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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中心里暖意浓

雪后初晴的申城，气温还有些低，新区宽阔
的马路上寒气袭人。抬脚进入羊山办事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大门，暖意瞬间扑面而来，让人
精神为之一振。

卫生服务中心一楼走廊的右转角
处是疫苗接种室，往往这种地方是最
喧闹的，因为有小儿的哭声。但此
时， 记者记忆中小孩的哭闹却
变成了欢笑。 狐疑正起时，

接种室对面角落里的滑
滑梯、秋千，还有彩色泡

沫地垫上的小木马映入眼
帘，

4

个小朋友正玩得不亦乐
乎，刚才的欢笑声正由他们而发。

这哪是医院， 分明就是个儿童乐园
嘛， 连墙壁上张贴的提示语都很“卡哇

伊”。

“小孩子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就会紧张害
怕，为了帮他们放松心情，我们特地设计了这个

儿童小乐园。”医生张建荣的话在记者耳边响起，“从
此，小朋友们再也不怕来接种室啦，常常在不知不觉中

就能打完针，即使有小朋友在接种时因扎针而哭闹，但一
走进小乐园就会破涕为笑。”

说话间，市民黄超琴抱着小孙女走出了接种室，小姑娘

刚挨了一针，泪眼汪汪。“妞妞不哭，我们来玩滑滑梯。”黄超
琴一边安慰孙女，一边走进小乐园。小姑娘一坐上秋千就咧
开小嘴笑了， 眼睫毛上还挂着明亮的泪珠。“这个设计好，很
人性化，我孙女每次来都必须进去玩。”黄超琴说。“是啊，这
个创意真不错！”黄超琴话音刚落，旁边一位女同志也附和起
来，“其实，这里人性化的东西还不止这一个呢。这里的医生
护士年轻有活力，对病人态度也好，常常嘘寒问暖，让病人感
到很温暖。”几句话说完，众人脸上都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此时，正在输液室打点滴的老人陈国新也被接种室门前
的欢笑声吸引着，如果不是挂着吊瓶，恐怕他也早已赶过来
凑热闹了吧。

陈国新是这里的常客了， 因为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每
隔个把月，他就会到这里打点滴。“我家附近有小诊所，但我
不去。市里大医院条件虽好，我也极少去，我就是爱到这里
来。这里不仅比市内大医院方便，还有空调、电视，护士还
给端茶倒水。”陈国新笑着对记者说。看得出来，虽然吊瓶
里冰凉的药水正在滴进他的血管，但他却沉浸在浓浓的暖
意中。

“这个卫生服务中心
2012

年正式投入使用，有内科、外
科、妇产科、公共卫生护理。它的投入使用，极大地方便了
周围群众看病，且报销比例高，门槛儿低。”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张培明告诉记者。据张培明介绍，像这样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羊山新区现在有

3

个，而且以后还将会增加。此外，市
中心医院羊山分院、圣德国际医院都已启动建设，届时羊山
新区的医疗事业将会得到极大发展，羊山新区人民看病将更
加方便。

“憨”支书兴“高楼”

高楼村位于潢川县魏岗乡中部，笔直的水泥路，平坦的
农田，青青的麦苗，加上道路两旁引水渠里潺潺的流水声，让
这个昔日民心涣散的“后进村”，变成了让人心之向往的“世
外桃源”。

“这在
3

年前，是绝对不敢想的！”去年农历腊月二十八，

高楼村村民告诉记者，

3

年前几乎每个村民都想离开村子到
外面打工，文化广场文化大院没有不说，农忙时还抽不到水
浇地，“但自从宋保海担任村支书之后， 村里就大变样了，他
是一个给农民办实事的‘憨’支书。”

根据村民的指引，记者在一位老人家里，找到了正在走
家串户、 跟人谈心的高楼村村支书宋保海。“我是高楼人，我
只不过想让我的家乡变得干净整洁，村民们能过上好日子！”

