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多云

偏东风2～3级
最高温度11摄氏度

最低温度3摄氏度

2 要闻2015年4月7日 星期二 E-mail:rbwz@pdsxww.com 编辑 王 建 校对 张红雨

4 月 2 日，雨过天晴，大地清新。笔
者走进卫东区五一路街道繁荣街社区，
看到这里卫生整洁，环境幽雅，人们见面
热情打招呼，一派和谐幸福的景象。

社区青年王衍东、李振杰来到居民
腾大伯家：“大伯，我们给你家卫生收拾
一下吧。”俩人一个擦门窗、擦桌子，一个
拖地、收拾卫生间，干得满头大汗。

王衍东笑着对笔者说：“自从俺上了
社区的‘星光大道’，走到街上都是夸
哩。”

李振杰也不示弱：“咱俩比比看，明
年我也要上‘星光大道’。”

他俩说的“星光大道”，就是繁荣街
社区的一块光荣榜。笔者在光荣榜宣传

展板前看到，“星光大道”内张贴着“好儿
媳”“好邻居”“好楼栋长”等“社区明星”的
大彩照以及事迹介绍。上榜的还有社区里
的全国劳动模范、义务维修工、义务网吧监
督员。去年，王衍东走街串户，为居民家免
费疏通下水道，清理街头小广告，帮助老年
人整理家务。今年初，他登上了“星光大
道”，心里乐开了花。

繁荣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淑珍说：“不
管大人小孩，只要为社区做了贡献，都可以
上‘星光大道’。”社区共有 67 栋居民楼，
2300 多户，6300 多口人。朱淑珍回忆说，
10 年前社区成立时，创办了这个“星光大
道”，曾是无奈之举。当时，居民对社区的
工作不认可、不信任，想集中居民开个会，

都很难召集到人。为改变这种状况，朱淑
珍想到在社区设立光荣榜，用榜样的力量
来带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

好人好事一月一小评，半年一大评，一
年一总结，每年评出 10 名先进个人登上

“星光大道”。凡是上榜“星光大道”的居
民，被授予获奖证书和大红花，谁家有困
难，社区会优先解决，享受社区的最高荣
誉。

“星光大道”像磁铁一样吸引着社区居
民，大家争先恐后地办好事，纷纷为空巢老
人、困难户打扫卫生、修电器、读书读报、送
温暖、调解邻里纠纷。“星光大道”设立后，
社区居民心拢到一块了，邻里关系和谐了，
见面热情打招呼，遇到困难会相互伸出援

手。
76 岁的退休干部孙茹妮，每年都能登

上“星光大道”。她是社区纠纷调解能手，谁
家婆媳不和，邻里发生口角，她都热心上门
调解，每年调解纠纷近百件，调解成功率
100%。62 岁的退休干部陶其昌，是辖区一
家工厂的负责人。他招收辖区下岗职工20
多名，哪个职工家里有病人，他都热情救助
2000 元。自 2006 年起，他每年拿出 1 万多
元资助鲁山县一家孤儿院，被群众誉为“热
心党员陶老伯”。笔者看到，今年登上“星光
大道”的10名居民中，陶其昌排名第一。

如今，繁荣街社区邻里和谐，争做好人
好事、争上“星光大道”已蔚然成风。

（古国凡 何洋）

繁荣街社区的“星光大道”

通 知
常德志，你于 2014 年 5 月 7 日至今

未上班，限你自登报之日起 7 日内回公
司接受处理。逾期不到，公司将按照有
关规定做出处理。

中电投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平顶山发电分公司

2015年 4月 4日

平顶山市委原副秘书长闻伴功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15年 4月 4日 18时 30
分去世，享年 70岁。兹定于 4月 8日（农
历二月二十、星期三）上午 8 时 30 分在
市殡仪馆第一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望
生前友好届时参加。

