一个令人
难以理解的选择，响应政府的号召，做
一名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去磨砺自
己。

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选择，让
如此年轻的他在乡间开启不一样的人
生。

22

岁， 他已是一个村庄的带头人；

24

岁，他已盘活一个村的集体经济，当
选十八大代表，兼任街道办副主任。

石磊当“村官”的第一站是南京市
栖霞区栖霞街道石埠桥村， 做老支书
的助理。

2010

年
6

月， 石磊报名参加栖
霞街道办西花村党支部书记的公推直

选，结果高票当选。西花村位于山区，

全村
1200

多农村人口仅有
300

多亩田
地，且为土地贫瘠的山地。集体经济薄
弱， 主要靠一家只有

26

名员工的小物
业公司。

石磊没有被困难吓倒， 经过认真
调研，他决定一心一意搞好原有的物业
公司，以服务换收入，最终将其业务额
从原来的

82

万元提升到
400

万元， 就业

人员从
26

人增加到
150

多人。 西花村年
收入从原来约

50

万元增加到近
200

万
元。村民享受的“福利”开始多起来，种
地有每亩

1000

元的田亩使用费，

60

岁以
上老人领取的尊老金从

50

元上升到
100

元，考上大学的孩子有
2000

元至
4000

元
不等的奖励……

在西花村随机走访时，提起石磊，

64

岁的马德松说：“小石头年纪不大，

办事有一套， 做人蛮公道， 说话也和
蔼。”

63

岁的阎信春夸赞更直接：“他来
了，路灯亮了，道路干净了，补贴高了，

用水不花钱了。”

俞佳友：脚沾泥巴做新闻

据新华社杭州电（记者余靖静）

３８

岁的俞佳友，乐为农民写稿，善助农
民脱贫。同事夸他说：“脚沾泥巴做新
闻，自有芬芳扑面来。”

俞佳友是江西人，当过兵，做过通
讯员。

３４

岁，他考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当记者。

２００７

年钱江潮发生卷人事件，

记者被安排撤离后，俞佳友在打捞现
场仍然蹲守两天两夜，做出

６

个版的独
家报道。

２００８

年初杭州遭遇严重冰雪
灾害，他踏雪徒步采访

６

小时，写出的
稿子很生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浙报集团公开选派

农村工作指导员， 俞佳友第一个报名
并当选。 得知自己要去的青田县万阜
乡是一个贫困山乡、 近万名村民散居
在山上时，为了“抢”为乡亲们做事的
时间，他开着私家车下了乡。在万阜乡
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的私家车跑了

７

万
多公里，轮胎换了十几个。

万阜乡适合种高山蔬菜， 他开着
车，挨家挨户送蔬菜种苗。俞佳友和乡

干部一趟趟跑杭州， 申请高山蔬菜进
超市所需的条形码，设计并注册了“刘
基菜园”商标。他联系加工商，在意大
利开了第一家万阜干菜销售店。 他还
在《浙江日报》上发表大量报道，并通
过网络销售高山菜。如今，万阜乡的高
山蔬菜成为温州市“菜篮子” 后方基
地。在万阜乡的两年多时间里，俞佳友
利用晚上时间写稿， 发了

２３０

余篇稿

件。他还帮乡里的学校募集
７０

多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回到省城的俞佳友成了
报社记者部副主任。 浙报集团成立以他
名字命名的“佳友民情工作站”，并在报上
推出“佳友民情快车”专栏，刊发

１７０

多组
来自基层一线的鲜活报道， 解决了

４０

多
万群众喝水难、卖桃难、卖菜难、卖粮难、

看病难等难题， 还发动社会力量为困难
群众捐款近

３０００

万元。 由俞佳友领衔的
多篇报道，帮助山区

1

万多名空巢老人解
决了洗衣难问题， 使

２０００

多名留守儿童
母亲在家门口找到工作，让宁波

３

万多名
环卫工人工作间隙喝到了热水……

叶智勇：被人需要的感觉特别好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许雪毅）

１９９８

年从福州大学毕业时，已收到厦
门国贸等单位接收函的叶智勇，在福
建省公安消防总队的招聘前改变了
自己的人生轨迹。生于农村、吃苦耐
劳的叶智勇喜欢这份职业带来的成
就感。

２００１

年春节，下雨，车祸现场。有
人夹在车里出不来。一位小姑娘扑过
来跪倒在叶智勇他们面前求援。“当
我们把人救出来，周围群众给我们的
眼神和赞扬， 让人觉得这个职业真
好，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而叶智勇从警生涯中最刻骨铭