说起这
3

年高楼村的变化， 憨厚的宋保海腼腆地笑了笑，“我
只不过在尽我当支书的责任，真没啥！”

3

年前的宋保海还是魏岗乡的一名电工， 他任劳任怨地奔
走在县乡之间为群众送电， 渐渐获得当地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2011

年，魏岗乡党委结合村委换届，宋保海得到了全村老百姓
的支持，带着村民们的期许，走上了高楼村村支书的岗位。

而说起宋保海上任之后的“憨”事，村民们如数家珍。

2011

年以前，村里的低保户都不公开，而宋保海上任后，

不仅对调查出来的
20

多户困难户进行集体投票，选出
10

户特
困户进行救助，而且还把自己亲戚本应该享受的低保给取消
了。“我们宋支书说，家里亲戚有困难，他可以帮衬，贴补点钱
或者东西都可以，低保就留给那些没人照顾的孤寡老人或者
特困户。”

2012

年，宋保海带头垫资
3.5

万元改造老村部；

2013

年，为
了抵御旱情，宋保海带领全村的党员干部，多方筹措资金，给
村里换了变压器，清理疏通引水主干渠，不仅解决了村民反
映多年的生活用电难问题， 还保证了全村农田的有效灌溉；

2014

年，为了建设美丽乡村，让村民们不仅能有好的居住条
件，还能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宋保海垫资

7

万元建了幸福院，

捐资
2

万元建文化大院，垫资
15

万元新建了文化广场，而且文

化广场上有十几种健身器材，丝毫不逊色于城市里的广场；

2015

年， 村里成立了一个专门帮助困难户的爱心基金
会，宋保海则带头捐款。

那么作为普通村民， 是如何得知这些情况的
呢？原来，村部墙上的村务公开栏里，详细记录了
爱心基金的去向、近期工作动态等内容，而且
为了让全村村民，包括外出打工的村民都
能及时了解村务，宋保海于

2013

年还专
门去县移动公司， 建立了一个属于
高楼村的短信平台，让村民能第
一时间掌握村里的动态。

“很多人说我憨，放
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来
当支书， 还自己往里垫钱！”

对于自己的这些行为，宋保海不
仅从未后悔过，而且觉得是理所应
当，“人家有钱的老板都献爱心捐款，

我们虽然不富裕， 可我们也愿意把自己
的心血和汗水用在高楼村老百姓身上。村子
变好了，老百姓生活富裕了，大家就感觉很幸
福，我也很有成就感。”

“我们以后可能会进行招商引资，实行农业规模
化种植，让村民回得来、留得住，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挣
钱！”谈起高楼村今后的发展，宋保海踌躇满志，而从他憨
厚的表情中，仿佛也看到了高楼村更美好的未来……

（右图为高楼村村支书宋保海赵雪峰摄）

□

本报记者龚立堂王博

“到黄柏山，人人都是神仙”

春节前夕， 遇到黄柏山
管理处党委书记余英禄时，

他正在和黄柏山林场
的职工一起巡山。

飞瀑流泉、仙
寺参禅，

松涛
阵

阵、

竹海茫
茫。 余英

禄自豪地
说：“到黄柏山，

人人都是神仙。”

余英禄在山里长大，

对大山，他有本能的亲
切。

2002

年，当他被组织任
命到黄柏山林场担任副场长

主持工作时， 这种对山的朴实
情感，开始升华为一种责任。

“

1/3

的林点不通路、不通电，职工常年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大
山之中……当时黄柏山落后的境况深深刺痛着我的心。” 余英
禄回想当初仍不禁眉头紧锁。

