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保护我们的“母亲湖”

水，是生命之源，自古人类都是

依水而居，依水而存，依水而发展。我

们将人烟聚集之地称之为“市井”，而

这其中，根本落脚点还在 “井”字上，

有井水的地方就成了吸引人的地方。

天长日久，就形成了“市”。可见，水是

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所在，没有可

利用的水，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

展。

南湾水库是我市中心城区唯一

的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其持久安全、

洁净， 无疑是保护我们家园之首要，

是我们每一位市民的共同责任 。然

而，长期以来，这显而易见的道理却

被许多身在其中的人们轻易忽视，不

但不能主动承担保护家园的责任，反

而肆意污染破坏大家赖以生存的“母

亲湖”。经过持续的集中宣传，越来越

多原本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

度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南湾水库

不受污染正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是

你我共同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更进

一步地了解到保护南湾水库的紧迫

性、重要性。许多人转变了思想观念，

深刻领会到走绿色发展道路的科学

性，不是一味追求经济增速，高质量

的经济发展才是为民惠民之目的。

思想意识的转变迈开了保护南

湾湖的重要一步，而如何将好的想法

贯彻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之中，促使南

湾饮用水水源保护走上规范化、法制

化的轨道，则需要科学、可行的措施

与长效机制。

8

月

22

日，市政府召开第

二次常务会议，研究审议并原则通过

了《南湾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行动方

案》（简称《方案》）。会议要求，要把南

湾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纳入市政

府目标管理， 坚持小局服从大局、经

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 以坚决的态

度、过硬的措施、创新的方法来推进，

实现保护的可持续性。在污染源的治

理上 ，突出重点 ，依法行政 ，综合治

理，妥善处理好各方关系、各类矛盾、

各种利益。要体现以人为本，切实保

护好群众的合法利益。这是继《河南

省信阳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保护南

湾水库饮用水水源的又一重要举措。

有了观念与制度的保障，接下来

便需要认真执行与有力监管。作为有

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本着 “综合治理 、分步实施 、突出重

点、标本兼治”的原则，从整治畜禽养

殖污染、治理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污

染、治理种植业化肥农药污染及水土

流失、治理农家餐馆污染、治理含磷

洗涤用品污染、 拆除土坝拦库汊养

鱼、禁止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

泳、加强旅游和航运污染整治等八大

方面 ，充分贯彻落实 《条例 》及 《方

案》。每一位市民，要从自身做起，从

身边小事做起，严于律己，遵照规定，

配合治理方案，主动承担起家园主人

的共同责任。

营造这样浓厚的保护南湾湖、保

护家园的氛围， 群众与政府携手同

心， 相信我们的家园会越来越美好，

每一位生活于此的人会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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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市政府召开第二次常务会议，研究审

议并原则通过了 《南湾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行动方

案》（简称《方案》）。会议要求，要把南湾水库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纳入市政府目标管理， 坚持小局服从大

局、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以坚决的态度、过硬的

措施、创新的方法来推进，实现保护的可持续性。在

污染源的治理上，要突出重点，依法行政，综合治理，

妥善处理好各方关系、各类矛盾、各种利益，打好打

赢攻坚战。这是继《河南省信阳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

保护条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又一份保护南湾

水库饮用水水源的“尚方宝剑”。

就如何贯彻落实好《条例》及《方案》，日前，淮河

源项目办经理彭波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说———

贯彻落实《条例》及《方案》，各市直涉及南湾水

库饮用水水源管理的有关职能部门， 必须以确保南

湾湖水资源持续利用和饮用水水质安全为根本目

标，以深入贯彻实施《条例》为主线，以开展南湾湖生

态环境保护试点项目为契机，按照《方案》明确的职

能与责任，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明确任务，细化

责任、狠抓落实、严格奖惩，通过对造成南湾水库水

体污染的畜禽养殖污染、 居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

污染、水土流失及化肥农药污染、农家餐馆污染等主

要污染源的治理， 确保污染因素从根本上得到控制

和根除，全面改善南湾湖及上游地区生态环境。

贯彻落实《条例》及《方案》，各涉及南湾水库饮

用水水源管理的职能部门，首先要明确《方案》总体

目标：即根据“综合治理、分步实施、突出重点、标本

兼治”的原则，通过五年时间的持续综合整治，使南

湾水库上游种养业对水库的污染明显得到控制、上

游入库污染物总量明显减少、 南湾水库库区及上游

入库河流水质明显改善， 实现南湾湖在较长时期内

的水质安全， 满足信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生活对水源地水质的需求， 并建立起南湾饮用水水

源保护的长效机制， 促使南湾饮用水水源保护走上

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其次，按照《方案》要求，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要充分发挥辖区政府和市直部门的

