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热线
无法领取养老金 及时解决群众满意

市民李女士生反映，其从酒
厂下岗至今一直无法领取养老
保险金，生活困难，希望相关部
门及时解决。

市长热线办接电后，立即安
排河区政府（电话：

6604760

）

进行办理。经查，李女士于
2013

年
1

月办理了退休手续， 由于其
原单位是破产企业， 拖欠部分企
业应缴保险金， 导致李女士无法
正常领取养老保险金。目前，河
区破产企业托管中心已将欠费部
分补齐， 李女士养老金已正常发
放。经回访，反映人表示满意。

修路占山存争议 政府协调得解决

新县杨女士反映，新县千斤
乡邵山村为方便在当地修水库
的施工卡车通行，占用了其自留
山，并破坏了其松树林，请求解
决。

市长热线办接电后，立即安
排新县政府（电话：

2612345

）进
行办理。经查，

2013

年
3

月，为方
便邵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

车辆通行， 经邵山村村委同意，

施工方在公路两侧开挖排水沟，

占用了杨女士少量山场，并致杨
女士家三棵松树倾斜。 经协调，

施工方同意给予杨女士
600

元补
偿，对整修公路占用的其他村民
山场共计补偿

4000

元。目前相关
款项已全部补偿到位。 经回访，

反映人表示满意。

多次申请五保未批 督促办理解决难题

淮滨县张里乡饶老汉反映，

其单身一人，没有劳动能力，并患
有结核病，生活困难，多次申请“五
保”待遇，均未批准，请求解决。

市长热线办接电后， 立即
安排淮滨县政府（电话：

7761063

）进行办理。经查，饶老

汉反映情况属实， 之前申请因
饶老汉不到法定年龄， 无法办
理。

2012

年上半年，张里乡民政
所已将其材料上报县灾区办，

目前已被批准， 现在饶老汉的
五保款已发放到位。经回访，反
映人表示感谢。

山里葛根变“金条” 农家开出“致富花”

说起葛根， 土生土长的新县人并不陌
生，过去有个传说：当年三年自然灾害时很
多人靠葛根粉充饥救了命。近几年，新县大
力发展葛根种植， 成立了葛源农民合作社，

可以说，合作社把条条葛根变成“金条”

,

让农
民走上了致富路。

“一亩地两年可收八至九千斤，算下来
赚有

5000

块钱。” 在新县周河乡汤冲村葛根
种植试验示范基地，种植户张思利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该村的张严福更是快人快语，“我
在合作社包了

50

亩地种葛根，一年一亩地收
5000

斤， 两年
10000

斤， 收购价是一块钱一

斤，你算算我挣不挣钱？头一年培苗要点劳力，

但第二年就是把草扯扯， 就能种出这么大一
颗。”张严福比划着告诉记者。

合作社理事张思贵向我们介绍： 新县葛源
种植专业农民合作社采用“合作社

+

基地
+

公司”

的产业发展模式， 计划再用两至三年时间在新
县境内再建葛源基地

20000

亩， 扩建葛源粉丝、

粉条、葛根胶囊、葛根饮料及葛根附属品等多条
生产线。

记者看到汤冲村周边的
100

亩葛根种植试
验示范基地很是壮观，周河乡党委负责人告诉
记者，周河乡山场面积大、光照充足、雨量充
沛，非常适合葛根的生产。这些远看象红薯，近
看叶面呈菱形圆状的作物就是葛根苗，由于是
多年生藤蔓植物，它繁殖速度惊人，一年就能

长出绿油油一大片， 两年生的葛根，根
茎能达四五斤重！“一年生的葛苗已显
稠密，都将提供给与合用社签订收购合
同的农户。 农户先支付

50%

种苗款，剩
下

50%

在合作社收购鲜葛时扣除，合作

社两年后按照
1

元
/

斤回收农户的鲜葛。”原
来葛根管理粗放

,

人工种植葛根主要用压
条、扦插、根头等方式，种植方法与红薯和
山药相近， 投入劳力少。“虽然我县野生葛
根资源丰富， 但仍远远满足不了豫南葛业
的加工能力。为了有效解决土地撂荒问题，

推动农户规模种植葛根， 乡政府扶持了汤
冲村部分种植户与豫南葛业发起成立了
“豫南葛源种植农民专合作社”， 人工规模
性种植葛根取得成功， 目前全乡人工种植
葛根已发展到

1000

多亩。种植收益明显，农
民种植积极性很高。”

门前大桥下 安居乐业家

作为汇入南湾湖最大的一条河，横
穿谭家河乡而过的谭家河， 可以说是南
湾湖的母亲河， 大桥村就坐落在谭家河
大桥旁，因桥而得名。在该乡政府值班室
的墙上，挂着一张地图，在“谭家河乡概
况”一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辖区内生产
板栗、茶叶、食用菌，适应生猪养殖……