心的是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抢险救灾的
一段记忆。当时他们护送奥运火炬从
厦门到龙岩，两天两夜，疲惫不堪，

5

月
13

日凌晨接到赴川命令，紧急飞到
了四川绵阳。从绵阳到青川

５０

多公里
山路，叶智勇他们整整行进了

１０

个小
时， 遭遇了

９

次山体滑坡和
６

次余震。

拆除危险建筑、抢救物资、营救被掩埋
群众……叶智勇他们冒着余震危险连
续奋战

８

天
８

夜。

叶智勇学的是化学专业， 研究各
类化学灾害事故处置方法， 取得了福
建省第一个“灭火工程师”职称。

２００５

年，厦门电化厂发生氯气泄漏事故，叶
智勇向现场指挥建议， 利用挖掘机筑
堤形成池体向内灌碱， 控制有害气体
挥发。 他带着战士们身着笨重的防化
服，筑堤、搅拌，控制了险情，脚上却不
小心被浓硫酸烫伤。

消防工作有时候很危险， 有时候

又很琐碎。“有人被印刷机夹了手，有
人卡在玻璃门里，有人掉入深坑，还有
人需要摘马蜂窝……我们遇到的事情
千奇百怪，但群众有需要我们就去，虽
然是小事，但你被人需要，这种感觉特
别好。”

进入消防部队
１４

个年头，叶智勇
长期在中队，一个月最多回家两次，

见家人的次数屈指可数。 儿子今年
八九岁了，觉得爸爸是“活在电话里
的”。

今年
６

月，叶智勇作为漳州消防支
队参谋长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 这是
全国消防系统内唯一的一个。

杨守伟：86个孤儿一个妈

据新华社济南电（记者张志龙）

41

岁的杨守伟，身材瘦弱、言语不多的
她已在山东潍坊儿童福利院工作了

１３

年，职位是孤残儿童护理员，给
５

岁以
下的

８６

个孤儿做康复、照料。当选十八
大代表后，杨守伟依旧坚守着每天的
护理工作。

中秋节前夕的一天上午，杨守伟
和
３

个同事正给康复理疗室
36

个
1

岁半
的孩子喂餐，“盈盈刚出生时才

４

斤
６

两，现在
５

个月，肚子有点胀，不是很愿
意吃饭。”喂着饭，杨守伟愁眉不展。

记者看到，盈盈的小腹上开了一

个口， 不时有流状物伴着阵阵异味流
出， 杨守伟熟练地用消毒餐巾转圈将
其擦拭吸干，并清洗洁净。

“她出生时没有肛门，现在小腹上
开了一个口排泄，不随时清洗，大便会
侵蚀她稚嫩的皮肤。”杨守伟说，“要随
时关注她的感受，一旦排泄口弄破，就
会感染。”

一个上午， 杨守伟和同事一刻也

没消停，有时候抱着一个，还得拍打哄
着另外两个。“这个时候恨不得自己有
分身术。”杨守伟咬着牙齿说。

同事李海云说，孩子一病杨守伟就
忧心忡忡，她救过很多孩子的命，不是
一般人做得到的关爱和照料，她都有。

现在已是健康小姑娘的方安敏曾
是早产儿，出生时

２.９

斤，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命垂一线。杨守伟坚持

２４

小时用

热水袋保持体温， 每隔两小时喂一次
奶，“豁出去十几天” 终于救了一条命；

晓玉是个鱼鳞病患儿，同事怕传染不愿
护理，只有杨守伟坚持每天给她洗澡和
涂药。几个月后，晓玉多处皮肤逐渐正
常， 一直不说话的她竟开口叫杨守伟
“妈妈” ……山东省立医院护士长解晨
表扬她是“全省十万护士的楷模”。

２００７

年杨守伟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的日记里， 杨守伟写
道：“我被评为山东优秀共产党员，组
织奖我

５０００

元奖金， 我全部捐出捐给
我可怜的孩子们。”