妻：李联 携
长子：闻延辉 媳：吴红

长孙：闻晟尧
次子：闻延菲 媳：赵燕

次孙：闻晟凯
女儿：李姝娜 婿：闫翔

外孙女：闫多多

泣 告
2015年 4月 7日

讣 告

更名通知
由上海益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开发的原“益宏·莱茵水岸”项目，现更名
为“益宏·上海映象”，项目地址位于平顶
山市建设路与东环路交会处向南 200 米

（原平煤集团东联机械厂东厂老厂区），
特此通知！

上海益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7日

本报讯（记者王长河）4月5
日清明节，宝丰县民间文艺家协
会在商酒务镇举办第四届仪狄文
化节暨祭祖活动。会上，商酒务
镇被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仪
狄文化之乡。

当日上午，来自社会各界的
仪狄文化研究者、爱好者和商酒
务镇的干部群众共千余人，参加
了由宝丰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
的第四届仪狄文化节暨祭祖活
动。会上，向“仪狄文化”征文获
奖者颁发了证书；宣读了平顶山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关于命名商酒务
镇为仪狄文化之乡的决定，并授牌；
商酒务仪狄文化研究会宣颂了《祭仪
狄酒祖文》，并举行了祭祖和民间文
化展演活动。

据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王楚
雪介绍，商酒务镇是中国酒祖仪狄造
酒的故址。这里仪狄文化遗迹遗存
丰厚，典籍记载翔实，民间文化厚重
鲜活。仪狄文化在此古有根源，中有
传承，今有发展。经考察论证，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决定命名商酒务镇为
仪狄文化之乡。

商酒务镇被命名为仪狄文化之乡

宝丰县举办第四届仪狄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刘晓雷）春耕备播，玉
米种子旺销。4月6日，市种子管理站站
长、农艺师李地灵介绍，购买玉米种子要
多留神，应掌握一定的常识，避免买到假
劣种子。

李地灵介绍，购买种子一定要到证
照齐全的经营门店，不要贪图便宜购买
走街串巷、沿街叫卖、来路不明或是小广
告宣传所谓的新特优品种，以及邮寄销
售的种子、农村市场上零散摊位销售的
种子。要选对品种，购种时看清、问清
品种的审定情况和适应区域，最好先向
当地农业技术人员详细询问品种的适
应区域、特征特性、栽培要点，然后根据
自己地块生产条件选择合适品种。选购
的品种一定要是经过审定并适宜本地种
植的品种，不要轻信虚假夸大宣传，盲目
追求价格高的品种。选购种子时要认真
观察辨别，看其颜色是否均匀，有无明显
的霉变，种粒是否饱满、匀称，种子中有
无大量的谷壳灰尘等杂物，如果出现上
述情况不要轻易购买。种子买回家后，
在播种前要放置在干燥处，千万不能让
种子受潮，并注意及时晾晒，防止种子霉
变。

购买种子时应向种子销售商索要发
票和信誉卡并妥善保管，以便种子出现
质量问题后，作为向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或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的证据。发现所
购的种子有质量问题时，要持购种凭证，
找售种者要求组织田间鉴定和测产，并
赔偿因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如售种者
不赔偿，应及时向当地种子管理机构投
诉，也可直接向法院起诉。

避免上当遭受损失

购买玉米种子
要多留神

4月6日，一些市民领着孩子在平顶山博物馆内参观。清明假期期间，我市众多市民纷纷来到博物馆，了解、感知鹰城厚重的历
史、文化。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了解鹰城历史文化

本报讯（记者张亚丹）4 月 3 日，农
历二月十五，卫东区北环路街道下牛村
庙会如期上演。当天上午，该村三四百
米的街道上热闹非凡。位于农贸市场旁
的下牛剧场内，锣鼓阵阵，戏台上平煤神
马集团豫剧团的演员们正在表演豫剧

《狸猫换太子》。
“今天人多得很，我一早就过来了。”

