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医疗解民忧

近几年，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的
改革， 越来越多的医疗卫生服务站
兴起，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病、

治病。日前，河区湖东街道办事处
卫生服务中心为辖区老年居民进行
了一次免费的医疗检查服务。

为了更好地为辖区居民服务，

湖东街道办事处联系信阳市第三
人民医院，为辖区

50

岁以上的居民
进行免费体检，并给他们建立了健
康档案， 为他们提供有效连续的
服务。 社区居民李德成最近左眼
一直看不清东西， 感觉自己平时
身体好，也没太在意，通过此次体
检活动， 他被确诊眼部血管有疾
病，要不及时治疗左眼以后看东西

就很困难。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给出
了详细的治疗方案，使他的眼睛得
到了有效治疗。 该中心负责人告
诉记者， 他们对辖区居民实行了
很多优惠政策，如免挂号费、免费
测量血压等。 优质的医疗服务增
强了百姓对医疗机构的信心。现
在， 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让居民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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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幸福吗？网络上热议，电视里追问，人
人感受不同， 这实在是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
问题。然而，在众说纷纭中凝聚起共识：幸福，

源于个人感受，更系于国家发展。

放眼中国实践，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回应的正是人民对幸福的呼唤。 人们不再像
过去那样迷恋

GDP

增长， 更注重人在发展中
的位置，认识到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发展不
可持续。 在旧有发展模式下，

GDP

上去了，个
人财富增加了， 许多人的幸福感可能并没有
提升。

“幸福”的字样写入多省“十二五”规划，百
余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的目标，“人民”在
十八大报告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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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将幸福概念和人本
思想注入执政理念，愈发凸显了发展中人的分
量。义务教育全免费，农业税成为历史，城乡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全民医保基本实现，

减贫
6734

万人……党和政府执政方略，把国家
富强和人民幸福统一起来， 从重数量到重质
量，从重增长到重共享，通过改善民生提升了
人民幸福指数，也为科学发展注入新动力。

面对现实矛盾，努力实现公平正义，老百
姓才能过得更舒心、更愉快。经济发展是实现
幸福的基础， 但仅仅有物质财富的增加未必
能够使人感到幸福。 可以想象， 假若就业靠
“拼爹”、上学走关系、权益少保障、贫富差距
拉大，就会使人伤心、寒心，撕裂社会，造成对
立。公平感的获得，权益受到尊重，在很多时
候比财富的增加更重要。 我们看到，“异地高
考”的合理诉求渐行渐近，收入分配改革更加
注重公平，公民“四权”得到保障，惩治贪腐绝不容情……实现社
会公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我们做出了努力，仍有许
多不足的地方，但实现公平正义正愈益成为老百姓的共识，不断
强化人们对美好未来的预期和憧憬，增强着人们的信心。党的十
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令人备受鼓舞。公平正义只有
与现代化建设相向而行，才能使百姓更温暖、更幸福。

瞻望未来发展，建设丰饶的“精神家园”才能使幸福有更坚
实的依托。许多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表明，离开文化的浸润和文
明修养的提高，人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变得苍白和空虚，放任功利
盛行，造成人际紧张，平添内心焦虑。温润心灵，涵养人生，成为
当下中国的热词，表明人们渴望寻找幸福的归属。免费开放美术
馆、图书馆、文化馆，全力实现广电村村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覆盖城乡， 提高文化产品质量……这些发展和进步超过了历
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不少改变。低级趣味遭
到唾弃，真善美得到弘扬，社会和谐因子不断增长，健康向上的
社会取向，丰富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深刻思想内涵，提升了社
会文明水平，为幸福注入不竭的源泉。

发展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政府工作的根本归依是“让人民生
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当然，幸福生活不能靠赐予和施舍，

而要靠自己不懈努力去争取。 人们有理由期待，“个个都有好工
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
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
都有好身体”。在这样一个美好
愿景中，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
参与者和创造者。

信阳淮河河滩又发现一艘千年独木舟

“这是信阳境内淮河流域发现
的第三艘千年独木舟。这艘独木舟
被发现和出土，对于淮河流域史前
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的研究，具有
很重要的意义。”

11

月
23

日，在息县
城郊乡独木舟发掘现场，息县文广
新局副局长项其鹏感慨万千。是
日，该独木舟发掘工作完毕，被运
到淮滨县新落成的淮河文化博物
馆。“我们将从北京等地请专家来
鉴定其文物价值。”项其鹏说。

