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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超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三峡
晚报》获悉，10月 13日下午，湖北
省宜昌市远安县妇联为“最美孕
妈”李静举行了爱心捐款仪式，当
地各级妇联组织、女企业家、女干
部纷纷慷慨解囊，奉献爱心，现场
共收到各方捐款25375元。

9 月 17 日凌晨，怀孕 7 个月
的叶县籍孕妇李静与丈夫何朝政
乘车从平顶山回宜昌远安县婆
家，途中遭遇车祸。为保护胎儿，
李静拼命蜷曲着身体护着腹部，
自己却胸椎骨折、脊髓损伤导致
高位截瘫。手术中，当医生告知

病人和孩子可能只能保住一个
时，李静坚定地说保孩子。后经
抢救，孩子保住了，李静也脱离了
生命危险。短短8天时间连续做
完两次大型手术，李静和孩子的
治疗费用已经达到十几万元，花
光了这个农村家庭和亲戚的所有
积蓄，如今李静已经面临停药。
10月 8日，《三峡晚报》就此事进
行了报道，昨天，本报A8版也就
此事进行了报道。

据了解，此事经《三峡晚报》
报道后，远安县县委书记周正英
做出批示，要求县民政局、妇联、
慈善协会前往医院探望，并送上
慰问金1.2万元。当地县妇联还发

出了“帮帮最美孕妈”的倡议书，号
召热心人士奉献爱心。人民网、
中新社、新浪、搜狐、网易、凤凰
网、大楚网、荆楚网等主流网站纷
纷转载，相关部门和市民也纷纷
通过不同形式表达自己的爱心。

13日下午，远安县妇联为李
静举行了爱心捐款仪式，当地县
委、人大、政府、政协女干部职工
和县直、乡镇妇女组织以及部分
企业代表纷纷捐款。据了解，其
他各单位捐款活动也正在积极组
织中，各方善款也将陆续汇集。
截至目前，仍在宜昌中心医院接
受治疗的李静已接受社会各界捐
款8万元。

“最美孕妈”获捐款8万元

本报讯 一张茶几、十几个小
靠椅，茶几上摆着茶杯、水壶，还
有香蕉、苹果和报纸，这是宝丰县
政府家属院陈玉成老人家的客
厅，十几平方米的小空间变成了
一个极具亲和力的“茶馆”。昨天
上午8时许，笔者来到陈玉成家，
客厅里坐着七八位老人正悠闲地
品茶、聊天。

“我几乎每天上午都来这儿
喝茶、看报。”86岁的丁金水老人
对笔者说，陈玉成夫妻俩很热心，
义务为老人提供服务已有二十多
年，他是这儿的常客。

交流中，84岁的陈玉成告诉
笔者，自己1991年离休后，总感觉

没着没落，加之身患心脏病、气管
炎等疾病，经常出入医院。每次
病愈出院，不少老同事都会来家
看望，沏茶待客是常事。“大伙儿
一起喝茶聊天，我感觉心情很愉
悦，身体也慢慢好了。”陈玉成说，
1993年秋，他与老伴杨秀英把自
家客厅腾出来，购置了茶几、小靠
椅、茶具、饮水机和茶叶。从此，
每天少则七八人，多者十几人来
到这里喝茶“海聊”。大到国际形
势、国家建设，小到教子、养生等
等，有烦恼相互劝解，有快乐一同
分享，大家说说笑笑很开心。尽
管每个月要支出茶叶、纯净水、煤
电等费用，可陈玉成与老伴仍乐

此不疲。
“我们这些老人整天闷在家

里也难受，能有这么个‘茶馆’充
实生活，感觉真好。”85岁的杨松
华对笔者说，陈玉成老两口一年
四季义务招待大家，冬有火炉、夏
有电扇，沏茶倒水，赔钱搭工夫从
不嫌烦。如今，这个“茶馆”誉满
宝丰县城，不少离退休老人来品
茶助兴，赠送茶叶。

“大伙儿也是来陪我们的，现
在我们身体好、心情好，这是花多
少钱也买不来的。”采访结束时，
陈玉成和老伴杨秀英表示，做点
有意义的事，自己的晚年生活也
会更精彩。 （张苏英）

自家客厅变身小“茶馆”
陈玉成夫妇免费服务二十多年获赞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过磅、算账、数钱……
拿到钱的村民乐得合不拢嘴。这
是记者10月13日下午在鲁山县瀼
河乡瀼东村见到的情景。

