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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责任人心语

河南骏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克汉

兴产业回报家乡

本报特约记者宋斌
本报记者方慧玲

弘扬传统美德构建和谐社会
市杨氏文化研究会公益活动成效显著

信阳消息（杨培建）近年来，信阳市
杨氏文化研究会严格按照市委统战部、

市民政局的要求，依法依规开展根亲文
化活动，在学术交流、谱牒编研、姓氏联
谊、公益服务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据悉，市杨氏文化研究会于
2012

年
4

月
7

日正式成立， 这是有史以来信阳
市第一个杨氏社团组织，也是河南省第
一家正式注册成立的省辖市级杨氏社
团组织。 该会成立以来，依托各县区杨
氏宗亲组织和文化研究机构，因地制宜
开展公益务活动。

连续三年开展奖优助学活动。 市杨
氏文化研究会每年对考取清华、上海交
大、武大、华中科技大等排名前十位高
校的杨氏优秀学子，每人奖励

3000

元；

对考上大学、家庭有特殊困难的新生进
行救助，每人资助

2000

元。

3

年来，该会
共奖励新生

19

人，资金
5.7

万元；救助
新生

29

人，资金
5.8

万元。 在市会的示
范带动下，各县区也迅即行动，奉献爱
心，奖励救助资金近百万元。 持续开展

“送温暖”、“送关爱”活动。 为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凝聚全市杨氏族人，该会常委
会研究决定， 对信阳

80

岁以上杨氏宗
亲，逐步实行“送温暖”、“送关爱”活动。

仅
2013

年， 专门悼唁了淮滨县杨道立、

杨承传、杨自读等宗亲。 信阳市经贸委
百岁老人杨长山去世后，会长杨道友、顾
问杨圣德受该会委托， 一同前往悼唁。

与此同时，各地杨氏宗亲组织也相继行
动，积极开展访贫问苦，对有困难的杨氏
宗亲进行慰问、救助。 义务做好维权咨
询工作。 该会成立以来，在会长的率领
下，踏踏实实，上下一致，着力打造良好
的社团形象和公益形象。 研究会骨干人
员，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无私奉献，积极
为杨氏企业和杨氏宗亲出谋划策，三年
共接受各类咨询近百起，代理诉讼近

10

件，挽回经济损失
500

多万元，维护了杨
氏宗亲的正当权益。通过上述公益活动，有
力的配合了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不仅
受到了全市近

40

万杨氏宗新的好评，而
且在全市根亲文化组织中树立起榜样。

无尘车间在青山绿水中耸立
———新县骏诚科技产业园在建项目速写

在大别山腹地新县的崇山峻岭间， 一幢看
似普通的五层楼房即将封顶。“我们盖的生产大
楼，跟别人的可不一样，这里面的车间将来都是
‘一尘不染’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专门检测
环境的‘高科技’！ ”昨日，一位正在脚手架上忙
活的建筑工人自豪地告诉记者。

这位工人所说的，正是今年“中国光彩事业
信阳行”活动期间，河南骏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新县的骏诚科技产业园项目。当日上午，记者在
项目建设现场看到，这幢生产楼附近，是刚
动工建设的研发办公大楼。 “

10

月底，这幢
先期建设的生产楼主体工程即可竣工，设
计的无尘车间有

7700

平方米， 预计明年
5

月投产。 ”该公司副总经理黄龙升说，项目采取
边生产边建设的模式，像这样的生产楼，一期还
规划了

5

幢， 无尘车间总面积共
4

万多平方
米。

“因为产品是环保健康仪器、 高端节能设
备，生产车间必须要达到‘无尘’标准，所以项目
选址在空气清新的群山环抱中， 且充分注重生
态、环保建设理念，整个科技产业园依山就势而
建，与周围山水融为一体。”项目投资人、骏诚科
技公司副总经理钟克汉指着施工现场竖立着的
项目效果图告诉记者。 他说，因为出生在新县、

成长在新县，在外创业成功后，一直想着如何以
产业回报家乡， 这次借助光彩事业信阳行的良
机，终于遂了多年的心愿。 新县生态良好，项目
所在地清幽静雅， 这种环境特别适合科研人员
搞电子产品研发，所以，他还打算下一步将研发
中心从郑州迁回新县。

新县一一红色与绿色水乳交融， 这里是英
雄的土地，这里有血染的风采。红色启迪我们守
望历史、薪火传承。 绿色在这里挥洒缤纷，让我
们亲情相依，让我们情系新县。我在新县出生长
大，有责任和义务为新县的建设尽一份力。借助
光彩事业信阳行活动，我将和父老乡亲一起，谱
写我们共同的理想，一起创造财富，一起携手共
同发展，用产业为家乡的经济振兴再添一把火。

骏诚科技产业园项目启动建设以来，进展顺利，

有了良好的开端。下一步，我们将加大项目建设
力度，争取早日投产，早日为家乡创造财富。

骏诚科技产业园项目简介

骏诚科技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3

亿元， 分为
科研区、生产区、生活区及配套设施，主要从事
环保、节能、健康方向成套设备的研发和生产，

物联网的技术咨询与开发应用产业板块。项目遵
循依山就势、生态环保、健康智能的建设理念，将建
成集研、产、销、培训与科技服务于一体的生态科
技产业园。 园区全部建成投产后， 可实现年产
20

万套环保节能成套设备的规模生产能力，实
现年销售收入近

3

亿元、 利税
5000

万元以上。

(

本报记者方慧玲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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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大别山深处，映山红遍。