靠什么摆脱困境？ 余英禄向记者总结了他的生态建设
三部曲：人事改革求生存、租山造林壮规模、旅游发展求生
存……于是，黄柏山大峡谷、万丈崖瀑布

8000

米的石阶步道
开通了；天池宾馆、大别山文艺创作基地、场部招待所、铜锣
湾服务区、古经茶阁建成了；近

50

公里的旅游道路硬化了，

一个普通林场晋升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和
4A

景区……

“十多年了，现在当我走在黄柏山，看到游客留恋忘返在
峡谷小路上、徜洋在法眼寺、息影塔的茫茫林海之间时，当我
听到人们说‘黄柏山的变化太大了’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无限
的感慨。”这位质朴的实干家谈起黄柏山来却充满浪漫情怀。

他还和记者聊起
2014

年黄柏山值得“点赞”的几件事。

“一是在商城县召开的全省森林抚育现场会上，省林业厅厅长
陈传进将黄柏山林场称为‘全省森林抚育经营工作的排头兵’，向
全省推广其成功经验。二是黄柏山

4

月
29

日被批准为国家级
AAAA

旅游景区。三是国家林业局来黄柏山林场调研。其中，谈到了调研
过程中感受基层、体验基层的收获和震撼，肯定了黄柏山林场林业
生产经营管理及林业项目建设的成效，并以‘行多久，方为执着

;

思
多久，方为远见’的胆识和气魄来赞许黄柏山林业人十余年成功走
出‘租赁山场，扩张规模，荒山造林，培育资源’的经营之路。 ”

告别余英禄时，已是暮色四合。在挥手中，大山的影子和
余英禄的影子慢慢合二为一。记者深信将在很短的时间里，这
颗镶嵌在大别山腹地的绿色明珠，将以更加优美的景色、更高
的品位享誉中原，而余英禄将会为他的黄柏山更加自豪。

宝贝塘村“宝贝”多

立春时节， 记者走进商城县赤城
街道办事处宝贝塘村民组。栋栋黛瓦白
墙的楼房掩映在青山绿水间，新修的
水泥路通到农家门口，修缮一新的宝
贝塘里几只鸭子游水嬉戏，一只竹
筏静静飘荡在水中———一幅美
丽乡村的图景映入记者眼帘。

“来我家坐坐呀！”正在门口
打扫庭院的

81

岁老人刘荣堂热
情地招呼记者：“我家有上好的
金刚台毛尖，来尝尝呀。”和老人
攀谈得知，老人家两个儿子都在
北京做生意，孙子、孙女大学毕
业后留在上海工作。 院子里，一
座三层楼房拔地而起，廊檐下晾

晒着腊鸡腊鸭等年货，老人家正在
打扫卫生迎接儿孙们回家过年。

见记者拿出相机，刘荣堂指着满院
的腊梅、桂花、兰草说：“多拍拍我的宝

贝吧，这都是我一棵棵种下的。”刘荣堂告
诉记者：“我在这生活了

80

多年，没想到宝
贝塘能变得这么漂亮，美丽乡村建设好，老百姓都
是沾了共产党的光呀。俺也是讲究‘美’的人呀，种

上这么多宝贝，让俺村越来越美！”

宝贝塘村文化广场上，村民正在健身器材上锻炼，

简徽式围墙上，刻画着宝贝塘的传说和历史，一棵古皂
荚树矗立在广场旁边。“别看这棵树只有半个树身，每
年还发芽，旺盛着呢！这可是俺们村里的宝贝呀！”正在
锻炼的村民刘喜生说；“这棵树据说有

450

年树龄了，俺
们村都是姓刘的，早年俺们一位本家爷爷去了台湾，一
直挂念着这棵树，他在台湾去世的那一天，这树上掉下
一大片树枝。”

2014

年， 宝贝塘村在建设美丽乡村时特
意为这棵古树修建围栏，加以保护。

“必须留住青山绿水，必须记住乡愁。”赤城街道办
事处负责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副主任钱文琨告诉记
者， 加强相融的自然生态建设作为美丽乡村建设根本
出发点，注重保留农村元素、乡村特色、文化内涵，使村
落、产业、景观、文化交相辉映，保持乡村的农耕之美、

