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张勇

进社区
听

民声

信阳民生

2014.1.9

星期四
责编：王娟创意：陈艳质检：陈亚莉
E-mail:xywbnews@126.com

A5

梁子安：双目失明十年 心中充满“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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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岁末年初。 为了解基
层困难群众的生活状况，

5

日上午，

记者来到河区十三里桥乡黄湾村
二组村民梁子安的家中。

见到梁子安时，他正在池塘边洗
衣服。 “眼睛也看不见，摸索着胡乱洗
洗。 ”梁子安边说边让记者到屋内坐。

记者看到，梁子安的住房建在一个土
堆上，房屋破旧，门窗都透着凉气。从
他的房屋下到池塘边有十几个台阶。

梁子安说，

2003

年他的眼睛患
白内障，当时怕花钱，加上年纪大了，

也没去治疗
,

后来双眼全看不见了，

成了一级残疾人。梁子安失明后就不
能种地了， 在日积月累的习惯中，他
靠着竹棍行走，慢慢自理生活，学会
赶集上街、 访亲问友。 “虽说我今年
67

岁了，但身体很好，要是我的眼睛
能看见，我还能干好多农活呢，可现
在啥都靠老伴儿照顾，她也

65

岁了，

这些年一直在附近帮人种草莓挣
钱。 ”梁子安一脸愧疚地说。 “咋没见
您的老伴儿呀？ ”记者问道。 “今年我
大儿子去湖北种草莓，老伴儿给儿子
帮忙去了，几个月都没回家。 ”梁子安
说。 “那您一个人怎么做饭呀？ ”记者
又问。 “有时买点干粮， 有时下点面

条，一个人好凑合。 ”梁子安说。

没有了劳动能力， 日子该咋过？

梁子安回答得很轻松，话语中没有半
点对生活的抱怨。 “两个儿子每月每
人给

25

元生活费， 我和老伴儿每人
每月领取

60

元的农村养老保险金，

加上村里给我办理的低保，生活还过
得去。 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我心里
亮堂着呢，我感觉到了政府对我们困
难群众是一年比一年好。 ”梁子安很
知足地说。

黄湾村的村干部告诉记者，村里
对梁子安的遭遇很同情，村、组两级
平时对他很照顾。 春节前夕，村里计
划带着粮油米等慰问品去他家慰问。

腊八到 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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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买祥发）“今
天腊八，家里煮粥了吗？ ”昨日，走在路
上时不时就能听见路人向亲朋好友这
样询问。

1

月
8

日，农历腊月初八，俗称“腊
八”。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在中国
的传统年俗中，过年的一切仪式、一切
准备工作就从腊八这一天开始。要说腊
八当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无疑是喝
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了。

在步行街附近一家大型超市中，记
者看到，该超市早已摆好了各种配置腊
八粥的原料，糯米、黑米、花生、莲子等
材料混在一起相当诱人。其他的一些超
市也配置好了腊八米，供市民购买。

“女儿一大早就打电话提醒我今天
一定要喝腊八粥。 ”家住步行街附近的
严女士和老公，特意到超市选购腊八粥
原料。 她根据口味、喜好主要选购了小
黄米，还有莲子、红枣、红豆等。 对腊八
粥的做法，市民李阿姨有一套自己的经
验。“煮粥重要的是火候，如果把腊八粥
完全煮好才起锅，那么等到真的要吃的
时候，火候就过了。一般来说，煮到七八
分火候也就是上层还有一点稀的时候
就起锅，然后靠粥本身的余温焖一段时
间，这样等到吃的时候，无论是温度还
是火候都会刚刚好。 ” 李阿姨说道。

东方红大道一家超市的工作人员
李先生说，今天的腊八粥卖得很火。 记
者在其他超市也发现，前来买腊八米的
市民相对于平时明显增多。

准提庵、 贤隐寺是我市的两所寺
庙，腊八当日，他们都会向公众发放
腊八粥。据准提庵的人员介绍，凌晨
她们开始着手，一共煮了

7

大锅腊八
粥，

5

时开始向早起的市民和一些需
要帮助的流浪者免费发放热气腾腾
的腊八粥。 该人员说，虽然煮了

7

锅
粥， 但是还有很多来晚的市民没有赶
上。

粥

在准提庵院内，一老人正在喝腊八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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