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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锐

左图：该街中间绿
化花坛内堆放的生活
用品及废弃材料。

下图：街东侧混乱
的垃圾堆放处。

本报记者张诗绮摄

过好“廉洁关”，莫忘订个“家规”

编辑同志：

春节将至， 领导干部如何过好
“廉洁关”，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笔者以为， 领导干部要过好春节廉
洁关，除自己要严以律己、廉洁自律
外，不妨和家人订个“家规”。

近年来， 在全国各地反腐败斗
争中，有不少领导干部，尤其是身居
要职的“一把手”，因徇私舞弊、贪污
受贿等腐败行为而被摘掉“乌纱
帽”，受到党纪的严惩。其中有相当
一部分领导干部之所以会有这一
天， 无不与对家人的管教不严有直
接的关系。据报载，某领导的夫人以
丈夫的名义大肆收受贿赂， 结果该
领导受到了党纪的惩处。 该领导在
悔恨之余， 说了句发人深思的话：

“要是早些和家人订个家规，恐怕就
不会这样了。”

其实，领导干部和家人订个“家

规”十分必要。在这方面，老一辈革
命家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周
总理要求亲属“不准动用公车”、“生
活要艰苦朴素”；陈老总经常告诫子
女“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邓小平要
求子女和身边人员“不准请客送礼”

等，都是人人皆知的好“家规”。

因此，笔者以为，作为一名党员
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不但要严于
律己，遵纪守法，而且还要管住管好
家人，要与家人订“家规”，并严格按
“家规”办事，决不越雷池半步。惟有
如此， 春节才能过好“廉洁关”。

读者：叶金福

谨防春运四大骗局

春运期间， 各种不法分子企图
伺机捞一把。 他们的作案手段虽然
屡见不鲜， 但总有一些旅客疏于防
范，以致遭受侵害。为提示广大旅客
免受诈骗，平安回家，信阳铁路警方
列出春运期间常见的四种骗局。

一、中转车票诈骗。这类骗子通
过各种方法收集旅客使用过、 已经
到站， 但未超过有效期的中转签字
票， 重新办理中转签字后使其成为
一张“有效票”，再卖给急需赶路的
旅客。这种车票多数票面较旧，并且
已被剪口。

二、“移花接木”诈骗。这类骗子
将废票、短途票的日期、票价、到站、

座别进行更改，使短途变长途，废票
变成有效票， 票价低的变成票价高

的车票，俗称“挖补票”，然后以较便
宜的价格卖给旅客，由于做工较细，

一般旅客不易发现。

三、“偷梁换柱”诈骗。这类骗子
多在候车室以“找座位”或“攀老乡”

等方法搭识被害人， 谎称帮助受害
人辨别车票真假，在看车票的瞬间，

趁人不备， 用事先准备好的废车票
或短途车票换取旅客的真车票或长
途车票，迅即离开现场，随即拿车票
到售票窗口退掉，获取现金后逃逸。

四、“花言巧语”诈骗。这类骗子
“嘴巴功夫”特别好，常在售票处或
广场上，假扮热心人主动贴靠旅客，

有的冒充铁路职工， 假称自己有熟
人能买到车票， 骗取旅客的票款后
伺机逃跑；有的以帮买车票为诱饵，

强行拉旅客住宿旅店， 收取所谓的
“订票费”。

信高毕业学子刘凌患罕见遗传病，生命垂危，亟待救助

让生命延续 期盼你我他共同的呵护

19

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然而，命运
的蹉跎， 却使一个花样的青年患上了一种罕
见的遗传病：原发性高原草酸尿症。他，就是
正在广东惠州上大二的信阳高中毕业生———

刘凌。据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医生称，

这种罕见的原发性高原草酸尿症遗传病，从
全国来看，目前确诊的患者不超过

10

例。

不幸降临花样青年患上原发性高草酸
尿症

2012

年
9

月
17

日， 对于家住河区谭家河
乡的刘德友一家来说是个万分不幸的日子，他
就读于广东惠州学院政法系

2011

级历史系
1

班
的儿子刘凌，在校期间突发疾病，连续呕吐几

天，家人将其送到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确诊
为肾衰竭末期（尿毒症），先后两次被下了病危
通知，经医院紧急抢救

4

天后脱离危险。之后转
到广州南方医院，

11

月
1

日又转到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治疗。在郑大一附院被进一步确诊
为“原发性高草酸尿症

