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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文明城市

詹齐斌：不做董事长 乐当小村官

清清的晏家河，流淌着沿河人那无穷的记
忆事。

青秀的大别山，蕴藏着追梦人那难舍的故
乡情。

带着记忆，守着牵挂，出外闯荡十多年，置
业北京，仅在洛阳就有

3

家公司，拥有资产超千
万元的詹齐斌，辞掉企业董事长，回村当起村
支书……

骄阳似火，酷热难耐。记者走进光山县晏
河乡詹堂村，看到詹齐斌正带着村干部忙碌在
山头，在油茶基地指导除草作业。途中，一位打
柴的老大娘问他：“齐斌啊，我这块地什么时候
可交呀？我这身子骨真是不能干了！”老大娘说
交地，盼的是村土地流转搞快些。

詹堂村全村
2700

多人， 曾十年没有村班
子，是全乡最落后的村。

2011

年
3

月，乡领导到
洛阳走访，与詹齐斌董事长谈起家乡事。一番
真情沟通，打动了詹总，他当即表示愿回村当

支部书记。

詹齐斌回来了。詹堂村难，超出了他的想
象。村小破旧，校舍不挡风寒，

3

个老教师守着
10

来个孩子；村道泥泞，南北
8

公里，东西
4

公
里，群众出行走不到一段像样路；全村

6.1

平方
公里，满目荒山秃岭，仅有的千把亩河畈，大多
也是荒闲地；在职

4

个村干部，办公无场地，平
时各干各的，自认是个挂名官……

要想发展快，得靠支部带。詹齐斌把村干
部和部分党员代表召集一起， 正式组建起村
“两委”班子。没有地方办公，他与大家一道自
己动手整修旧村部，算是有个办公室。做事得
有钱，办公支出、干部补贴……詹齐斌把村里
事当做个人事，花钱大都自己掏。当村支部书
记不到两年，他为村里捐献了

30

多万元。

谈与詹齐斌搭班子，詹堂村干部闵忠友动
情地说，詹支书个人掏钱干公家的事，村干部
们佩服，群众服气。只要村支部决定的事，大家
都乐意跟着他干。

詹齐斌当村支部书记后，干的第一件事

是改造村小学。整修旧校舍要钱，想建新教学
楼更难。 詹齐斌动员自家几个兄弟带头捐款
近

20

万元，受其影响，詹堂村在外创业成功人
士也纷纷捐款，很快筹集了

30

多万元。县教育
部门也为之感动，专门拨款

200

余万元。村小
旧房修好了，新教学楼建成了，漂泊在外的老
师、留失在外的学生，回到了焕然一新的詹堂
村小校园。

詹齐斌带领村支部干的第二件事是修路。

开挖修筑路基，钱从哪来？詹齐斌对党员群众
说：修路是大家的事，还得靠大家。他个人带头
捐款几万元， 动员村成功人士捐款

20

多万元，

干部群众不计报酬，出工出力，道路贯穿村组，

通往乡里的路基建成了。詹堂人梦想宽畅的水
泥路，希望就在眼前。

詹齐斌干的第三件事是发展经济。詹齐斌
借助自己人脉资源，引进北京地产商王巨森先
生到詹堂投资开挖荒山，发展油茶产业，很快
流转开挖荒山

5000

多亩， 栽种油茶
50

余万株。

昔日的大片荒山，如今油茶苗齐株壮，间作的

西瓜、花生等作物丰收在望。看见詹堂村喜人
景象，相邻的徐畈、潘畈、熊畈、刘畈

4

个村的群
众，也纷纷要求加入。由一个村辐射带动到万
亩连片，流转土地，挖山整地，詹齐斌成了

5

个
村群众致富的引路人。他带领村班子与邻村干
部一道，从万亩油茶基地开挖种植，到

30

多公
里的生产循环道路建设， 持续奋战了近一年。

“公司
+

农户” 模式的晏河万亩油茶基地建成
了，完成总投资达

1.3

个亿。整个施工建设协调
服务期间，村干部加班吃饭的钱，都是詹齐斌
个人支付。 北京投资商王巨森老总为之感动，

奖励詹齐斌个人
10

万元，而詹齐斌却将
10

万元
分给各个村干部，作为工作补助。

眼前， 詹齐斌正在忙的是， 引进商业伙
伴———广州田奥园蔬菜物流配送公司，在詹
堂河畈投资建设千亩供香港蔬菜基地项目。引
进江苏客商到詹堂建千头养鹿场项目。

在詹堂仅有的一片沿河平畈地，詹齐斌告
诉记者，我们这东靠大河，西靠山，山上是我们
万亩油茶基地。我们这片千亩土地，现在已经
决定，由广州的一家公司来投资，建供港蔬菜
基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詹齐斌说：“将来詹堂
油茶基地、供港蔬菜基地、养鹿场等项目发展
起来了， 村民才能从传统农耕中解放出来。大
多农户土地流转后，也还会有活干，有更好的
收入。”