职能作用，确保各项整治措施顺利实施。各相关单位

要认真履行《条例》规定的各项职责，把南湾饮用水

水源保护工作纳入本地区、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制

定方案、完善措施、落实经费。

贯彻落实《条例》及《方案》，还要实事求是地调整南湾水库上游区域产

业结构，使发展经济与饮用水水源保护的要求相协调。即浉河区政府、鸡公

山管委会，要尽快出台具体政策和措施，对按照要求关闭的养殖户，给予一

定的补偿和补助，帮助养殖户实现转移就业或寻找新的创业路子。在保护区

内一律不再审批新建畜禽养殖场，鼓励有技术、有能力、负责任的养殖户在

南湾保护区外采取现代化的养殖手段和先进的生态养殖技术开展规模化养

殖，对新建养殖场要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的管理程序进行审批，纳入正常的建

设项目管理，绝不能增加新的污染。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地方政府要在资

金、土地、项目及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不因关闭取缔养殖场影响当地

群众的收入，影响猪肉市场的供给平衡。

彭波最后说，南湾水库是信阳市中心城区唯一的饮用水水源地，市委、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十分关注。我们有理由相信，只

要我们的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及市直有关职能部门按照《条例》及《方案》制

定的五年治理目标和任务， 去认真贯彻落实， 南湾水库饮用水水源污染问

题，就一定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

李小然

□

本报记者 周海燕

浉河公园的静湖经过清淤修整后焕然一新，除了湖内水质有了大的改善，湖

边还修建了护栏，令游人带孩子游玩时放心了不少。不少游客纷纷来到这里划着

小船在碧波中荡漾，尽情享受秋日的阳光。

本报记者 郝 光 摄

责编：陈晓军 栗 萍 照排：金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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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 氏 街 的 变 迁

在申城，若提到购物、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莫过于和美广场、胜利路步行街。在商铺

林立的街头，若不是地名，你很难将它们与老

城联系在一起。是的，这片繁华的商业中心就

是申城的“老城”。

10

月

15

日，记者在浉河区老城街道办事

处采访时，该办事处党工委书记余华亮告诉

记者， 以往的老城可是中心城区居民的骄

傲。仅一个百货大楼，就能让东五县羡慕一

阵子。如今，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老城区已

由原来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变成了单一

的商业中心，形成了一个商贸物流圈 。如老

城区的和美广场一家， 仅去年的利税就有

3000

多万元。

说起老城的街道，余华亮如数家珍，鲍氏

街、法院胡同、白马桥、文化街、中山路等有特

色的地名娓娓道来。

抱着对这些街名的兴趣， 记者来到鲍氏

街居委会。 居委会位于东方红大道南侧一栋

七层楼上。居委会主任告诉记者，鲍氏街是因

鲍氏人居住者众，因此得名。原来的鲍氏街只

有一条

3

米多宽的砖土路， 两旁的房屋以平

房、小四合院为主，有很多房子还是新中国成

立前建的，楼房很少见。那时，既没有给水，更

没用排水， 而且每天早上都可以看见一个挑

水人，走街串户送水。到了傍晚，就会有一个

挑着文香捻的瞎子老头，沿街叫卖“文香捻”。

说起街道的卫生， 居委会主任告诉记者，那

时， 街道坑坑洼洼， 到处是触手可及的老电

线、滞留的垃圾，还有露天的旱厕、满街乱飞

的蚊蝇。

谈起鲍氏街的变化 ， 居委会主任一脸

笑容 。她告诉记者 ，

1992

年 ，随着街道的整

体拆迁， 原来弯弯曲曲的街道早已没了踪

影 。如今的鲍氏街 ，已是楼房代替了瓦房 、

水泥路代替了泥巴路 、超市大卖场代替了

小商小贩的叫卖声 。 脱胎换骨的鲍氏街 ，

现在已经是老城区最大的社区之一 。在宽

阔的社区内 ，只见绿树成荫 ，一栋栋整齐

的大楼 ，由南向北 ，摆出一个 “出 ”字形 ，仿

佛预示着老城正迈着矫健的步伐 ，向着美

好的未来前进 。

□

本报见习记者 郭 靖

耿协刚：不平凡的“管事”

