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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诗绮张继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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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郝光

魅力信阳我的家———南湾湖周边行之三

“梦”中的“穆桂英”

治理南湾湖、 拆迁南湾湖上游汇水区畜禽
养殖工作成效显著， 通过系列报道中的前两篇
我们清楚地看到，环境的改善让人们喜笑颜开。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梦想是
什么。

去年
11

月
12

日， 副市长张明春一行来到鸡
公山管理区调研南湾湖综合治理项目的建设工
作，他明确指出，要形成马河、谭家河美丽的景

观带，还南湾上游水源地一个碧水世界。记者曾
在鸡公山管理区对“鸡公山人” 的采访中了解
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拆掉猪圈猪舍
之后，要在瓦砾上建筑新的家园，这个家园是绿
色的、清新的、舒适的，更是具有“鸡公山”特色
的，这就是他们的“大鸡公山”之梦，然而，这个
宏大梦想，离不开村民们的支持与努力。今天，

我们就来看看李家寨镇马河流域的村民们，要
如何打造他们的梦想。

马河是南湾湖主要的汇水河之一， 马河村
与台子畈村依马河而存，如今，拆掉了养殖场，

再也闻不到猪粪味儿的村民们， 又在谋划着发
展的蓝图。许远国是台子畈村中间湾的村民，在
交谈中记者深刻感觉到，他是一个有头脑、有思
想、有远谋的人。曾经，许远国也是一个养殖户，

可他告诉记者：“没有搞过养殖的人可能体会不
到，每天与猪粪猪尿打交道，除了能够往口袋里
多存些‘银子’，剩下的仅是痛苦。去年底今年
初， 张明春副市长在调研工作中表明了市政府
治理南湾湖，拆迁畜禽养殖的决心，要还全市人
民一个碧水蓝天，我们也借此为动力，果断地拆
掉了自家的圈舍。很多村民只顾着养殖赚钱，没
有关注自己的生活环境， 没有注视孩子们的企
盼。几个月前的一天，村邻们坐在树下唠嗑，忽
然村民老胡说了句，‘什么东西这么香啊？’，人

们突然意识到，自从畜禽养殖以来，每天闻到的
都是臭味，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花开的香气
了。”

拆掉了猪舍，今后发展什么，怎么发展，许
远国心里有数。曾经人们种板栗，但是随着成本
越来越高， 种的人就少了很多。 许远国告诉记
者，虽然马河村与台子畈村的路暂时不太好走，

但是一路走来的田园景色， 却是现如今村民们
最为宝贵的财富。许远国说：“以前养猪，猪粪猪
尿乱排乱放，种什么东西都长不好。现在，水质
好了，空气好了，种什么长什么。我有个打算，就
是想带领村民规模种植木瓜、桂花、樱桃，做成
大型的园区，据我所了解，这三种植物放在一起
可以做酒，且味道独好，然后给这种酒取上一个
谐音的名字，就叫‘穆桂英’酒，让它成为我们的
品牌，让只有来我们这儿进行‘农家乐’的人才
能品尝到， 相信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慕名而
来。这样，村民们不再养猪，而是在蓝天白云中
致富。”