程相文：一粒种子播天下

据新华社郑州电（记者李亚楠）

“一粒种子播天下，富了农民千万家”，

农民送给程相文的锦旗上这样写道。

７６

岁的程相文是鹤壁市农科院院
长，他说，自己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

不过，他干的这一件事，却造福于几代
农民：引进和选育了

３９

个玉米新品种，

推广种植面积超过
１

亿亩，增加经济效
益上百亿元。

１９６３

年，

２７

岁的程相文从河南省
中牟农校毕业后，放弃留在家乡郑州
工作的机会，只身一人来到地处黄河
故道的鹤壁市浚县，成为一名农业技

术员，负责种子试验。

１９６４

年，刚到浚
县不久的程相文从那时开始， 每年秋
收过后， 就会前往海南， 暮春时节北
返。在他工作的几十年间，有很多个春
节是在海南度过的。

为了缩短育种时间， 程相文团队
一年当三年用。 程相文一年就在三亚
育两次种， 夏季再到河南浚县育一次
种。玉米地里是高温不断，育种期间，

程相文每天至少在地里工作
６

小时，这
样的强度，当地很多农民都受不了。

程相文的笔记簿扉页上写着用以
自勉的话：“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
界， 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这
也是他“种子人生”的真实写照。

多年来， 程相文获得
４７

项科技成
果。他经过

１９

年努力摸索培育出的“浚
单
２０

”玉米新品种，

２００４

年被农业部确

定为全国玉米主导品种推广种植，带
来增产增收显著效益， 成为黄淮海夏
玉米区种植面积第一、 全国种植面积
第二的大品种。

“种子没有一劳永逸的，必须不断
推出新品种，才能保证高产。”如今，已
是
７６

岁高龄的程相文仍一如既往地往
返于海南和河南之间。

对于自己当选十八大代表， 朴素
的程相文坦言：“没想到大家对我这么
信任，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这个荣誉
不仅是给我个人的， 更是给我们整个
团队的。”

苏柳英：鼓起残疾人新生活的风帆

据新华社武汉电（记者俞俭
黎昌政）“多亏苏姐的帮助，圆了我的
教师梦。”听力语言属一级残疾的刘莉
说，当老师是自己从小的梦想，从天津
理工大学毕业后，她在外打工五六年，

是“苏姐”多方奔走，使她回到家乡成
了鄂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代课老
师。

她说的“苏姐”，是湖北省鄂州市
残联工作人员、党的“十八大”代表苏
柳英。

苏柳英钟情于残疾人事业，把残疾
人视为亲人， 把他们的事当作自己的
事，三十年如一日帮扶残疾人，用大爱

点燃一个个残疾人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是苏姐给了我幸福的家！让我的
人生充满光明！”盲人祝秋生说，在苏
柳英的帮助下， 他的按摩诊所已初具
规模，有

２０

多个床位，安置
８

名残疾人，

还免费培训了
４０

多名盲人按摩师。

祝秋生
１８

岁那年， 苏柳英了解到

他父母离世、和姐姐相依为命的情况，

便想方设法帮助他。 得知他有运动特
长，苏柳英鼓励他积极训练，推荐他参
加湖北省第二届伤残人运动会， 他一
举夺得盲人组

１００

米、铁饼和立定跳远
３

块金牌。

为帮他学到一技之长， 苏柳英自

己掏钱邮购盲人专用笔和纸等， 请老
师教他盲文， 送他到省盲人按摩培训
中心学习， 并帮助他组建了一个幸福
的家庭。

３０

年来， 苏柳英先后帮助了
１０００

多名残疾人就业、创业，牵线搭桥帮
３０

多名残疾人喜结连理，

８

次带队参加全
省残疾人运动会夺得

６３

枚金牌， 接待
处理残疾人信访案件

２０００

多件。

２０１１

年， 苏柳英继当选
２０１０

年度
“感动湖北十大年度人物”之后，又被
评为全国残疾人先进工作者。今年，她
又被授予“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

红火黄金周，“盛况”之下几多反思

这个“最长黄金周”留下了太多
难忘镜头。人们体验家人团聚、亲近
自然、 品尝美食的同时， 也遭遇拥
堵、滞留等各种“礮”况，种种苦忧夹
杂的出游遭遇和尴尬表情引发无数
感慨和议论。 红红火火的黄金周，

“盛况”之下诸多问题耐人深思。

文明出行仍是尴尬考题。三亚
３

公里海滩散布
５０

吨垃圾、 天安门地
区扫出近

８

吨杂物……既给景区的
“面子”留下了伤疤，也极大地影响
了游客的舒适度。年年黄金周，年年
文明呼吁，但时至今日，旅游文明的
考试结果依然不合格。 网民总结出
的“几大丑”，形象地勾勒出了游客
常见陋习：乱丢乱扔、肆意加塞、大
嚷大叫、打架斗殴。公民的旅游文明

素养亟待培养和教育， 文明有序出
行需要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

公共管理依然十分滞后。 经过
十多年的黄金周历练， 我国公民旅
游需求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很大的改
变。从“难得出门”到“常态游玩”，从
“到此一游”到“游得舒坦”，“从传统
导游”到“新型旅游体验师”，人们对
优质旅游的供给提出了更高层次的
要求。然而现在的事实是，不仅吃、