养殖专业村
6

个， 千头以上养猪场
10

家。 大桥村就是其中一个因养猪而致富
的村。

2001

年，该村党支部书记许远强带
领全村走上了养猪致富道路， 养殖户最
多时有

340

户左右，每年
5

万头猪出栏。

如今， 该村养殖户的畜禽养殖场都已
拆除，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下

地干活累了， 随便找个地方直接捧起
河里的水就喝， 自从养了猪之后连下
水都不敢了。 现在猪场拆了， 水又清
了，虽说还没到能直接喝的程度，但是
可以洗衣服、洗澡了。”在大桥村牛角
冲， 村民徐传发正在树荫下和几个乡
亲聊天，

57

岁的他正享受着含饴弄孙
的天伦之乐， 徐传发的猪场曾有

1000

多平方米、

40

多头母猪。

据了解，猪场未拆之前，养殖户大
多将猪粪露天堆放在河边， 所谓的化
粪池不过是简单的沉淀池， 处理设施
简陋落后，污水处理过程简单，处理过
的污水依然腥臭污黑， 为了运输、交
易、排污方便，这些养猪场都建在谭家
河边的公路两旁， 所有养猪场的大型
干粪便池都是露天堆积。 在当地已经
形成规模的产业链中， 有人专门从事

粪便收购。但因收购日期不定，一到雨
天，这些粪便会大量溢出，被雨水冲进
距离不过百米的谭家河中。“村民们都
是滚动投资， 从几头、 十几头母猪开
始，一点一滴，像滚雪球一样将养猪场
做大， 有的

50

岁以上的老人靠养猪为
生， 现在让他们放弃干了半辈子的事
业， 老百姓们确实做出了巨大牺牲。”

乡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我从
2001

年开始养猪，去年响应
市委市政府的号召，腊月十六、七的时
候乡里村里带着我们把猪场都拆掉
了， 现在河水水又清了， 臭味也没有
了，真正感觉到生活好了。”徐传发对
记者说，“我在湖北又承包了一个猪
场，对于饲养已经熟门熟路了，雇了人
在那边看着。 现在村里这边的猪场拆
了，我正琢磨着做点其它的事，家里还

有地， 前几天还有一个老板来跟我谈
绿茶加工厂的事情， 我想下一步做黑
木耳种植，技术难度小，便于摸索。”

“我们这条河的河底大多是沙子，

有很强的过滤作用，下了几场雨，水明
显地清了。 现在乡里上了污水处理项
目， 大面积种植秸秆、 茭白等水生植
物，通过它们发达的根系来净化水源，

镇区人员集中的地方有生活污水处理
厂， 并号召村民减少农药化肥使用以
减少污染。”站在谭家河桥上，乡政府
工作人员指着远处的湿地对记者说。

眼前清澈的河水在缓缓流动， 一群鸭
子悠然自得的在河里觅食， 天空中不
时飞来几只白鹭， 河边几名妇女正在
洗衣，耳边仿佛响起那首久违的儿歌：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
一数，二四六七八……

□魅力信阳我的家———南湾湖周边行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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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记者随东部某省一厅长深入基层
调研，与当地群众交流时，该领导在问了“家
里几口人”“收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

等简单问题后，竟不知如何继续交流，最后在
身边人员的圆场下尴尬收场。“说实话， 在机
关待得久了，跟群众打交道确实少了。”他私
下坦承，有时见到群众，除了寒暄，真不知该
聊些什么。（

8

月
5

日《新华每日电讯》）

和群众“不知聊什么”的领导干部，恐怕
并不鲜见。是他们嘴笨舌拙吗？非也，纵观很
多领导干部，大多是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善
于表达的“语言大师”，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把
口才当“口碑”，开会或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口
若悬河、头头是道，忽悠群众时花言巧语、能
言善辩，简直是“舌灿莲花”！何况有个著名的
公式“领导

=70%

口才
+30%

管理”，领导干部
要善于做深入细致、 入情入理的宣传思想工
作，没有一定的口才怎么行？

在我看来，某些领导下基层时和群众“不
知聊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身在基层，心
却留在上面。他们根本不想访最贫困家庭、听
最真实意见、解最急迫问题，只想象征性地隔
窗看景、走马观花，然后“闪”人。和群众交流
起来，也就浮皮潦草地停留在“家里几口人”、

“收入怎么样”等简单问题上，害怕问深问细
交流多了，问题或困难给刨出来了，给自己凭
添麻烦。这也符合某些领导干部“表现政绩争
先恐后，遇到矛盾腾挪躲闪”的一惯作风。