许光像这大别深山的映山红，把根深深
扎在这片红色土地上。

许光，开国上将许世友长子，原河南
信阳市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65

年
回乡“代父尽孝”，把对亲人的孝爱转化
为对老区人民的大孝大爱，带领群众改
变老区面貌，创造幸福文明生活。

扎根老区，放弃三次机会
“许光从繁华的海滨城市青岛调到大

别山深处的新县人武部，由新中国第一
代舰艇长改任县人武部普通参谋，从此
再没有离开家乡。 ”原新县常务副县长
韩文定说。

许光回到家乡半年后，

94

岁的奶奶
去世，曾经服役

13

年的海军部队让他重
返军营，他谢绝了；

1982

年，省军区拟提
升许光为信阳军分区领导，他主动提出
转业到地方；

1985

年， 许世友将军去世
后，武汉军区一位领导想调许光到军区
机关工作，也被他婉拒。

许光放弃
3

次改变人生的机会，皆
因他从没忘记父亲的另一个重托：“让你回
去，不仅仅是要对奶奶尽好孝道，更要对
曾经饱受苦难的老区人民尽好孝道！ ”

“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新县， 一个灯泡
亮全城、一个喇叭响全城、一根烟工夫逛
全城。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告诉记者。

1970

年夏天，时任县人武部军事科
长的许光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他负
责筹建千斤乡

159

微波站。“海拔
500

米
高的王母观山根本没有路，往山顶运电
线杆、水泥杆完全靠人工。 ”韩文定至今
记忆犹新。 许光带领工人连续施工

300

多天，最终改变了古老的联络方式。

“不能在军营施展抱负，就要在家乡
有所作为。 ”这是许光写给父亲许世友
信中的话。 既然回来，就要为老家人多
办点实事，这是父亲的期许，也是自己的
责任。

许光把对亲人的孝爱转化为对老区
人民的大孝大爱，累计从个人工资中挤
出近

10

万元资助红军后代
130

多人次，

先后为
9

名老红军遗孀养老送终。

服务群众，恪守“三条戒律”

“许光当年带工作队下乡镇的时候，

定了‘三戒’，戒烟、戒酒、戒荤。 他说，你
们谁嘴馋，谁就不要跟我去。 ”新县人武
部政委张安武回想当年老领导的作为，

感慨不已。

许光常说，“人民养育了我们，这个
本不能忘，当干部就是要为群众办事，群
众有困难，就要及时帮助解决。 ”

1987

年
7

月份，新县连降大雨。 一

天深夜
1

点多， 许光接到县防汛指挥部
的暴雨警报。 许光抱病连夜赶到所负责
的新县箭厂河、陈店、郭家河等几个乡镇
处理险情。由于多数道路已被洪水冲毁，

吉普车猛然陷入
1

米多深的排水沟里。

“当时他昏迷了三天三夜，脸上缝了
20

多针，门牙也磕掉了。 刚一醒他就对
我说，要上郭家河。 我说你不能去了，再
去就没命了。他却说假如出了问题，向老
百姓交代不了。”韩文定眼睛湿润了，“伤
势稍有好转，他就头上扎着绷带，到水库
去和民兵一起扛麻袋、堵决口。 ”

“许光同志这些好的作风、好的品质
是我们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生动的、鲜活的教材。 ”新县县委书记杨
明忠说。

不搞特殊化，坚持“三不原则”

斑驳故旧的水泥地面，泛黄的墙壁，

露着海绵的自制沙发……这是许光的生
前居所。

许光一生搬了几次家，却越搬越差。

许光转业到新县人大工作后， 单位盖家
属房时征不到地，许光二话不说，就带着
家人租房住，把地皮无偿让给了人大。家
属楼建好后， 许光一家搬到了二楼西边
只有

60

多平方米的单元房。

许光从没给过家人“沾光”的机会。

1978

年，许光大儿子许道昆高中毕业想
当兵入伍，明明体检合格，因为当年新县
的征兵名额少， 他被父亲生生从名单上
刷了下去。

对待家乡人民， 许光却乐意帮忙。

“为了家乡修路、水利、教育等事情，他多
次不厌其烦地给父亲写信，多次到地区、

省里反映情况， 解决当时县里的通话和
通电等难题。 ”韩文定说。

其实，许光自己的家境并不宽裕。许
光有

4

个孩子， 仅靠他和爱人的微薄收
入，生活一直过得紧紧张张。许光妻弟杨
定根说：“我姐经常是这个月的工资没有
了， 支取下个月的工资弥补这个月的工
资，再发工资再把钱还上。 ”

2012

年
5

月的一天，许光肺部查出
阴影，被诊断为肺癌早期。 为避免“待遇
超标”，许光特别提出了“三不”：不用进
口的药、 不做过度治疗、 不给子女添麻
烦，凡是他认为昂贵的医疗都拒绝接受。

2013

年元旦，也许是对自己的身体
有不祥的预感， 许光把儿子许道仑喊到
房间，拉开抽屉从底层拽出一张

20

万元
存折，交代儿子把钱捐了，这是许光毕生
的积蓄。 许道仑依照父亲的意愿将这笔
存款捐赠给了田铺乡，用于公益事业。

2013

年
1

月
6

日，许光走完了他
84

年的岁月，用毕生的坚守和付出，书写了
“忠孝两全”的传奇人生。

许光：大别深山映山红

骏诚科技在建项目现场。 本报记者王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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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龚金星任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