许远国还告诉记者， 穆桂英这位小说中的
人物，是以机智勇敢、精忠卫国而被人们熟知，

我们的村民们拆掉从前的“金饭碗”，重整“金土
地”，多想“金点子”，相信将来我们马河的“穆桂
英”，也一定会代表着村民们机智勇敢、热爱家
园的优良品质。

【民生微博】

助民我们的责任

近日， 平桥新闻网
官方微博发布一条“平
桥一民警先后帮助

50

余
名迷路老人找到家”的
微博引起了众多网友的
赞扬。

彭伟是信阳市平桥
派出所交管巡防大队的民警， 在巡逻途中路遇迷路老人的
时候，他总是热心地帮助他们找路，先后将

50

余名老人护送
到家，赢得辖区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彭伟说，在巡逻的过程中，遇到和接到报警求助的老人
是常有的事，他们有的拄着拐杖站在路口东张西望，有的站
在路边左右徘徊，有的连累带饿坐靠在路边等，这些老人大
多数年事已高，如果不及时把他们送到亲人身边，就有可能
发生意外，为了帮助迷路老人找到家，彭伟想了许多办法，有
的老人说话口齿不清晰，他就把要问的话写在纸上，让老人
点头、摇头来回答；有的老人住在附近，但含糊地说不清具体
街道，他就扶着他边问边找。对那些身上没带钱又饥饿的迷
路老人，他总会给老人买些可口的食品，让老人得以充饥。当
把老人送回家交给亲人的时候， 他还会嘱咐老人的亲属说：

老人出门时一定要有人陪护，因为老人也是家里的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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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浩然）

7

月
18

日
清晨，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在我市羊山
新区龙飞山街道办事处银钱安置小
区“炸开了锅”，偷车贼在

7

月
17

日夜
间竟将小区内的一节水泥栅栏院墙
推倒，如入无人之境般地偷走了小区
住户的电动车。

得知此消息后， 记者来到了银
钱安置小区。据了解，该小区电动车
失窃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15

号楼
2

单元的刘伟女士告诉记者：

“在本月
16

日夜间，就有
5

辆电动车一
起被盗， 从小区建成居民入住至今，

已经有近百辆电动车丢失了，甚至有
些住户家里的电动车是连续被盗，现
在我们小区的住户都不敢再买电动
车了。”

相比电动车被盗， 该小区
14

号
楼
3

单元
506

室的住户黄女士家中近
期发生的一件入室行窃事件更令人
感到可怕。 据黄女士描述：“

6

月
26

日
下午

3

点
35

分， 我和家人一起出门办
事，

4

点
50

分回到小区内，随即上楼回
家，在走到家门口时发现家中的防盗
门是开着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家中
被盗了， 因为近几天内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敲我家的门，

当我开门后这些人又以找错门的借口离开，进到屋里，果不
其然，家里被翻得一片狼藉，一台价值

6000

元的笔记本电脑、

一部价值
3000

元的手机、一些价值
3000

元的黄金首饰和
5000

元现金全部被盗，看到此情景我立即拿出手机报了警，随后
龙飞山派出所的杨所长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人员也来到我家
中进行了取证。”“现在我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 不是担心车
被盗，就是担心门被撬。”黄女士的丈夫对记者说。

为何银钱安置小区居民财产频频失窃？为何盗贼如此猖
獗？据记者了解得知，该小区内的道路平时是没有照明的，那
摄像头就更不用提了。“小区一到晚上，到处漆黑，什么也看
不见，特别是小区中间的一条路，连个路灯都没有，走路都要
小心，生怕磕着碰着，虽然现在安装有路灯，但一直都没有投
入使用。”黄女士的丈夫对记者说。

同时，小区多数居民认为，该小区频频失窃还有两个重
要原因：第一，小区物业没有人管理。第二，很多居民安置房
没有配套车库，也没有停放电动车、摩托车的统一车棚，电动
车、摩托车放在小区单元楼梯道内，很容易丢失。

民生无小事，在此本报呼吁，龙飞山街道办事处银钱安置
小区的物业部门是不是应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与小区一墙
之隔的龙飞山派出所是不是要发挥好自己的职能？还小区内
的居民一个安静、祥和，不必每天担惊受怕的生活环境？对于
此事相关部门将会如何解决？本报将会继续关注。

编者按：群众利益无小事，

民生工作大于天。值此《信阳日
报》改版之际，民生专刊特开辟
“走基层·访民生”专栏。本专栏
将把眼光锁定在老百姓关心的
衣、食、住、行等事情上，并与本
报民生热线、《信阳日报》民生官
方微博等平台互动，对读者提供
的民生新闻线索，记者将会在第
一时间进行采访报道，让读者反
映的民生问题能得到有效的解
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一切服务群众，是民生新闻
工作的主题、主线、主抓手。我们
将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宗旨，