I

型”的肾功能衰竭。

找到肝肾援体父母卖房为儿子做手术
为了给儿子治病，刘德友和爱人便争相给

儿子配型，但不幸的是，刘德友和儿子血型不
合，而母亲凌云为乙肝携带者，均不能做亲属
器官捐献，必须向社会购买肝源和肾源。但供
体肝和肾价格昂贵，刘德友回到家乡把自家的
房都卖了。

2012

年
12

月
29

日， 刘家人终于等到
同一供体的肝源和肾源， 并于当晚开始手术。

手术连续进行了
18

个小时，实施的是肝肾联合

移植，脾脏切除（切除目的是为移植肝移位）。

术后，刘凌在重症监护室度过
20

多天后，逐渐
战胜了排异反应。医生说，如果顺利，最近几
天，他便可转入普通病房了。

信高学子的爱心 让生命里蕴涵了太多
的感动

得知刘凌得了重症，刘凌信高分校在校的
学弟学妹们来了，并为他送去了

3

万元的捐款；

刘凌高中同学来了， 虽然他们分布在祖国大
地，但他们还是千方百计从四面八方，为他送
去了

3

万元的捐款； 刘凌父亲所在的谭家河中
心小学， 也送来了

1

万元的捐款； 大河报的读
者，通过报纸知道了刘凌的病情后，也自发地
捐助了

2

万余元现金。

采访中，与刘凌同学素未谋面的信高分校

的学生们告诉记者：“刘凌是我们信高的一分
子，信高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信念，无论我们身
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的距离有多么
遥远， 信高人都永远是一家人；”“虽然我一个
人只有一点点的力量，可是每个班级、每个年
纪、 乃至整个学校的师生凝聚起来的力量，就
可以为刘凌同学带来更多生的希望。”

巨额医药费能否延续生命仍期待社会
各界的关爱

刘凌的父亲是名普通的小学教师，母亲在
镇上做些小生意。家中积蓄本就不多，为了给
儿子治病，刘凌的父亲倾其所有，想尽了办法。

他告诉记者：“目前孩子在
ICU

（重症监护室）

病房，各项体征正常。但是昂贵的医疗费用让
我们不堪重负，目前，我们东凑西借，已经花了
68

万元， 仍欠着院方肝、 肾救治款
34

万元。现
在，家里的钱早已用尽，亲戚朋友都已经借遍，

后续费用每天还在继续，在
ICU

病房每天费用
2

万元至
4

万元不等，医生说到出院总计费用需
要
130

万元以上。无论怎样，我一定不放弃给孩
子治疗。在这里，我要感谢信高的学生，感谢家
乡的父老乡亲，感谢社会各界给予我孩子的关
爱！如果没有社会的关注，没有信高学子的爱
心，孩子就不可能有今天。”

□

本报记者张诗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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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冬天有点冷， 冷得让南方一
片呼声：要求实施暖气供应；今年的冬天
也不冷，一缕缕温暖如春风吹进心扉，让
人们顿感暖意融融。这丝丝暖意，不是别
的，而是爱心在传递，让全社会都沐浴在
春天般的温暖里。

这种温暖， 正在患者刘凌及其家人
的心中传递。据《信阳日报》记者报道，家
住河区谭家河乡、 现就读于广东惠州
学院政法系的刘凌， 患上了一种罕见的
遗传病———原发性高原草酸尿症。 因治
病，家人卖光了所有家产，依然还有

60

多
万元的药费“缺口”。得知此情况，刘凌信
高分校的学弟们、他的高中同学、他父亲
所在学校、大河报的读者们等，相识的和
不相识的都从四面八方赶来， 纷纷慷慨
解囊，捐献爱心，共同帮助刘凌及其家人
渡过难关。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这是一种助人
为乐的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情操？这是一
种大爱无疆、扶危济困的爱心！正如一位
与刘凌素未谋面的信高分校的学生所
说：“虽然我一个人只有一点点的力量，

可是每个班级每个年级整个学校的师生
凝聚起来的力量， 就可以为刘凌同学带
来更多生的希望。”是的，只要人人都献
出一点爱，社会将充满生命的希望。

人们常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人生在世，谁能保证自
己不会遇到沟沟坎坎、磕磕绊绊？又有谁能保证自己不需要
他人的爱心“手杖”？被别人帮助和帮助他人是人生中最有
价值、 最有意义的事情。 在他人看来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
情，由于得到你的爱心帮助，使他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事
实，这是多么地了不起。积极的爱心行动是一种正确的善良
的心态。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培养自己积极的爱心行动，

相信定会收获更多的快乐和幸福。而爱心的传递，会在传递
过程中，把快乐和幸福成倍地累加，并让这种快乐和幸福持
续地焕发出春天般的温暖和夏天般的光芒

!