田园之美、自然之美、传统之美。

“在建设中，我们注重因地制宜，考虑长久效益。”

钱文琨带记者到一片湿地草坪前说：“这是宝贝塘村村
民处理生活污水的宝贝。”原来，这是潜流型生态湿地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该系统投资小，通过三级沉淀池，

生活污水可以达到排放标准，用来灌溉花草。

采访结束时， 宝贝塘村村委会主任刘泽喜高兴地
告诉记者，

2015

年， 宝贝塘村将开发农家旅游项目，他
欢迎大家前去观光旅游，到时，宝贝塘村一定会成为全
市、全省乃至全国人民的“宝贝”。

□

本报记者曾鼎秦旭

“抢 ” 来 的 项 目

“我种植铁皮石斛的本意是想用来给老公治病，没想到现
在被赶鸭子上架发展成了个我的事业。”近日，刘庆华见到记
者采访笑着摆手说，我这不算什么，纯粹是被逼出来的。

在新县的泗店乡于河村的石斛种植基地，这位说话直爽、

面带红光的中年女士，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 在还不到一年之
前，她因为丈夫的病逝加上其他事务缠身，无论是精神状态还
是健康状态跟现在都判若两人。

刘庆华告诉记者，她曾经是一名下岗职工。下岗以来，为

了生计，她做过副食、建筑等生意，也开过餐馆。前些年，她丈
夫不幸患上了结肠癌。为了治病，她带着丈夫四处寻医问药，

因为手术后的化疗，丈夫的身体非常虚弱，为此他们在治病之
余一直苦苦搜寻着，有什么偏方能够让丈夫的病情得到康复。

一次偶然的机会， 刘庆华在电视里看到介绍雁荡山有一位种
植铁皮石斛的奇人张征，而他的妻子患的也是结肠癌，他在医
生的指导下，用铁皮石斛慢慢治好了妻子的病。刘庆华立刻联
系上了张征， 表达了自己也想学习种植铁皮石斛来给丈夫治
病的想法。“我本来想自己种一亩， 张征说因为种植成本太高
不太合适，建议我多种一些。后来种植面积扩建到了

40

亩。”

就在刘庆华回到家乡寻找适合种植的地点时， 听说这
个情况的泗店乡政府领导敏锐地从中嗅到了商机， 他们立
即安排人跟刘庆华联系， 邀请她到泗店乡投资铁皮石斛种
植基地。同时乡政府主要领导也前往雁荡山与张征接洽，邀
请他到新县投资共建种植基地。在乡政府领导盛情邀请下，

张征被泗店乡的真心和优惠政策所打动， 他放弃了之前已
经在湖北选好的地址，和刘庆华一起，将基地建到了泗店乡
的于河村。

一名驻村干部笑着跟我们说， 刘总他们的基地是我们乡
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刘庆华感慨地说，当初种铁皮石斛是
为了捞救命稻草给丈夫治病， 现在我切实感受到了这项产业
是一个阳光产业，是一个会给人们带来健康的产业，基地从当
初的

20

亩发展到现在的一期工程
100

亩， 下一步还有
500

亩、

1000

亩，我要把这个种植项目做成种苗培植、枫斗加工、养生
养老中心、养生酒生产等全系列的健康养生基地，以此来造福
乡亲，回报社会。

马淑芳夫妇的“蔬菜梦”

近日，记者下基层到平桥区平昌关镇，听说这里是传统的
蔬菜种植村，现在无公害蔬菜产业发展得很好，有一对在北京
种菜卖菜多年的夫妇如今也顺势回乡发展了， 就提出去他们
的蔬菜大棚看一看。