另一方面， 是因为他们的交流方式出
了问题。 他们早已习惯于居高临下地作长
篇报告，习惯于颐指气使地发号施令，习惯
于媚态十足地阿谀奉迎。除了满口官话、套
话、 空话， 似乎说不出多少富有人情味的
“家常话”；除了习惯于从为政者角度说话，

似乎考虑不到老百姓的所思所想。 再加上
与群众打交道时，仍认为自己比群众“高一
等”，摆“居庙堂之高，拒群众之远”的做派，

又怎么能与群众“拉家常”拉到一块儿？

此外，和群众“不知聊什么”也折射出他
们长期脱离民众，对群众感情淡漠，与群众有
隔阂。他们的主要工作似乎全是听汇报、看材
料、要数字、催报表等等，一旦谈及深入群众
时，往往以工作忙、抽不开身为由迈不开腿，却将大把时间花在公
款吃喝、公费旅游等事情上，养成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主义之风，又如何带着感情亲近民众、倾听民声？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践行群众路线，让每位领导干部学会和群
众“掏心窝子”地“拉家常”，应是践行群众路线的首要一课。通过
“拉家常”，才能真诚倾听民众呼声、真实反映民众愿望、真情关心
民众疾苦，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才能拉近干群距离、化解干
群隔阂、增加干群感情，才能找到为政的正确方向，从而“照镜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一位网友说得好：你靠近百姓一步，百姓
就贴近你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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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针 一 线 织 就 母 爱 情 深

79

种绣线、

60

多万针、 细微处的精细勾边，农
家妇女张平历时两年多时间，绣出长

6

米、宽
0.75

米
的巨幅历史画卷———《清明上河图》。 在敬佩她的
毅力之余， 我们也带着好奇， 走访了这位农家妇
女。

张平是固始县赵岗乡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
的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儿子在县实验小学上五年
级。在简陋的出租屋内，张平正在加工一幅十字绣，

她十几岁的儿子正在看电视。母子二人时不时的聊
两句，很温馨。张平大大小小的十几幅十字绣作品
中的人物惟妙惟肖、景物栩栩如生。“我想绣出更多
的十字绣作品，更希望能尽快地卖出去。”张平非常
平静地说，“这些年来，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有时间
我都加班加点地去绣，希望我的十字绣能遇到喜欢
的买家，换点钱给儿子治眼睛。”

说起儿子， 张平满心欢喜， 话语也多了起来。

“你们看这些都是我儿子获得的奖状，”张平从一个
大的方便袋里拿出一沓儿子的奖状，“年级第一名、

校园首届钢笔字一等奖、三好学生……”儿子的优
秀让他们夫妇俩个狠下心来好好照顾培养，去年她

放弃在外地打工回到家，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照顾
孩子上学。张平的儿子今年

12

岁，右眼因为长肿瘤，

3

岁时在天津某医院做眼球摘除手术并佩戴了义
眼，已经失明。现在他的左眼也高度近视，而且越来
越严重。早些年张平夫妇俩在外地打工挣钱，每年
还能带儿子去医院复查。但现在一家四口仅靠丈夫
一人在外打工挣钱过日子，她没能力带儿子去天津
医院复查。一拖再拖，眼看儿子的右眼越来越小，渐
渐的萎缩，她很难过。

“因为照顾两个孩子上学，我没时间出去打工
挣钱。听说在家里绣十字绣可以卖钱，如果能绣出
巨幅《清明上河图》的话，能卖好几十万呢，所以我
就迫不及待地一针一线地绣起来。” 张平只有在孩
子上学、入睡的时候才有时间绣。对于张平，绣十字
绣，她绣的是希望，绣的是母爱。

采访结束时， 张平一再向我们打听如何报名
参加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她说，在电视里她
看到在这个舞台上有人绣出的十字绣被购买收
藏， 她现在就希望能带着她的十字绣登上那个舞
台， 为儿子争取更多治眼睛的钱。 张平的母爱情
深，深深让我们感动，我们也祝福她能早日实现自
己的梦想！

□

范永丽
/

文刘海燕
/

图

图为张平和她的作品

行人随意横穿马路，车辆随意掉头、逆行，非机动车与机动
车抢道等不文明现象是当前我市道路交通存在的突出问题，也
给安全通行造成极大隐患。记者抓拍了一组不文明行为，希望广
大市民能够主动做到文明出行，为创建文明城市争光。

横穿马路

随意掉头

逆行

无视斑马线

随意乱拐

□

本报记者郝光文
/

图

文 明 通 行 安 全 你 我

再创文明城市
曝光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