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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老人过年

是最好的礼物

叶金福
近日， 与一位同事聊及在哪里过年的话题

时，这位同事说，他父母俩年纪都大了，每年最
盼他们儿女能回家陪他们一起过年。因此，十多
年来， 他每年都带妻子和儿子回老家陪父母一
起过年。同事还说，其实上了年纪的父母根本就
不需要什么过年礼物， 最需要的就是看见儿孙
满堂回家一起过年的那种亲情。笔者听了，深有
同感。

每逢佳节倍思亲。 春节是传统的阖家团圆
之日， 无论是在外打工的， 还是在单位谋职的
人， 平时由于忙于赚钱或工作没时间回家陪老
人，但每到春节期间，大家都要想方设法赶回家
回家探望年老的父母，全家欢聚在一起。这是国
人的传统与美德。

可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常常借故工作繁
忙，走不开，哪怕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平时也难
得回家看望老人。即使回家一趟，也往往是前脚
刚进家门，口袋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终年忙不
完的事又要立马去办。于是，顺手给老人掏出几
张钞票，歉意地打声招呼，又拔脚走了。 留下的
则是老人的叹息，因为钞票买不来亲情，老人需
要的不仅仅是金钱。笔者老家就有一位邻居，他
常说， 钱多钱少无所谓， 只盼儿女能常回家看
看，心里就满足了。 可见，老人是多么盼望儿女
的陪伴啊！

眼下，春节就要来临了。辛勤了一年的子女
们， 可千万不要忘记在节日里抽点时间多陪陪
家中的老人，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 平时忙，

不去探望他们，情有可原；如果在春节期间也把
老人冷落一旁，这实在说不过去。请别错过春节
期间与老人团聚的机会，这是老人们的企盼，也
是我们作为晚辈的孝心。

程万德：草莓棚里致富梦

提起河区十三里桥乡，很
多人第一反应就会想到草莓。 深
冬时节，信应公路十三里桥路段，

更是壮观， 一座座草莓大棚布满
田野，棚外寒气袭人，棚内温暖如
春，翠绿欲滴的草莓苗，美丽娇嫩
的小白花，鲜红透亮的草莓，凑近
一闻，果实的清香扑鼻而来。

凌晨三四点， 乡里的草莓种
植大户程万德已经在自家棚内忙
碌开来。 他家承包了

10

亩地，有
大棚

14

个，由于产量高，采摘下
来的新鲜草莓都是直接送往水果
批发市场。 “这几个月， 每天

800

斤左右的产量不成问题， 批发价

都在七八元。 ”刚卖完草莓回家的
程万德，一脸喜悦。

截至
2014

年，十三里桥乡草
莓种植面积

6000

余亩，种植农户
1400

余户，年产量
900

余万公斤，

产值近
1.5

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
“草莓之乡”。 这其中，程万德功不
可没。

他可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

1984

年， 大米价格每斤才
3

毛，草莓每斤已卖到
3

元，可谓果
中贵族。 刚高中毕业，一心想发展
农业的程万德一眼就相中了
“她”。 这在才填饱肚子的村里人
眼里， 却是件风险极大的事儿。

“都没见过草莓长啥样，家里父母
也极力反对。 ”程万德说。

不过，他坚信自己的眼光。 拿
着从亲戚朋友借来的

2000

元钱，

程万德去了郑州、许昌等地考察。

9

月份，从平顶山农科所引进的草
莓品种顺利入土， 虽然只有一亩
多地，亩产不到

1000

斤，但程万
德却尝到了甜头。

1984

年露地栽培，

1989

年高
垄地膜覆盖栽培，

1991

年反季节
高效温棚多膜覆盖栽培， 短短

7

年， 程万德就将最新技术逐一试
了个遍。 外人嘴中的“瞎折腾”，一
下就将十三里桥乡的草莓种植亩
产收入

2000

元，提升到亩产收入
3

万元左右，上市期也由开始的两
个月延长到现在的

6

个月。

一年
20

万元的草莓种植收
入， 让程万德成了村里响当当的
致富能手。 在他的带动示范下，村
民们纷纷效仿。 这个季节，沿着信
应公路，

10

公里长的市民休闲采
摘长廊已形成， 成为信阳一道亮
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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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有关部门的委托， 信阳市阳光拍卖有限

公司定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
10

时（星期五）在
信阳市礼节路物资局五楼多媒体拍卖厅公开拍
卖：

羊山新区三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农贸市场
20

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4000

平方米。

有意竞买者， 即日起向本公司咨询详细情
况，实地查验标的，并缴纳一定数量的竞买保证
金和身份证等证件， 在拍卖日前到本公司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不中，保证金全额退还（不
计息）。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时间：自公告发布日起到拍卖日前
咨询电话：

0376

—

6253958

咨询地址：信阳市礼节路物资局四楼
监督电话：

0376

—

6380150

信阳市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从殊荣看发展 从发展看民生

河区荣获“2014全国首批民生改善十佳典范城市”称号
信阳消息（戴金戈）

1

月
31

日，由新华网主办的
2014

城市民
生建设与民生保障高层论坛暨全
国优秀民生改善典范城市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河区荣获“

2014

全
国首批民生改善十佳典范城市”

称号。

此次论坛以“共建幸福新家
园”为主题，由新型城镇化健康发
展路径峰会、 全国优秀民生改善
典范城市发布仪式组成。 汇集国
内相关行业专家， 以学术演讲和

经验交流为主导，多角度、立体化
解析民生建设与发展的课题，为
各地民生改善和后续发展建言献
计， 并与各地优秀的市县区政府
一同， 深入探讨现阶段我国城市
民生建设的重点。

发布会上，河区申报的“建
设美丽乡村打造宜居河”和“做
好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 两个案
例成功入围

2014

全国城市民生
建设与民生保障典范案例，当现场
播放“信阳市河区建设秀美生态

茶叶之乡” 宣传片时，“大美河
宜居茶乡” 的人文生态之美赢得
了现场嘉宾和观众交口称赞。

近年来， 河区一直高度重
视民生事业发展， 不断创新工作
思路与方法， 持续丰富民生建设
内涵，着力推进文化、教育、医疗、

社会保障等事关群众利益的热点
难点问题。 随着一件件民生实事
的完成， 大美河的民生之美日
益彰显， 人民群众的幸福主旋律
也在不断奏响。

送米送面

送关怀

2

月
2

日， 河
区人武部到金牛山办
事处和孝营社区看望
慰问生活困难群众，

送上慰问金、食用油、

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

本报记者张勇
通讯员陈军委摄

草莓熟了，程万德忙着采摘。 王洋摄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记者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