住、行、游、购、娱等环境和条件显得
捉襟见肘， 不少景区和主管部门的
管理水平更是不尽如人意。 高速路
成了停车场、 找不着厕所寻不见垃
圾桶、景区“撑死”不限客、应急预案
或缺失或成摆设。 诸多棘手问题呼
吁旅游业需尽快创新管理思路，提
高管理的专业化、国际化水平。

制度保障必须跟上。 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拥
有更多的休闲娱乐时光， 仅靠有限
的黄金周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各
大景点“爆棚”、不少景区濒临“塌
陷”、敦煌的骆驼累得性命难保，种种
极端现象说明，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
度应是缓解“人满为患”的有效办法。

只有当人们拥有和支配自己休假的
权利，旅游质量才会得到提升。

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
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
的现代服务业， 是中央提出的明确
目标。眼前的一道道门槛，既是中国
旅游业要正视的问题， 也是加速转
型升级的改革契机。 我们期待不远
的将来， 能在一个文明而有序环境
中， 惬意悠然地欣赏着一道道美丽
的风景。

（新华社呼和浩特
１０

月
７

日电）

千呼万唤始出来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８日起终止收费

新华社郑州
１０

月
７

日电（记者
梁鹏）河南省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
作领导小组

７

日宣布，从
８

日零时起，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终止收取通行
费。 这意味着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收
费桥梁，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将结束
２６

年的收费历史，正式回归公益。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是连接黄河
南北两岸的交通大动脉， 自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建成通车，并开始收取通行
费至今，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属收费还贷性
公路；

２００0

年
８

月至今， 经批准转为
经营性收费公路， 属于河南中原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资产。

这座大桥主长
５５４９．８６

米， 是目
前全国最长的公路桥梁， 也是跨黄
河的第一座特大桥， 为促进黄河两
岸交通、 推动交通运输事业快速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是
否应该继续收费等问题，广受社会关
注。由于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建成收费
多年，早已收回投资，近几年每年收

取的通行费超过
２

亿元， 成为中原高
速公司的主要盈利点，社会各界对此
质疑不断，多次呼吁取消收费。

据河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解
释，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在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以后，经批准转为经营性收费公路大
桥，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批准的收费年
限截止到

２０２０

年，也意味着收费是经
过认可的合法行为，因此一直没有取
消。

２０１１

年国家五部委开展了收费公
路专项清理工作，河南省综合各方意
见并积极研究落实终止收费、权益处
置方案等问题，各部门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决定终止黄河大桥收费。

记者了解到，终止收费后，意味
着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将正式回归公
益属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
理由继续收取或变相收取通行费；这
也是河南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的
一项重要成果，同时还有四个普通干
线经营性收费公路取消收费，并降低
了部分收费路段的收费标准。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取消收费后，

一方面将减轻社会负担，另一方面会
不会迅速沦为“危桥”？据河南省交通
厅副厅长李和平介绍，郑州黄河公路
大桥设计车流量载重

５５

吨以下车辆
通行，每天流量

１．５

万至
３

万辆，但今年
前五个月平均流量已经达到了

３．７６

万
辆；预计取消收费后车流量增幅将达
２０％

，将严重超标影响安全通行。

据介绍， 考虑到大桥已经运行
２６

年，经技术部门检测发现大桥有裂
缝等病害，需要加固维修。目前河南
省交通厅、公安厅已经在节前联合发
布公告， 对行驶该桥的

３

轴及以上大
型载货车辆实行分流绕道行驶。在加
固完成后，将依据大桥的检测结果和
车流量情况，科学制订限行分流等措
施，以保证大桥安全和畅通。

记者采访了解到， 取消收费后
涉及的

３００

多名收费人员的安置方
案已经落实；另一方面，因取消收费
涉及中原高速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
等问题， 河南省财政厅正在研究确
认收购价格等，以保证股民权益。

河南5万多处

零散烈士纪念设施

将获保护

位于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
家洼的许世友将军墓， 已成为
大别山区著名的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

据河南省民政厅消息，到
2014

年
10

月
1

日前，河南省将完
成省内

5

万多处零散烈士纪念
设施的抢救保护工作。 河南省
共有散葬烈士墓

49536

座，零散
烈士纪念碑亭、塔祠、堂馆等纪
念设施

1170

处， 数量在全国位
居前列。

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新华时评

□

新华社记者张丽娜

□十八大代表风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