故而，不要说是挽救生命，一如大学生刘凌，即使是一
个微笑或是一碗粥的温馨，也会迸发出生命的力量，燃起
大爱的火光。更何况，扶贫济困、互助互济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发扬传统的良好道德风尚，在和谐社会里发出自
己的一点光和热，也是我们的义务与职责。所以，尽您的可
能，帮他人所需，不仅是献出一份爱心，更是展现一丝道德
人性的光辉！而道德之美，在于仁爱之心，仁爱之心重在行
动。为了信阳的学子刘凌，更为了所有需要关心的人，让我
们无私地将爱心传递下去。因为，爱心传递，就可温暖灰心
丧气；爱心汇集，必将鼓起生命的勇气；爱心凝聚，一定会
让社会变得更加
美丽。冬天已经来
了， 春天还会远
吗。让我们共同展
开温暖之翼，让爱
心迎风飞翔！

陈光田：深山坚守20年

去年年底的两场大雪，封住了去
往灵山的部分山路。而常驻灵山山区
马放沟林点的护林员陈光田，也因此
半个月没有下过山，直到家里所备的
食物“空”了，他才骑着摩托车，让妻子
用铁锹在前面“开道”，铲出了一条下
山路。

1

月
28

日，在灵山马放沟林点，见
着记者的陈光田却十分风趣：“幸亏当

时我的家就在山上， 不然大雪将盘山
路封住，我怎么巡山呢？”

陈光田是一位普通的护林员，今
年

43

岁。

1992

年将家搬到马放沟林点
至今，他已经在这里坚守了

20

年。马放
沟林点位于灵山景区， 有近万亩的原
始山林。为了保护好这片森林，自上山
后， 他基本上很少回家探望自己的父
母。 为了杜绝违法者及犯罪嫌疑人上
山非法砍伐、捕猎，他毅然放弃山下舒

适的生活， 与妻子一起把家搬到了马
放沟。为了保护灵山的林木，他弃小家
顾大家，白天，往返

30

多公里的山路巡
山；黑夜，他不敢酣睡，只要山里有一
点动静，就会立即爬起来，拎着手电筒
走上盘山路。

记者见到陈光田时， 他正与妻子
商量过年如何走亲戚的事儿。 陈妻告
诉记者，二十多年里，她夫妻二人没有
在外面住过一宿， 也没有到回老家陪
父母待过一个晚上。正月里走亲戚，他
总是吃了饭后， 非要沿着盘山路巡查
一遍，心里才踏实。当记者问及是否后
悔时，陈光田说：“我

60

岁退休，在接下
来的

17

年里， 我仍然会牢牢地守护在
这儿，因为这儿就是我的家。”

农家院里的“博物馆”

谁也不会想到，在淮滨县张庄乡
破旧的街道上竟然有一个小小的民俗
博物馆，这里收藏的水碾、石磨、石碾、

轧布石、水车、渔船、石鼓、鱼叉、织布
机、木油榨、纺车、文革时期物品、收音
机等具有豫南特色的民俗文物

2000

余
个（套）。

沿着青石板的小路来到一个刷
着白墙的农家小院，大门两边摆放一
对石鼓，一副对联写着“腊月腊八腊

梅香、迎福迎客迎嘉宾”。该馆馆长吴
世斌是一名乡镇邮递员， 酷爱收藏，

他利用走乡串镇的工作特点把群众
家不要的一些“老东西”收集起来，时
间长了就萌生了办民俗博物馆的想
法。

他告诉记者，其实在我们的身边，

就有很多文物，这些“文物”指的是“民
俗文物”。 民俗文物大多孕育自本土，

它身上体现着浓郁的本土特色和强烈
的人文元素。 目前在信阳市民间散落
着各类民间民俗文物， 因为缺乏保管

常识，其保存状况堪忧，有些珍贵民俗
文物正走向消亡。 所以该馆开展抢救
性征集民俗文物的活动， 就是要将这
些流散民间、 将要消失的民俗文物保
存下来，传之后世。

