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真情 爱的抚摸

———记报晓新村空巢老人的幸福事
本报老年记者毛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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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小雨沙沙，空气湿润沁
人心脾。我和市区报晓新村的老
年志愿者丁桂荣、吴厚荣一起去
89

岁高龄的空巢老人朱建辉家
中探望，朱建辉和老伴儿姜逸树
都是老革命。一进门他们还在吃
晚饭，桌上有绿豆稀饭、烤红薯、

咸鸭蛋、青菜等
,

饮食清淡，非常
保健。

老人精神很好，看到我们显
得格外的亲， 虽然常来常往，几
天不见就想得慌，又让座、又倒
水、给水果，忙得不亦乐乎！丁桂
荣、吴厚荣去厨房给老人刷锅洗
碗，打扫卫生，我给二老唱《北风
吹》等红歌……真叫欢聚一堂。

烤红薯凉了，朱建辉老人还
想吃，要老头去给她加热，稍微

慢了一点，她就伸手在他的脸上
摸了一巴掌，老头笑了，马上端
碗加热，“执行任务” 不敢慢，二
老笑得非常开心！ 刹那间，我无
比感慨：这是人间真情啊，多么
幸福和温暖，这纯真的情意叫我
陶醉， 更使我永久地回忆和羡
慕！更为生活在报晓新村这个和
谐的大家园里感到骄傲和自豪！

有了社区居委会，有了为民
务实清廉的好领导，才有了我们
这些热情的老年志愿者。社区里
有了爱心服务队伍， 这份情、这
份爱、这份温暖和快乐，就一定
会延续下去。

编读往来

“编读往来”

征稿启事
风风雨雨，《信阳晚报》走过二十四个

春秋。 在喜迎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本报
再次改版，一个崭新的栏目呈现在读者面
前，这就是“编读往来”。

“编读往来”栏目是本报编辑与读者
沟通互动的模块。 本报通过“编读往来”，

可以建立起对读者的尊重与信任，传达对
读者的感谢，能更广泛地收集读者对本报
的评价和建议，经过完善以使《信阳晚报》

的内容更加充实和生动。“编读往来”拟分
以下几个部分：

一、小编说：编辑对一期报纸的总结，

和告知读者的一些事项、活动，及其他想
对读者说的话。

二、有问必答：有问必答是欢迎读者
就本报的内容提出相关问题，并留下电
子邮箱。 编者通过电子邮箱回信给读
者， 每期栏目会选上疑问较多的几个问
题进行刊登。 欢迎来信至

xywbzy@126.com

三、编辑心情：每期推荐一位作者，刊
发其代表作品及工作经历、 兴趣爱好，

并附上照片。 欢迎读者与作者互动，

读者来信可对该作者提出疑问， 对作
品发表评价以及提供改进意见。 下一
期， “编读往来”会挑选比较中肯的
读者来信，以对话的形式把读者与作者的
互动刊登出来。

四、产品赏析：每期推荐一款重点产
品推广方案，刊登产品照片，收集读者反
馈意见，既可以起到宣传作用，又可作为
市场调查。

五、真心话：每期刊登一位读者的来
信。来信内容最好是对本报刊发的文章提
出可行性修改的建议，包括语法、修辞、标
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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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广
[2012]

第
07-06-266

号

信阳不孕不育症医院
新农合定点医院

孕育热线：

0376-6208222

地址：东方红大道东段（市医药公司斜对面）

(

豫
)

医广
[2012]