他是村里的好电工， 村民心

中的村民组长。十几年如一日，他

默默地扮演着工作与生活中的

“活雷锋”： 除夕之夜徒步巡查电

线路；带头集资铺管引泉水入村；

常年为孤寡老人、 五保户垫缴电

费；村里谁家有个大小事，都会首

先找他来帮忙。

他叫耿协刚， 是浉河区柳林

乡堰冲村村民。

2012

年

5

月

23

日，

他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次 “管

事”。

10

月

10

日， 记者来到堰冲村

采访时， 村民们悲痛地讲述了耿

协刚救人时的情景 。

5

月

23

日下

午，耿协刚在田里撒除草剂，忽然

听到有人大呼“救命”，他立即赤

脚飞奔过去， 只见邻居吴云辉站

在沼气池中， 怀里抱着才两岁的

外孙王振旭。情急之下，耿协刚搬

来木梯立刻下到池中， 先将孩子

送出沼气池。 闻声赶来的妻子刘

先华见丈夫脸色铁青， 拽住耿协

刚的衣服阻拦他再次下去救人。

耿协刚没有说话，使劲挣破衣服，

又下到池底抱起吴云辉往上爬。

由于吸入有害气体过多， 他摔下

梯子， 和吴云辉一起沉入到沼气

池中。

年仅

53

岁的耿协刚就这样献

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瞬间发生

的悲剧，让村民们悲痛欲绝。村民

陈老汉紧紧拉住被打捞上来的耿

协刚的手不愿松开：“好人啊，你

咋这么快就走了？ 以后我们有困

难找谁呢？”村民眼中的耿协刚勤

劳朴实、乐于助人，

1993

年他被推

举为村民组长，

1994

年年初被推

选为村电工。多年来，耿协刚一直

是柳林乡“优秀村民组长”，还当

选浉河区 “首届优秀农村实用人

才”。“这是个难得的好电工，年年

都是我们所的先进个人、 先进工

作者。唉，这么好的同志，说没就

没了，实在可惜！”柳林乡电管所

所长陈严友痛惜地说。

2008

年严

冬，除夕晚上全村突然停电，耿协

刚徒步在结冰的山路间巡查线

路，

3

个多小时后终于排除故障，

身上却留下了

10

多处摔伤、擦伤。

为解决村民吃水难题， 耿协刚带

头集资铺设水管， 把各家各户的

水管龙头全安装好， 最后才安装

自家的；村口大塘年久失修，他开

着自家的农用三轮车拉石料和水

泥、河沙修大塘，从没要过运费和

油钱；哪家机械或水管电路坏了，

只要喊一声， 他就会立马赶去修

理……

当村里和乡里推荐他当村治

安主任、 村委会主任候选人的时

候， 耿协刚却总婉言拒绝。 他认

为，自己一个普通百姓，没什么大

本事，干不来惊天动地的大事，只

有尽己所能， 为乡亲们多做些有

益的事，才不枉此生。耿协刚以自

己一点一滴的“管事”行动，诠释

出一位平凡村民的壮丽人生。

□

本报记者 周海燕

10

月

12

日至

14

日，河南省第五届“棋协主席杯”围棋赛在风景秀丽的固始西

九华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以及省内围棋界

知名人士

60

余人参加了比赛。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卢小龙 摄

福莉莉：我“家”越来越美丽

这些年来， 在党和政府以及

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怀下， 信阳市

儿童福利院快速发展， 刚刚大学

毕业的福莉莉就是见证者之一。

信阳市儿童福利院有

200

多

名孩子， 每年还不断有新的孩子

被收养进来， 也有长大的孩子走

向社会， 福莉莉就是这些孩子中

较为优秀的一个。 她在两岁时被

福利院收养，取名福莉莉。在福利

院的培养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关心

下，她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她又回到信

阳市儿童福利院， 做了一名图书

管理员， 福莉莉是院里为数不多

的大学生之一。她对记者说，福利

院的图书室也是去年在社会爱心

人士的资助下建成的， 目前有藏

书

1

千多册。福莉莉上班后，第一

件事就是把这些藏书整理分类，

方便大家借阅。 她还专门制作了

一个登记本，谁来借阅什么书，她

都登记建档， 这样查看起来就一

目了然。

说起福利院的变化，她告诉

记者 ，她小的时候 ，院里根本没

有图书室 ，玩具也很少 ，每天的

娱乐活动就是和其他小朋友一

起在院里的广场上做游戏，到了

9

岁她才上小学一年级。 当时福

利院到点就开饭，因为老师和师

傅要下班，她有时候放学回来只

好吃凉饭。小时候食堂里的菜也

比较单一，偶尔能换一顿咸菜配

米饭也成了她奢望的佳肴。现在

条件好多了，食堂每天中午都有

荤菜 ，还有一个菜谱 ，每天的菜

都不一样 ，换着口味吃 ，不光有

丰富的饭菜， 还有水果和牛奶，

餐厅里还有冰柜和保温锅，孩子

们就是回来再晚也能吃到热的

饭菜了。

福莉莉学的专业是财会，在

整理图书之余她还帮忙做一些

财务工作，看到特教班的老师们

忙不过来，她就主动教孩子们手

工课。能够从事财会工作是福莉

莉最大的梦想， 大学毕业时，经

过再三考虑，她还是回到了养育

她的地方 。她对记者说 ，以后几

年 、十几年或更久 ，她都会在院

里工作。

□

本报记者 赵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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