下牛村侯家村组70岁的村民侯向峰说，
自己平常就爱听戏，但只有在每年农历
二月十五的庙会上能听得过瘾。“从二月
十三晚上第一场戏开唱，随后每天唱 3

场，一连唱 3 天，请来的还都是‘唱家’，越
听越有味。”老人说。

“这庙会有些年头了，少说也有百十年
了。”77 岁的王根山是该村陈家岗组的村
民，他一边听戏一边说，自己从小就跟着家
人赶庙会，当年村里还没有剧场，可即使是
一个简陋的戏台子，也能吸引十里八村的
众多村民前来。“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比
现在还热闹。”

下牛村村干部温增峰介绍，下牛村
的庙会已沿袭多年。每年的农历二月
十五，这里都会举办祭祀活动并搭建戏

台组织戏剧公演，逐渐发展成为庙会活
动。

“下牛村庙会有着极为浓厚的群众基
础。”北环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汪伟说，如
今为了让群众能够继续享受戏曲文化盛
宴，该村在街道的支持下，每年自费邀请剧
团前来演出，利用民间庙会习俗，丰富群众
的文化生活。

该 街 道 还 在 下 牛 村 及 辖 区 其 他 村
（社区）里开展其他各具特色的文化活
动，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年年
有展演。

下牛村庙会戏曲公演乐百姓

“这两天我们村唱大戏，我邀请你来
看看，准有看头。这家老太太已经 102
岁了，是孙子为老奶奶过寿专门写的三
天戏。”4月3日，舞钢市武功乡小柴庄村
计生干部包海华告诉记者。

刚入村，就听到该村文化广场上锣
鼓阵阵，一场大戏《五女拜寿》正在精彩
上演。从周边村庄来看戏的村民，开三
轮、骑摩托、骑电车的络绎不绝。伴着戏
台上锣鼓家什和演员的精彩演出，人们
听着、笑着、评论着。

“还是李老太有福呀，听说她老人家
有一百多岁了，生活到这个时候真是让
人羡慕呀”“还是人家孩子孝顺，仨孩子、
俩闺女争着抢着养。要是孩子们不孝
顺，活这么大岁数反而是受罪”……你一
言我一语，村民们在台下议论纷纷。

“我经常在外做生意，偶尔回来一次
也总是先过来看看老奶奶，给她买点营
养品什么的，陪她老人家唠唠嗑。她心
情愉快了，我也安心了，高兴了。这次回
来给老奶奶唱戏，一是她老人家今年
102岁了，平时就爱听戏，我还专门给她
买了个收音机让她听，就是让她高兴高
兴；二来也是让现在的年轻人看看‘家有
一老如有一宝’是过得多么幸福。”今年
52岁的大孙子刘文生这样对记者说。

老太太叫李勉，生于1913年农历正
月初五，共育有三子两女，目前已是五世
同堂。大儿子刘世杰已经73岁，最小的
儿子刘建庄也已60岁了，平时由刘建庄
负责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

据刘建庄介绍：“老母亲从小就是个
苦命人，3岁父母早亡，那时家里一贫如
洗，她家大伯在她 5 岁那年把她送到我

家做童养媳，这一送在我家就是将近一百
年呀。听我父亲讲，当时我们家也穷，为了
能糊口，把家撑下去，老母亲没日没夜地
干，老人年轻时真是吃了不少苦。”

刘建庄的妻子郝秀玲插话说：“我来这
家已经 37 年了，你看我婆婆背驼的，我来
的时候就是这样，这都是年轻时干活累得
了。劳累一辈子了，晚年要让她享享清
福。”郝秀玲说，婆婆一辈子都是个好心肠，
邻里有啥求她的，都热心帮忙。她为人正
直，喜欢助人为乐，与邻居关系融洽。虽然
没有什么文化，但识大体、通大礼，在街坊
四邻中有颇高的声誉。

老人一生勤俭持家，乐善好施，深受当
地群众称赞。“李老在当地口碑很好，她的
子女以及晚辈受她的影响，在当地为人都
忠厚善良。”邻居刘大妈说。

刘建庄说：“俺娘虽然已经一百来岁
了，但是头脑清醒，睡眠充足，起居非常有
规律。饮食简单清淡，不偏食，不暴食，生
活很节俭。她好动，爱与人交流，生活乐观
开朗，这也许是能长寿的秘诀吧。”