息县发现一艘千年前的独木舟
11

月
23

日上午，记者接到息县
文物爱好者王俊报料称，在息县城
郊乡庞湾村淮河河滩上发现一艘
巨大的独木舟。 记者赶到现场时，

文物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发掘工作，

独木舟的轮廓基本呈现。

记者看到，独木舟舟体两头呈
尖状， 由一根完整的圆木凿成，保
存较为完整。 经测量， 该舟长

7.1

米，船尾宽为
0.5

米，船头宽为
0.2

米
左右。据市文物管理局考古人员初
步估计，这应该是一艘数千年前的
古船。

这已是息县发现的第三艘独
木舟

“这已经是息县发现的第三艘
独木舟了，与

2010

年发掘的商代独
木舟距离不到

2000

米，距离发掘出
来的第二艘有

20

公里左右。” 项其
鹏说，“三年来，我们在息县淮河河
滩上， 连续发现了三艘独木舟。我

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这对探索信
阳的文明史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现代出土文物证实，

3000

年前
的淮河流域， 已经是百舸争流，不
过船只规模还是以独木舟为主。

《吕氏春秋·察今》 说到的刻舟求
剑，妇孺皆知，其发生地，就是包括
今天河南许昌以南在内的楚地。

2010

年，息县城郊乡徐庄村张
庄组的淮河河滩下发现的第一艘
独木舟，被证实为目前我国考古发
现最早、最大的独木舟之一。该艘
独木舟舟长

9.3

米，最宽处
0.8

米，高
0.6

米。目前，这艘独木舟保存在信
阳市博物馆，是该馆镇馆之宝。

2012

年
10

月，息县孙庙乡月亮
湾村发现的第二艘独木舟，目前专
家正在鉴定其文物价值。

独木舟还原灿烂的淮河文明
市文物管理局局长秦学书告

诉记者， 信阳境内已经发现的几
艘独木舟，根据测定，选材竟和云
南地区所产的木头一样。 这艘独
木舟在水中浸泡了上千年， 十分
沉重。

“独木舟的原料不可能从云南
原始森林运过来， 只能是就地取
材。 这足以说明，

3000

年前， 在古
代，河南的气候和现在热带的气候
很相似。淮河中上游两岸气候温暖
湿润，林木高大茂密，动植物种类
繁多。老虎、大象、豹子等种群多，

而且活跃。我们的祖先在与它们共
舞中，创造了灿烂的淮河文明！”秦
学书说。

低保十年 织就贫困救助网

“是低保托起了我的生活。”谈起低保给
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 家住河区民族社区
的李明英老人心存感激。 李明英老人今年

75

岁，丈夫去世多年，儿子流落在外。

2003

年以
前，她靠着看厕所勉强维持生活。后来，旱厕
被取缔，她也就下岗了。

看到李明英确实困难，

2003

年，民族社区
居委会为老人申请了低保。李明英说，第一次

领了
30

元钱后，她都用来买米了，

30

元钱虽然
不多，但在当时已经解决了她的基本生活。平
时她人也闲不住， 再捡一点废品卖点钱补贴
一下，生活比刚下岗时要好一些。

在河区民族社区记者了解到， 李明
英是

2003

年第一批在居委会享受低保的，

当时的低保是每月每人
30

元。十年间，她的
低保也在不断增长，现在已经增长到

220

元
一个月。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 从今年

7

月
1

日起，年满
60

岁的老人都享有养老保险，每

个月是
60

元， 李明英老人也办理了养老保
险。现在，平均每个月她可以领到

300

多元
钱。逢年过节，社区的工作人员还会给她一
些救济， 送一些米、 油之类的生活必需用
品。

城市低保制度自
1999

年在全市实施以
来，先后经过

8

次调整，已从原来的
80

元至
90

元，提高到现在的
260

元至
320

元。每人均补差
标准由原来的

30

元提高到现在的
180

元，保障
对象由原来的

24312

人增加到
124545

人，覆盖

面扩大了近
6

倍。

相对起步较晚的农村低保政策， 我市从
2005

年开始在罗山县试点推广，

2006

年实现
全市覆盖。 目前， 保障对象已经发展到

32

万
人。保障标准也由原来的每人每月

8

元提高到
现在的

87

元。 对于低保户， 除了发放低保金
外，在过节的时候，我市还组织慰问活动，进
一步保障他们的生活。

家住河区五星办事处大拱桥村的任宏
辉有个

15

岁的儿子，三年前突患精神病，她自
己又做了乳腺癌手术， 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因病致贫，

2009

年她申请了低保。

任宏辉说， 办事处和村里很关心她家里
的困难情况，孩子因病要住院，需要救助，工
作人员每次都给她实施了救助。 去年给了她
救助款

4000

元，今年又给了救助款
3000

元，解
除了她的燃眉之急， 她也真正感受到了政府
的温暖、党的温暖。

近年来，河区为促进茶乡经济发展，方便群众出行，切实加大产茶乡镇公路建设力
度。图为总投资近

800

万元的河区董家河至车云山盘山公路日前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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