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协助党委
和政府化解社会矛盾。

再创文明城市
曝 光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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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南路 整治真的很难吗？

本报就中心城区的胜利南路随
意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和车辆乱停乱
放等问题在民生新闻版多次报道。时
至今日，记者却看见这里不仅没有治
理好，反而更显得乱象丛生，拥堵加
剧。胜利南路治理起来真的很难吗？

每到下午五六点，胜利南路的路
口就热闹起来，推着小车的商贩们云
集此地，各种小吃、烧烤的烟雾随风
飘起， 成排的人力三轮杂陈其间，公
交车不时穿行在狭窄的路上，加上路
旁随意停放的私家车，使这里显得异
常混乱。

《信阳日报》民生新闻先后于
6

月
25

日和
7

月
4

日对胜利南路“肠梗阻”

现象进行了报道。但是截至记者发稿
前， 这个路段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尤
其是昨日记者路过此地竟然看到如
此一幕：一辆标有市综合执法的皮卡
汽车停在路旁，而车的周围就是三轮
车和“肯德基口味烧烤”、“新奥尔良
烤翅”“铁板鱿鱼”等各式小吃的小推
车， 人行道上丢弃的满是塑料袋、卫
生纸、一次性碗筷等垃圾，而很多市
民就坐在人行道上吃吃喝喝，对过往
行人视而不见。

记者也随机采访了路过的行人，

他们也都对这里的马路市场表示了
担心，一家商铺的老板说，“如果长期
没人管理，这里的流动摊贩就会变成
固定摊位，这里有可能会变成第二个
小南门。”“来这里吃东西的以年轻人

和孩子居多，这
些小吃来路不
明， 谁知道是怎
么加工出来的，

夏天高温很容易
出现食物中毒现
象， 一旦有问题
找谁去？”一位家
长表示担忧。负
责这里卫生的一
位环卫工人也
说， 自从这里出
现大量小摊贩
后， 她每天打扫
的垃圾比平时多
了两倍， 而且路
面油渍非常难以
清扫干净。

为什么在很
短的时间里这里
会迅速形成马路
市场？ 为什么这种混乱的场面无人管
理？经过多方调查，记者了解到，一个
原因是随着天气变热， 这里得天独厚
的荫凉条件能够留住食客； 另一个原
因是因为对面就是步行街和几个大型
商场， 巨大的人流量也给小贩们带来

了商机； 再一个原因是在这里摆摊不
用缴纳任何费用。 而且小推车流动性
大，城管来了，推着就跑，城管走了，他
们又卷土重来。“我们一加强管理，小
贩跟我们打起了“游击战”，他们流动
到别的地方去， 又给其他地方造成新

的拥堵；我们不管吧，其他小贩就都往
这里跑， 造成这条街上的小摊贩越来
越多， 给这条路上造成了交通安全隐
患、 卫生安全隐患等不稳定因素。”一
位综合执法人员担扰这种尴尬局面短
时间内很难迅速改观。

□短评
胜利南路“肠梗阻”何时通？

道路是城市运行的血脉，关乎
城市形象，更关系市民生活。近日，

对于市民反映的胜利南路道路堵
塞问题，本报先后推出了《救救患
了“肠梗阻” 的胜利南路》（

6

月
25

日）、《胜利南路“肠梗阻”已“病入膏
肓”》（

7

月
4

日）等报道。如今，在多次
曝光下， 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胜利南路“肠梗阻”现象依旧严重。

导致“肠梗塞”的占道经营、违
法停车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是顽疾
难除，还是有关职能部门监管乏力？