第
02-22-063

号

信阳仁爱妇科医院
港式妇科好而不贵
健康热线：

0376-6590888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六里棚
110

号
（第十中学对面、高压开关总厂旁）

（豫）医广（

2011

）第
09-05-326

号

信阳 154医院肛肠诊疗中心

省、市医保（新农合）定点医疗单位

全程无痛 微创新技术

健康咨询：

0376-6160154

小烟叶富了龙井众乡邻
本报老年记者王进履通讯员王丽

平桥区龙井乡洪山村有
着悠久的烟叶种植基础，近

年， 该村烟农种烟的积极性
不断提高， 已由过去的政府

引导到现在的自发种植，主
要缘由一是政策扶持驱动，

二是经济收入促动。

目前，该乡已争取烟草
部门投资

1000

多万元实
施了烟水配套工程， 共打
机井

7

眼，挖塘
6

口，铺设
砂石路

7200

米，修
U

型渠
3000

多米， 有效改善了烟
叶种植条件， 基本实现种
烟地块旱涝保收。 同时，烟
叶育苗工场和烤烟场项目
相继落地该村， 解决了烟农
烟苗培育和烟叶烤制等技术
难题。

统计显示， 现在洪山村
烟农有

50

多户，共种植烟叶
400

多亩， 烟叶亩产值
3000

元左右， 仅靠种烟人均净增
收入达

1000

多元。 今年，洪
山村带动周边

5

个村增加种
植面积

400

多亩， 使烟叶种
植成为龙井乡的特色产业。

太 阳 花

本报老年记者杨木
每天上班， 都要经过路边那一畦面积

约
1000

平方米、里面生长着大片太阳花的
花圃。

那天下午，风如剪刀雨如豆粒，我打着
伞又从那里路过。 眼前的景象很惨淡。

朵朵花儿都缩了口， 翠绿的外衣紧紧
裹着花瓣，仅在外沿露出一线绯红，像搽
了口红的唇。 风儿一阵紧似一阵，不停
地拨弄着太阳花，像想要把她给连根拔
起似的。密集的雨滴也拍打着她。太阳花耷
拉着脑袋，随风摇摆着，默默地忍受着风雨
的侵袭……

多么脆弱，多么可怜，阳光、乐观、娇艳
的太阳花！

第二天，风止了，雨住了，黄澄澄的阳
光又铺撒在大地上。在去上班的途中，一道
鲜红的光亮远远地映入了我的眼帘。

啊，太阳花又开放了！

朵朵小花纷纷擎起了鲜红的太阳伞。

叶片儿抖落身上的雨珠， 扑棱棱向上斜伸
着，露出了清新的欣喜。昨日风雨中的沮丧
半点也看不见了。

那一簇簇在微风里颤动的太阳花，她
的微笑似乎是在向我们表白： 阴暗的日子
总会过去， 我们会拥有太阳， 会拥有阳
光———

自信、执着、坚韧、顽强，太阳的忠实的
追随者———太阳花！

书香校园，浓爱国学

近年， 河区金牛山中
心校沿着“古诗词———三字
经———美文诵读” 经典文化
诵读路线， 稳步推进国学经
典教育， 国学经典教育之花
已盛开整个校园。

古诗词诵读持之以恒。

该校教导处把《新课程标
准》 规定的小学生必背古
诗印成小册子， 全校学生
人手一册， 分年级按要求
篇目

100%

过关。 每学期期
中考试前后进行一次全面检
查过关， 并鼓励学有余力的
学生多背，展开师生、生生背
诵竞赛。 据调查，该校五年级

的学生现已背诵
130

多首古
诗。

增加《三字经》、《论语》

的背诵内容。 在全校熟诵古
诗词之后， 该校又分学段安
排《三字经》、《论语》背诵解
读内容。 低年级背诵《三字
经》，中年级背诵《弟子规》，

高年级背诵《论语》。 背诵之
前，邀请师院老师讲解，减轻
学生背诵难度， 又增加了学
习兴趣。

美文诵读更扎实， 古诗
词魅力无穷， 现代美文更是
文化奇葩。 该校从

2006

年
起， 从众多美文作品中筛选

编辑出《小学生分年级美文
诵读

80

篇》 作为校本教材，

在老师的带领下， 学生边悟
边吟，边舞边背，篇篇美文如
汩汩泉水流入心田。

习字基本功常抓不懈。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
字， 书写最美的文字应从小
培养。 该校每天中午安排

20

分钟练字课，老师指导，音乐
相伴， 学生的写字基本功得
到不断提升。 同时，经常举办
教师粉笔字竞赛、 学生硬笔
书法竞赛、师生书法展，让师
生有了展示书法才华的平
台。 （董震）

洋河巨变

本报老年记者齐国民
20

世纪
70

年代， 洋河是有
名的信阳县（今平桥区）东大岗，

大部分是岗坡丘陵地，土地瘠薄，

水土流失，岗坡上无树更无林，光
秃秃一眼望不到边， 群众是广种
薄收———

32

年过去了，现在的洋河从
集镇到乡村、从机关到社区，变化
太大了。

一、洋河街
过去洋河是南北一条街，街

道路窄， 人多拥挤， 街房门面破
旧。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洋河现已
发展成

22

条街， 临街开门店，餐
饮业、修理业、运输业、加工业等
很活跃。整个集镇规划有序，干净
卫生整洁， 洋河城镇建设已粗具
规模。

二、洋河地
洋河过去也是农业大镇，农

业基础设施差，年年栽树，年年不
见树， 站在高处， 一眼望十几里
远。现在不同了，现在的洋河满地
都是金，岗坡全部是覆盖森林。土
地上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茶则
茶， 消除了荒坡秃岭， 特别是陈
畈、周畈、大山头、苏双楼等村森
林全部覆盖。

三、洋河人
洋河人还是那些人， 地还是

那些地，穷则思变，洋河人有宁愿
苦干、不愿苦熬的奋斗精神。洋河
人率先在全市实行土地流转，陆
庙原是个穷村， 在率先实行土地
流后，成效明显，受到中央、省、

市领导的称赞。 现在到洋河再也
见不到土坏墙、 泥巴供桌、 泥巴
床，展现在眼前的是小楼房，高档
家具，家用电器齐全。真是手机电
话户户响，宽带进家上了网，社会
祥和民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