“今天卖了200多元。”熊背乡大
麦王村村民王宝玉告诉记者，他一
大早起床，共拉了两车玉米秆去卖。

记者看到，村民有用架子车拉
玉米杆的，有用大货车和三轮车运
的，卖玉米秆的车队排了半公里。

瀼河乡瀼东村村民魏全水对
记者说，由于政府禁烧秸秆，他以

前都是花钱请人粉碎后做肥料，费
时费力。“今年一公斤玉米秆能卖
2角钱，一亩地能卖四五百元！”

今年60多岁的任治安是收购
玉米秆的老板，湛河区曹镇乡人。
任治安告诉记者，他从部队转业后
一直在广东省珠海市工作，2012年
退休回到家乡，2013年春天在鲁山
县马楼乡碾盘庄村投资建了一个
肉牛场，收购秸秆做饲料养牛。

43岁的瀼河乡余流村村民杨
晓伟说，周边乡镇的玉米秆也被村
民拉到这里变成了钱，不仅增加了
大家的收入，也让秸秆变废为宝。

村里建起养牛场 玉米秆成了香饽饽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辛苦种植的冬瓜遭遇
价格寒流滞销，大冬瓜腐烂田间无
人收购。为了让自己少赔钱，不少
菜农把冬瓜就地还田。

10 月 14 日上午，记者来到郏
县广阔天地乡吴堂村时，村民金彩
霞刚把 7 亩地的冬瓜还田完毕。
说起冬瓜，金彩霞直叹气，她告诉
记者，目前的冬瓜市场价格最高只
有 1角钱 1斤（1 斤=500 克），与其
卖冬瓜，还不如外出打工。

吴堂村种植冬瓜最多的是村
民吴军胜，他今年以每亩土地500
元的价格租地种植了 10亩冬瓜，

种植时仅买化肥就花了 1500元。
加上天气干旱，一连浇了5遍水，
每浇一亩地就花费30元。好不容
易到了丰收的季节，可冬瓜价格一
直低迷，吴军胜将冬瓜卖完一算
账，每亩还赔了200元。

白庙乡黑庙村的刘占杰、宋月
霞夫妇今年租地种植了30亩的冬
瓜，由于价格太低，满地的冬瓜让
夫妻俩愁煞头。

刘占杰告诉记者，他开始时还
雇别人来除草，后来就不敢再雇人
了。面对低迷的价格，他们一直没
有外出卖冬瓜，任凭好好的冬瓜丢
在地里。目前，他田里的冬瓜至少
还有两万公斤。

冬瓜滞销 郏县农民无奈就地还田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国庆期间，一场意外的
火灾烧毁了郏县王集乡汪庄村村
民伊花的家。火灾无情，人间有爱，
一笔笔捐助让伊花老人深受感动。

据了解，伊花今年76岁，是王
集乡汪庄村四组村民。国庆假期，
因供电线路问题失火，她家四间土
木结构的房屋被大火吞噬。幸好
村干部和村民及时赶到，伊花被安
全转移。

火灾后，伊花的生活陷入了困

境。10月8日，村两委和大学生村
官给伊花家送去了 500 元慰问
金。10月 10日，王集乡包村干部
来到伊花家中，给老人送来了米、
面、食用油、棉被等生活用品和
2000元慰问金。10月 12日，王集
乡民政所给伊花老人送来了1000
元救助金。

由于伊花是村里的低保对象，
乡村两级干部又为她的房子申请
了危房改造项目。目前，伊花的生
活已被安排妥当。“谢谢大家的帮
助！”伊花对此非常感激。

火灾无情人有情 笔笔捐款暖人心

10月13日，李中心在家门口
与他喂养的八哥嬉戏。

今年 69 岁的李中心家住湛
河区轻工路街道西铁炉村。十多
年前，他迷上了驯养八哥，经过他
驯化的3只八哥不仅能模仿人说
话，还能帮人传递小物件。这只
两个月大的八哥是他驯养的第 4
只。李中心说，驯养八哥已成为
他生活中的最大乐趣。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人鸟和谐 其乐无穷

昨天，管理人员在为入园台阶涂刷彩漆。
从昨天起，市白鹭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开始对稻香路上的5处入园台阶进行彩化刷漆，使入口环境和

整个公园协调统一，为市民营造出更加整洁美观的游园环境。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彩化入园台阶 扮靓湿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