平昌关镇党委书记王德献轻车熟路地带着我们找到了住
在该乡古城村的这对夫妇家， 虽然他们家的蔬菜大棚去年春
上才建起来，但王德献说他已经来了不下五十次了。

这对夫妇的家在一条不宽的水泥路边， 和农村大多数临
街的房子一样，一楼是门面房，穿过门面房是后院，杂乱地堆
着些农具，出了后院门就是他家投入

40

多万元钱建起来的蔬
菜大棚。

因为建起来的时间不长，大棚里的蔬菜品种不多，也就只
有上海青、生菜、香菜这类喜寒型蔬菜，但却都长势喜人。王德
献说，这类菜一年可以种八茬，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我们去的时候， 丈夫李良杰送菜到金牛大别山农产品现
代物流中心还没有回来， 妻子马淑芳正蹲在一个大棚里点菜
籽。她说他们回乡种菜时间短，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在做，长期
的帮工只请了一个，一年给

3

万块钱工资。

问她在北京干得好好的，为啥想回来。马淑芳说家里的老
人身体不好，要人照顾。回来后一开始不知道要干啥，后来看
周边好多人种菜，自己家的地就在屋后面，就近照顾家里也方
便，就又干回老本行。干了有一年了，毛钱赚有十来万，以后还
要再建些大棚、多增加些蔬菜品种。

马淑芳的孩子还都在上学，以前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现在

他们回来了，孩子可以偎着爸妈了。马淑芳说，回来
挺好， 能接着种菜也能照顾老人和孩
子。

坐在回乡的车上，王
德献说，他们乡里正
逐步完善农产
品生产、运
输、销售
的组
织

化
程度，

积极发
展农产品精
深加工， 延伸
产业链，促进特色
农产品的转化增值，

突出地域特色， 打造名
优名牌。

（右图为马淑芳夫妇的
蔬菜园胡瑜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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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柳

□

本报记者张方志

羊山，特色办学有了新起色

昨天的天气与那天在羊山外国语小学采访
时恰恰相反：那天是雪景。

同样相反的是，昨天该校寂静无人，那天该
校的四五年级学生正在进行期末考试。在五年级
（

2

）班教室外，记者透过门上的玻璃视窗看到老
师在分发试卷……

该校副校长尚霞介绍，

2011

年建校以来，目
前在校生已达

2190

人，学校从一年级始就有英语
课，在主课外，还开设有计算机、书法、围棋等兴
趣课。“文化建校，健康发展，外语见长”是该校的
办学理念，也可见该校的特色所在。

在羊山新区的
10

多所学校中， 高中、初
中、 小学等各类学校像羊山外国语小学一样
富有特色，也是羊山教育“十年磨一剑”的新
起色。

万事开头难。据羊山新区教育办的一份资料
介绍，

2008

年
7

月羊山新区成立时，作为一座全新
之城，本土移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了适龄儿
童总数的

65%

。为了不再有“农村娃”和“城市孩”

之分，该区努力从机制到体制，从硬件到软件，实
现教育公平、均衡发展。

在办学实践中， 该区摒弃千校一面的办学
路子，每所学校根据各自实际办出特色，以特色

教育促进学生发展， 以特色教育打造学
校品牌；在办学模式上直接与上海、北京
等教育现代化的一线城市教育模式对
接， 把国内领先的教育教学经验与成
果应用到实践中；在课堂教学中，

探索适合自己的“ 学———

研———导———练”课堂模式。据
统计，该区部分学校农民工子
女和留守儿童占在校生的
35%

，为了让孩子“留守不流
泪，孤单不孤独”，该区第五
小学建立了“

e+1

”———留守
儿童家园阵地， 受到团中
央、团省委和社会各界的关
注。该区第十一小学还建立了
留守儿童活动室的“七彩小
屋”：交流打开孩子的心扉，视频
使天涯变成咫尺，热线让亲情不
再遥远……

放眼
76

平方公里的羊山新区，

10

年后的今天与
10

年前相比真是两重
天。该区教育办负责人介绍：

10

年来新区
共投入教育资金达

3

亿元， 在校学生增长
165%

，全区各级各类学校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市
级表彰

6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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