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区市政管理执法局

举办“懂法、依法、执法”大讲堂
信阳消息（祝燕李晓真）日前，

河区市政管理执法局举办第二期“懂法、

依法、执法”大讲堂活动。 该局领导班子
及执法队员

8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大讲堂上， 该局分管执法工作的领
导结合依法行政工作的实际， 从我国法
制的渊源及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行
政程序法、行政处罚法、执法裁量权等有
关涉及行政执法工作的法律知识， 向执
法人员进行了详细、认真的讲解。

在培训中，该局要求全体执法队员，

要加强学习，做到人品、能力双创新，争
当正品、不当次品，杜绝危险品，争当人
品、能力的双模范，为大美河建设增光
添彩。

“懂法、依法、执法”大讲堂活动，既
是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建
设，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提升依法行
政的能力和水平， 适应城市管理不断发
展的新形势的需要， 也是该局争创全省
“三星级”执法队伍的重要措施，该项活
动每月定期开展一次。

母亲爱“炒秋”

“立秋”过后，传统意义上的秋天就开始了。

现在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出现骄阳似火、高温
蒸烤的局面，正是民间所谓的“秋老虎”，而在
我的家乡此时秋风渐起，特别是到了晚上非常
凉爽。在炎热的夏天，人没什么胃口，立秋后人
的胃口大开，肚子里的馋虫直叫唤，要求补偿
夏天的损失。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瓜果在田野里飘香，

诱惑着人们的味蕾， 家乡人乐此不疲地将收获
的秋果请进柴房，送入铁锅来回翻炒，家乡人在
“炒秋”果时品尝到了收获的喜悦，大家亲切地
称炒秋果为“炒秋”。

前几天，我回故乡看望母亲。 刚走进母亲
家的小院子就听见柴房里传来叭叭的响
声，像放鞭炮似的，一阵阵葵花子的脆香伴
着屡屡炊烟扑面而来。 母亲“炒秋”的重头
戏炒葵花子正在上演。 每年母亲都要在房
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上若干棵向日葵， 向日
葵花的花盘总是向着太阳， 秋风乍起时葵花
子成熟了，母亲便采下花盘搓下上面的葵花子，

然后把葵花子洗净拿到太阳下晒干后封存起
来。等一有空闲母亲就烧起灶里的火，将铁锅烧
得滚烫，再倒下葵花子不停地翻炒，不多时葵花
子的香味便弥漫开来。 葵花子家乡的男女老幼

都爱吃，大人们晚上围在一起看电视时，每人身
边必放着一碗香喷喷的葵花子， 孩子们去外
面玩耍时衣兜里肯定塞满了葵花子。 父亲
喜欢吃奶油味的葵花子，每年“炒秋”母亲
都不忘给父亲开小灶， 炒上几锅浓郁奶香的葵
花子。

母亲的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 母亲
时常给板栗树施肥、修枝、除虫，板栗在立秋后
成熟采摘。 板栗具有养胃健脾、活血化瘀、止咳
化痰等功效，被誉为“干果之王”。我一直认为母
亲“炒秋”最杰出的作品是糖炒板栗。 母亲要炒
的板栗大小匀称，果实饱满，绝不干瘪。 母亲炒
板栗前会往炉灶里添很多柴， 直到灶里的火烧
得呼呼作响。母亲把砂粒和饴糖水倒入锅中，然
后用力翻炒，等砂粒变成了焦黑色再放入板栗，

接着用大火翻炒。 母亲炒完一锅板栗往往会累
得满头大汗，炒好了的板栗外面裹着一层糖衣，

纷纷咧开了嘴，轻轻一剥，壳便脱去，黄澄澄的
栗仁吃起来香糯可口，回味绵长。

母亲“炒秋”的品种多，她炒的玉米粒又甜
又酥，炒的黄豆香脆可口，炒的蚕豆最有嚼劲。

想吃就吃，在这个秋意渐浓的季节，有一个温暖
的港湾，能随时吃到母亲炒秋带来的美味，这也
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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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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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放飞人生梦想

市十一中体育特长生致信本报谢师恩
信阳消息（记者张勇）“编

辑老师，你好！我是市十一中的一
名毕业生。今年，我以体育特长生
的身份被信高录取， 这是我人生
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和
我的父母在高兴的同时， 最想感
谢的是我的母校和老师。 是母校
这片育人的土壤和恩师的无私奉
献成就了我人生的梦想……”近
日， 被信高录取的体育特长生陈
诗阳在兴奋之余致信本报感恩母
校和老师。