记者在民俗文物的征集过程中了
解到，过去在农村一些如石磨、斗升、

纺车等常见的物件现在已经很难寻
找， 大部分这些东西由于失去原来的
价值而被村民当成垃圾遗弃， 甚至当
做干柴烧掉，让人感到十分痛心。如果
大家都能提高文物保护意识， 把民俗
文物捐献给国家， 使信阳市民俗文物
能长期保存下去， 让子孙后代都能了
解信阳地区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民
俗文化，将是一件“功在个人、利在千
秋”的事情。

春节临近，市场蔬菜肉食“飙”声一片

“牛肉现在涨到每公斤
64

元，

羊肉涨到每公斤
60

元。 临近春
节，啥东西都在涨，真没办法！”

1

月
28

日早上，在市区河菜场
买菜的王阿姨苦笑着对记者
说。

进入新年， 我市各菜市场
的肉食、 蔬菜价格较上年有不
同程度的上涨。

1

月
28

日记者在
河菜市场了解到， 猪臀肉每
公斤

28

元，猪排骨每公斤
32

元。

本地菠菜每公斤
8

元、蒜苗每公
斤
10

元， 黄心菜每公斤
5

元，本
地胡萝卜每公斤

4

元。“肉食、蔬
菜再贵，咱还得买，毕竟一家老
少都要吃菜呀。物价高了，我就
每样蔬菜少买一点， 尽量选择
本地产的新鲜蔬菜， 特别是老

人和小孩， 每天都少不了青
菜。”正在市场买菜的张大妈告
诉记者。

在一位卖蒜苗的老汉摊位
前，记者询问蒜苗的价格。老汉
说：“每公斤

10

元。”“别人的蒜
苗每公斤

7

元，你的蒜苗咋卖这
贵？” 记者问。“我这是本地蒜
苗， 别人的

10

根蒜苗也没有我
一根蒜苗吃得香。”老汉笑呵呵
地对记者说。

“较往年相比，现在市场上
的物资确实丰富多了， 只要有
钱，啥东西都能买到，只是物价
涨得太厉害了， 收入赶不上物
价上涨水平。快过年了，如果有
关部门能想办法平抑一下物
价， 让老百姓过上一个踏踏实
实的年就好了。”在河公园晨
练的王先生说。

最近，河公园里的所有游乐项目集体涨价了。为什么涨价呢？记者在公园管理处了解到，从今
年
1

月
1

日起，公园内
24

个收费游乐项目，由以前的
5

元钱涨到了
10

元钱。这次涨价的原因是由于物价
和人员工资等方面导致运营成本越来越高。再者，以前游乐设施的运营时间只要通过技术监督部门
的质量检验就可运营，现在国家出台了严格的规定，游乐设施的运营时间必须按照合格证上规定的
年限，到期必须停止使用，这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成本。 本报记者赵锐摄

徐金富的“庄园梦”

在淮滨县芦集乡有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他从莲
花村赤手空拳走出去，先后在上海、深圳、苏州靠卖
破烂、在工地给人打工为生，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创
业成功后又回到家乡投资，搞起了花木种植，如今一
块
3000

多亩的废弃土地被他流转整合成富昌花木种
植合作社的苗圃和果园。他叫徐金富，他的一个朋友
说，这一切源于他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徐金富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讲故事， 他很向往故
事里那些能够自由玩耍、四季如画漂亮的庄园，幼小
时心里就立志长大后也要拥有这样的庄园。 现实生
活与梦想总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贫困让徐金富在家
乡无法生存， 他只好跟着同乡来到上海的建筑工地
给人打工。“也许是我的善良给了我好运气。一次，我
骑着三轮车收废品， 看见一个老头扛着几根铝管很
辛苦，就主动带他一段路，送他到了一家工厂，谁知
道这个老头竟然是那里的董事长。”徐金富说，从那
时起，这个姓黄的董事长就认定徐金富是个好心人，