不可否认，占道经营一直是市
区环境的一大顽症，既阻碍交通，

又污染环境影响市容。 我市也不
例外，尤其在中心城区，这种现象
更是突出。 像胜利南路这种有着

近
70

年历史的老街， 原本不宽敞
的街道承载着巨大的人流车流，

一些经营者却在道路上肆意“占
位”， 更是让老街交通“雪上加
霜”。对于这种占道经营，过去也
曾有过整治， 但不久就“旧病复
发”。主要原因无非两个：一是胜
利南路人气旺盛， 一些摊贩逐利
常来； 二是多年来占道经营缺乏
长效监管，商贩已“惯性”难改，着
实让相关部门头痛。

但越是困难， 越要迎难而上。

治理占道经营、违法停车这类“肠
梗阻”，有关部门决不能讳疾忌医，

不整治只会使“肠梗阻”越来越严
重。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真正重
视占道经营、 违法停车的问题，切
实履行监管职能，真正改善道路周
边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环境。

□

本报记者郝光文
/

图

□追踪报道

□

郭靖

没有谢意的“感谢信”

“尊敬的电业局领导：在这炎炎
夏日里， 你把我们广大用户电压整
这么低，给我们带来了温暖，为此，

我代表广大居民， 对你们表示感
谢！”近日，一封贴在我市某县电业
局大门口墙上的“感谢信”，被各大
网站转载，引发议论。

一篇话里有话的“感谢信”，笔
调诙谐生动， 又切中肯絮， 看似道
谢，实则反讽。“空调只送风，风扇能
数清叶片，灯泡忽明忽暗”，“卧病在
床的老人由于天热， 这几天饭量也
减少了”，字里行间透露了因电压低
而带来的生活不便， 表现出对于这
些状况的无可奈何。认真想来，遇到
这样的事情确实无奈。 吵闹无济于
事，也别无他法，故而选择这样的方

式表达诉求，看起来很新鲜，让读到
的人会心一笑， 同时也感受到其间
的苦不堪言。 网上有人称赞此感谢
信写得相当有水平， 此举亦给了声
称“人民电力为人民”的有关部门一
记响亮的耳光。

的确，如信中所述的供电状况委
实难以符合电力部门所提出的“人
民电力为人民”的核心价值。众所周
知， 自人类发明了电并开始将其广
泛投入使用， 电便成了生活中的必
需品， 甚至成为直接关乎百姓幸福
指数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人

民”不是一句简单的空话，能够保障
人民的用电需求才是真正做到“为
人民”。作为国企，坐拥国有资本，享
受着政策的优势和财政的补助，本
该担负着服务于民的责任， 全力履
行好本应尽到的义务。尤其是现在，

全国上下都在掀起改进工作作风的
热潮， 电力部门是否也应好好思考
如何加紧步伐，服务于民呢？

要更好地服务于民， 就要摒弃掉
以前的坏毛病，克服掉“庸懒散软”的
工作作风，甩掉因竞争压力小而带来
的消极怠工情绪，切勿“为电不仁”。

就“感谢信”事件来说，在此信发出
后，相关供电所工作人员对部分用户
用电电压进行了测量。经测量，普通
时段电压是正常的，而在高峰期确实
存在电压低的问题。如果这些工作能
够在日常持续跟进，那么供电是否就
会更有保障呢？ 治理好“低电压”问
题，不断改善供电质量，并不是坐在
办公室里边吹空调边品茶就能解决
的事情，要投入更多有效的行动到平
时的工作中，深入基层、企业等地，充
分了解电力市场，掌握供电需求并能
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反应。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收到感谢
信后，相关供电所及时给予了回应，

并通过网络表示， 工作人员已制定
工作方案， 近期内会提高该区域的
供电质量。 希望这不是一时的搪塞
应付，工作方案能够迅速落实下去，

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 而更重要的
是，希望不仅这一次、这一区域的问
题能得以及时解决， 有关部门在舆
论监督和民众期待中， 能够长期真
正地做到“人民电力为人民”才是人
心所向。 期待某一天能有一封真正
的感谢信贴在有关部门大门口。

□

李小然

途径马河
村记者看到，

数头水牛待在
日益清亮的河
水里避暑降
温， 也成为了
该地一道悠然
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张诗绮摄

□

走
基
层
访
民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