市十一中到底是一所什么样
的学校，缘何让学生如此感恩？带

着疑问， 记者日前深入该校进行
了采访。

在该校校园的宣传栏中记者
看到一张喜报：

2013

年中招考试，

我校有
153

名学生报考，

7

人过信
高分数线，

3

名体育特长生被信高
录取，

32

人过市级重点高中分数
线，其中，陈亚丽同学以

622

分位
居河区前列。

“我校是河区一所郊乡初
中。 众所周知，目前城乡结合部
的初中都存在生源基础差、底
子薄的问题，所以，和一些名校
比学习成绩，我们没有任何优势。

但是， 我们结合自身的实际，始
终坚持用发展和欣赏的眼光看
待学生， 发现和挖掘每一个孩
子的特长， 通过在教学中发挥
孩子的特长让其找回自信，进
而促进其思想品质和学习成绩
的提高。 ”该校校长汤晓华对记者
说。

自信是放飞梦想的基础。 市
十一中在教学实践中首先坚持这
一理念。 该校体育专职教师付齐
在每一节体育课前， 都对孩子进
行自信心的励志；在参加市、区各
项体育竞赛前， 付齐都会对孩子

们竖起大拇指“你最棒！ 超越自
己，胜利属于你！ ”

因该校学生平时训练有素，

加上赛场上的超常发挥，所以，该
校连续

3

年获得河区中小学
田径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名，近
10

年来的中招考试都有体育特长
生被信高录取。

2012

年，该校被市
体育局授予“市级优秀传统项目
学校”，是河区唯一获此殊荣的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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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高温天气， 但我市邮政局的投递人员却没有因为天气原因
减少或延缓投递。中心城区内的每位投递员平均每天要投递

1000

多份
报纸杂志，行程均在

60

公里以上。 图为市邮政局投递员栗瑞红前往市
老干部活动中心送达必签邮件时的情景。 本报老年记者崔金城摄

报晓新村社区
关爱空巢老人

信阳消息（老年记者毛桂芝）

日前，

88

岁的报晓新村社区空巢老
人朱建辉和同龄的老伴姜逸树，因
身体不适需抽血化验，但行动不便，

无法出门。 社区干部了解这一情况
后， 一方面让老年志愿者到他们家
了解详情， 另一方面联系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医疗志愿者上门抽血，

此举让二位老人非常感动。

在社区精心安排下， 早上
7

时
50

分， 社区医疗志愿者郑亚 、王
咏梅、老年志愿者吴厚荣、杨湘君等
来到空巢老人家中， 按照医生的程
序进行采血。医疗志愿者的亲切、熟
练、细心，老年志愿者的热心服务，

社区居委会领导的关心， 深深感动
了两位空巢老人。 二老连连说道：

“基层领导深入人心，再忙不忘空巢
老人。 ”

献给我抗旱的同事
汪庆勇

撑起一伞荫
送给田间佝偻的大爷
化作一丝云
让驻足地头的婆婆眺望到

凉意
奉上一瓢水
向皱眉的村妇承诺一定能

保住她家的苗子
虽然
亮底沟塘揭发着我们的无

奈
干裂田块触痛了我们焦虑

和担忧
拒不抽穗的青稞鞭问我们

职责和良知
我们
不怨干瘪无语的淮河
不问资源有限的大地
不恨苛刻农村的太阳
有手握一起的互信
有目光交汇后的担当
去田头
一切为了面对
去田头
没有迈不过的坎
去田头
晒贴咱农人的本色
去田头
把汗流干流尽
无汗的心灵
没了高温酷夏
只有春天

荷花诗三首
本报老年记者杨木

咏荷花
植根碧波淤泥下，

我自开出红白花。

造化赋予我本性，

管它庸俗与高雅。

观荷花
百花千娇斗芳菲，

迨到季春尽凋飞。

欲寻六月花踪影，

不看荷花更待谁？

咏莲花
路人纵不见，

犹开池头花。

不慕众牡丹，

趋入富人家。

金牛山办事处掀起创文明城市热潮
印发市民文明公约

8000

份
信阳消息（张成友肖波）日前，

河区金牛山办事处紧紧围绕“美化市容、

优化环境、服务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

以创新的思路，扎实的工作，保持创建势
头，全力推进创全省文明城市工作。

该办召开全辖区企、 事业单位动员
大会， 传达区创全省文明城市动员大会
的精神，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具体
到人。 把精神文明创建和日常工作结合
起来， 集中力量办实事， 集思广益办成
事。 真抓实干，脚踏实地，推动创建工作
任务落实。同时，办事处以强化宣传提高
全办居民素质为根本， 制作精神文明宣
传专栏

20

块， 印发市民文明公约
8000

份，并组织社区开展“文明商户”、“文明
家庭”评选、扶贫帮困、学雷锋志愿服务
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 为创全省文明
城市营造良好的氛围。 目前， 该办以硬
化、亮化、绿化、美化为重点，对辖区

1

条
背街小巷破损路面、

12

个环卫垃圾屋、

3

个花坛等基础硬件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同时筹资
55

万元，对
107

国道至师院东
门路段的破损路面进行维修， 切实改变
辖区面貌和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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