并把自己厂里所有的废品都交给他卖， 而且还不断
把他介绍给其他企业的老总， 使徐金富的生意越做
越大。

2007

年， 他在家乡流转了
500

亩土地作为苗圃
种植景观树， 如今他的苗圃已经发展到

3000

多亩。

“我这里的土地一寸都不会浪费，我要让这里树上结
果，地上养鸡鸭，水里养鱼虾。”徐金富对他的庄园梦
充满信心。

徐奶奶：我拾瓶子，总比伸手要饭好

1

月
29

日凌晨
3

时半， 在市文化
宫内昏暗的灯光下， 一个佝偻的身
影，正在路边垃圾箱旁寻觅着。她姓
徐，今年

77

岁，几乎每个寒冷的冬夜，

你都能看到她蹒跚的脚步，她也是最
后一个离开文化宫的人。在文化宫，

她只是为了多捡几个饮料瓶，给自己
换点钱养活卧病在床的老伴。

四、五年前，徐奶奶的老伴由于
高血压并发症，行动十分不便，吃喝
拉撒基本上都是在床上，无法自理。

自那年起， 徐奶奶的担子就变得更
加沉重，由于老两口全都没有工作，

每月就只有
370

元的低保。 无奈之
下，徐奶奶只好靠拾“破烂”来解决
生活的拮据。

在文化宫，记者见到了徐奶奶。

她告诉记者，她年纪大了，虽然熬夜
对身体不好，但也没有办法。当记者
问及为什么白天不出来捡瓶子，非

得晚上呢？ 徐奶奶抽完一口烟解释
道：“我也想白天捡，白天瓶子多些，

但是我年纪大了，动作慢，‘抢’不过
别人， 只能晚上没人的时候再捡。”

说话间， 徐奶奶仍目不转睛地盯着
各个垃圾箱， 发现有从夜场丢出的
成包成包的垃圾， 徐奶奶拿着耙子
和手电就过去了，她扒得很仔细，不
“放过”任何一个垃圾袋。

记者了解到， 徐奶奶每个月捡
瓶子能换三、四百元钱，再加上

370

元的低保， 勉强够老伴吃药和维持
生活。徐奶奶告诉记者，她的孩子们
也是一家比一家苦， 每天也是艰难
地维持生计， 而老伴每次上医院需
要用钱的时候， 孩子们也是七凑八
借，来给父亲看病，平时她们实在是
无暇照顾老两口。 徐奶奶说：“我现
在还勉强能捡得动，我多捡一天，就
给孩子们多减少一份负担， 我拾瓶
子，总比伸手要饭好。”

当文化宫最后一盏灯熄灭时，

老太太挑着自己搜出的几包瓶子，

蹒跚地消失在雾霾之中。 在老太太
的记忆中，每一天都这么晚回家，无
论刮风下雨。但是有一天，老太太回
家特别早，她清楚地记得，当她正在
埋头找瓶子的时候， 一个年轻小伙
子在她的面前蹲下， 拿出了

20

元钱
放在她的手上说：“今天别捡了老奶
奶，赶快回家吧。”

【记者点评】记者现在想说说社
会上的两类人。一类叫“光盘族”，也
就是“族人”们倡议，每天吃完盘子
里所有的东西，坚决不浪费。大量的
铺张浪费，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如果
人人都能学习“光盘族”的话，那么
每年省下来的钱， 足够养活无数个
“徐奶奶”。 另有一类人叫做“啃老
族”，他们没有蹒跚的步伐、没有模
糊的视力、没有沉重的负担，但是他
们仍游手好闲， 吃父母的， 要父母
的。记者想对他们说，想想

77

岁的徐
奶奶吧。

【民生视点】

【人生冷暖】

□

本报记者周海燕

□

本报记者郝光赵锐

□

本报记者张诗绮周海燕

□

本报记者张诗绮

□

本报记者郝光赵锐

【来信追踪】

茶文化街“名不副实”

信阳因茶闻名， 全市上下围绕
着茶文化，下了很多功夫。但是，记
者近日来到位于和美广场南侧的茶
文化街，却丝毫没有感受到“文化”

二字的体现。 首先是街两头垃圾箱
四周生活垃圾成片，迟迟无人清理，

并传来阵阵恶臭； 其次是街中间的
绿化花坛上，或成为周围茶社的“小
菜园儿”，或成为变相的“垃圾箱”，

很多店主将废弃的茶叶包装袋、纸

箱堆放于此，也有些将拖把、扫把挂
在绿化树上晾晒，十分不雅；再次，

更甚者，竟然在街西侧“茶圣陆羽”

像上晾挂衣物。腊月以来，不少店主
还将腊肉等年货摆到陆羽像旁进行
通风晒干， 与此街的内涵十分不协
调。此外，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茶
文化街一直被很多市民当做吃饭打
牌的“娱乐街”，而茶只不过被当成
了附带品。为此，一些市民近日向我
们民生工作室来电， 希望茶文化街
真正成为传播茶文化的一个平台。

□

本报记者张诗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