“老奶奶，平时恁去其他孩子家吗？”记
者问。“去呀，我想谁了，打个电话，他们就来
接我过去住两天，孩子们都孝顺，不过我在
三儿子家住惯了，还是常住这儿。”老人说。

“俺孩子、媳妇好，孝顺，不是他们照顾
得好，恐怕我早都不行了。孙子好，孙媳妇
也好，平时吃饭我坐哪儿，媳妇们就把第一
碗饭给我端哪儿。天好了，我搬个马扎坐
院儿里，他们就把饭端院里。”对如今的好
生活，老人感慨不已，经常告诉晚辈们要懂
得珍惜这样的好日子。

老人年龄大了，腿脚和肠胃不好，为了
能更好地照顾老人，今年60岁的三媳妇郝

秀玲对母亲照顾得细致入微，还专门为母
亲设立了一个健康药柜，里面摆放着补血、
清火、止咳、消毒、养胃的药物十多种。她
还专门向老中医请教推拿按摩，只要老太
太腿不舒服，郝秀玲就给按按。老太太的
日常起居都由她照顾，下午有时加点餐，她
都准备着，从不嫌麻烦。

前几年老太太起床、洗头、洗脚、梳头
都是由郝秀玲负责，如今也是婆婆的她却
拗不过儿媳吴彩霞。“妈，您老也操劳一辈
子了，我爸腿也不好，您就歇歇吧。奶奶的
事情我管，恁孩儿也不在家，我就住奶奶屋
里，夜里也好照顾她。”吴彩霞对婆婆说。
就这样，吴彩霞把自己的铺盖收拾收拾搬
到奶奶屋里，晚上洗脚，早上梳头，又是数
年如一日。

记者问吴彩霞不感到累吗？彩霞憨厚
地笑着说：“有啥呀，我年轻多干点没啥，我
和奶奶也投缘，她啥都给我说。我婆婆都
照顾奶奶那么多年了也没说啥，她就是我
的榜样。今后我们也会老，孩子们看到了
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有个词儿叫啥，对
了，叫——传承，我就是想把孝道传承下
去。”

如今，李勉老人已102岁高龄，全家老
小36口，已是五世同堂。儿女、儿媳妇、孙
子、孙媳妇和重孙都对老人孝敬有加，老人
的日子过得幸福开心。

（本报记者 田秀忠 通讯员 闫会钦）

百岁老人李勉：
五世同堂的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毛玺玺）为了
进一步提升我市数字化城市管理
运行水平，4 月 1 日起，我市开启
了市区窨井盖安全专项整治活
动。整治期间，如发现“问题井
盖”，15 家责任单位应及时进行
处理。

据了解，自我市数字化城市
管理指挥中心成立以来，从该中
心信息采集员采集的信息及市民
通过网络及 12319城管热线等进
行的投诉来看，市区窨井盖安全
问题位居首位，此类投诉呈不断
上升趋势。

据该中心有关工作人员介
绍，涉及窨井盖安全问题的投诉
区域主要集中在背街小巷、环城
道路等地段。目前市区各类井盖
产权单位较多，经统计有 15 家，

分别是新华区政府、卫东区政府、湛
河区政府、新城区管委会、高新区管
委会、平顶山供电公司、市市场发展
服务中心、市住建局、移动公司、联通
公司、市公安局、平煤神马集团、市交
通运输局、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平
顶山分公司、电信公司。

根据整治时间安排，从本月1日
起到 15 日，各相关单位要召开专题
会议进行部署，安排自查自纠工作，
对管辖范围内的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存在凸起、下
沉、破损、倾斜、翻盖、井盖规格不符、
井盖丢失等“问题井”进行专项整治，
要对井框不稳定、损坏或因井室渗透
引起井具周边路面破损、井框高程超
标等“问题井”进行修复。