采访结束时詹齐斌对记者说， 他真心而
归，坦然而为，乐干小村官，为民做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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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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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做
文
明
市
民
”

最近， 创建文明城市又
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而中心城区市容市貌的大为
改观，也让市民眼前为之一
亮。趁热打铁之际，《信阳日
报》又推出了“爱魅力信阳、

做文明市民”系列报道。这一
系列好现象，确实让人为之
振奋。我们在褒奖之余，也看
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比如，

人行道上的问题等，颇有让
人“与之奈何”的感慨。

人行道，顾名思义，即人
行走的道路。可是，据《信阳
日报》记者近日的调查发现，

人行道几乎成了“车停道”，

尤其是机动车。 这确实是一
个关乎城市文明乃至交通安
全的大问题。如是说，其实大
家都明白， 机动车抢占了人
行道，把行人“赶到”了快慢
车道， 或其他不该行走的地
方，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人们。

这不但导致人车混行的不文
明现象， 而且造成一大安全
隐患。

此等现象的屡禁不止，

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笔者
以为，并非是某一方的原因。

比如， 记者采访中发现的就
有：机动车增多，停车场少，

驾驶员不自觉， 管理措施的
不到位等等。 虽然政府部门
投入那么多财力搞市政建
设，确实大大方便了市民，但
在一些公共设施建设上， 比如城区的停车位和停车场不
足，应适当加以考虑，加快建设步伐，力求市政建设与社
会发展同步。

但这是一些现实存在的客观问题，难以一下子解决。

个人以为，要减少或杜绝此类不文明现象的发生，关键还
在于人，在于人的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

常言道，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
考虑到他人的利益时，就会把方便带给他人，把困难留给
自己，把文明带给他人的同时，自己也会收获文明的礼
物，甚至是加倍的回报。例如，当我们因办事而附近无法
停放车辆时，停在人行道上并不是唯一的选项，是否考虑
把车辆停在相对远一点的合适位置，自己多走几步路又
何妨？须知，那几小步的多走，却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再
例如，机动车在行驶时遇到行人，不减速或加速绕过去，

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减速或停下来，让行人先行，虽然你
慢了一秒或一分钟，却与文明快速相遇。而这，岂不是一
种更加高尚的行为？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与人方便并不难，难的是我们
心中有没有装着文明这根“弦”。倘若大家都能将这根
“弦”拉起，那么，信阳的文明之音会弹奏得非常和谐与
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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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协办

明确责任 狠抓落实

潢川县大排查大整治安全生产隐患

本报讯（记者赵锐）近
期，潢川县以“全市工矿商贸企
业安全标准化达标” 试点县为
突破口， 有条不紊地开展安全
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改活动。

潢川县出台了《关于印发
潢川县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实施方案的通知》、县政府办
公室印发了《关于加强安全生
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关于开展全县安全生产隐患
大排查和督查督导工作的紧急
通知》等文件。

6

月份以来，潢川县先后召
开
8

次县政府常务会、县长办公
会、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全县
安全生产督导座谈会等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国家、省、市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精神， 增强安全
工作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研究部
署全县安全生产
工作，确保了工作
顺利有序开展。

同时， 该县还制定了安全
生产隐患大排查和督查整改工
作责任分工表，由包乡镇、办事
处的县处级领导牵头

23

个责任
单位， 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拉网
式大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严
格落实整改责任、措施、资金、

时限、预案“五到位”。

截至目前， 该县共检查生
产经营单位

1826

家， 排查出隐
患
1806

处， 已整改和落实整改
相关措施的

1705

处。 结合工矿
商贸企业安全标准化达标工
作，充分发挥安全专家的作用，

要求专家深入到企业基层一
线， 参与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 及时找出隐患， 找准隐
患，为企业提供整治建议，及时
消除隐患。

四一路与中山北路交叉口是中心医院所在地，这里也是市区通往羊山新区
的要道，人、车流量大。为此，交警部门在此设置了隔离护栏，目的是想把人车分
流。而记者在此看到有些行人几乎无视它的存在，选择了翻越栏杆过马路。对
此，记者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秩序，交警部门也应考虑加大对这里的监
控指挥力度，或者增加隔离栅栏的高度，让隔离栏真正起到人车分流的作用。

本报记者郝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