4 月 15 日至 30 日，该指挥中心
将组织人员对整治情况进行督察。

市区窨井盖安全整治活动启动

15家责任单位对“问题井”动手术

4月5日，来自郑州的游客在临沣寨拍照留念。郏县堂街镇临沣寨又
名红石寨、朱洼寨，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它有
雄伟的红石寨城墙、潺潺的护寨河以及保存完好的古宅。有“中原第一红
石古寨”之称。当日是清明节，该村文管办负责人介绍，清明小长假前两
天，每天进村参观的游客平均有400多人。 本报记者 李志勇 摄

清明游览临沣寨

本报讯（记者孙鹏飞）4 月 2
日至 5 日，平顶山学院团委及各
院系组织师生开展“清明祭英烈·
共铸中华魂”系列主题活动。

据平顶山学院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校软件学院组织学生通过
中华文明网观看一系列缅怀英烈
的视频，引导学生铭记历史，传承
红色精神。体育系和经济与管理
学院 30 余名学生党员在老师的
带领下，到市烈士陵园开展祭扫

活动。校团委组织开展了“文明祭祖
扫墓 网上祭奠英烈”活动，通过互
动献花留言、讲述红色故事、话题讨
论、微博微信传递表达对革命先烈的
怀念和哀思。

平顶山学院此次“清明祭英烈·
共铸中华魂”主题活动，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唱响了铭记历史、追
思英烈、崇尚英雄的主旋律，使学生
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

平顶山学院开展
“清明祭英烈·共铸中华魂”主题活动

本报讯 俗话说“庄稼一枝
花，全靠肥当家”。连日来，舞钢
市枣林镇生刘村农民周国英一直
忙得不亦乐乎，他要把自己养殖
场里的猪粪运到地头，以农家肥
替代化肥。“虽说使用农家肥要比
化肥费工费时费力，但农家肥肥
效长，易保墒，庄稼还不容易生
病，对提高地力有好处。”4 月 5
日，周国英一边卸着猪粪一边感
慨道。

几年前，为补贴家用，周国英
的妻子开始养猪。一直以来，他
家的猪粪全部被种粮大户、蔬菜
种植户买走。为了省事，他家的
农田开始施用化肥。去年秋收
后，他发现施用农家肥的玉米比
施用化肥的玉米不但籽粒饱满，
而且产量也高很多。前不久，舞
钢市里组织的科技服务队来到他
们村指导生产，给周国英开出了
用农家肥代替化肥的养地“药
方”。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决定把
猪粪用在自己的田地里。

近几年，该市农技人员在下
乡指导农民生产过程中，把宣讲
农家肥的益处当做一项重点工
作，逐步让群众认识到，土地长期

或大量使用化肥会造成土壤结构变
差，土壤养分结构失调，有益微生物
数量减少，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导致
农作物减产；而农家肥则能改善土壤
结构，增加土壤中有益微生物，提高
土壤肥力，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水
果、蔬菜等农作物品质和口感等。

彦张村是舞钢市反季节蔬菜生
产示范村，村民张新朝是全村种菜的
老把式，十多年来他一直把农家肥当
做底肥，不仅地力没有下降，生产的
黄瓜、辣椒等蔬菜也保持了口感纯
正。在他的带领下，该村300多个冬
暖式蔬菜大棚全部改施农家肥。他
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连年施用农家
肥不仅作物长势旺盛，产量高，而且
可以减少化肥投入，每亩节约化肥投
入200多元。

随着低碳种田观念不断深入人
心，既环保又经济的农家肥成了舞钢
农民心中的“香饽饽”。现如今，舞钢
越来越多的农民瞄上养殖场的粪肥，
与大型养殖场建立起农家肥供求关
系，既解决了养殖户粪肥污染问题，
又降低了农作物种植成本，还提高了
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仅此一项，该
市农民每年减少化肥投入 600 多万
元。 （张晓敏 刘海军）

每年减少化肥投入600多万元

舞钢市农民钟爱农家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