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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利用率倡导节约用水
学生为师院节水措施点赞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郭晓
雨）“我们学校有一大特色，就
是环保节能。 ”信阳师范学院学
生小王骄傲地说， 学校在节能
方面做得非常好， 学生公寓及
教学楼等公共场所安装的节水
设施很受欢迎。

据悉， 信阳师院连续五年
获得“省直属教育公共机构节
能工作先进单位”的称号，并借
助“

2016

年度省节能减排专项
资金备选项目”申报的契机，学
校深入学习、论证了“校园中水
及雨水综合利用”“风光互补路
灯”和“教室

LED

灯具改造”三
个节能改造项目。

“以前我们学校洗澡和打
水都是无限制的，现在有了‘一
卡通’ 以后真的有了很大变
化。 ”师院的学生告诉记者，“一
卡通”不但方便了校园生活，也
在潜移默化中让他们明白节约
用水的好处，“水龙头上都安装
了节能水嘴，水压非常稳定，以
前洗衣服我们都习惯把水龙头
开到最大，现在‘一卡通’都会
提醒我们节约用水。 ”

“随着我校招生规模逐年
扩大，用水量也逐年增高，学校

成为信阳市生活用水大户。 ”信
阳师范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陈
以根告诉记者，由于校园绿化、

冲厕、 浇洒路面等杂用水需要
全部使用自来水， 在水价不断
升高的情况下， 合理利用水资
源很有必要，“学校在市节水部
门的帮助下大力发展节水技
术，合理利用水资源，将校园的
供水、 排水和绿化进行整体规
划，实现校园生活污水的绿色、

环保、可持续的利用。 另外，加
强高校污水的处理和资源化，实
现校园中水回用，是当前高校可
持续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既是
高校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
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

陈以根告诉记者，在节约
用水方面，信阳学院经常与市节
水办交流、 沟通， 不断更新节
水措施，同时，向学生宣传节
约用水方式， 普及节约用水的
意识。 目前，全校师生的节水意
识正不断增强，节水成果已逐步
显现。

成功横渡马六甲海峡
信阳女子刘叶琳好样的
昨日，本报记者联系刚刚回国的刘叶琳，听她讲述背后的故事

“我成功啦！”昨晚，本报记
者联系刚回国的刘叶琳， 她兴
奋地告诉记者，在

3

月
19

日举
行的马六甲海峡槟威国际游泳
竞赛中， 她成功横渡马六甲海
峡，“游完全程

6.5

海里， 相当
于

12

公里多， 用时
3

小时
50

分，我再一次挑战了自己！ ”

有着 16年泳龄的“女汉子”曾“征服”长江、黄河、汉江

3

月
19

日上午，发令枪一响，

2016

年马
六甲海峡槟威国际游泳竞赛正式开始。 来自
中国、马来西亚、伊朗、新加坡、西班牙等国家
共计

171

名参赛选手开始了征服马六甲海峡
的挑战，我市女子刘叶琳便是其中的一位。

她奋勇争先，跳入湍流，快速向前游去。

1

海里、

2

海里、

3

海里，随着时间的增加，刘
叶琳的体力消耗越来越大， 但她仍咬牙坚
持。 “这次横渡非常不容易。海浪很大，途中
水母横行，蛰伤很多选手，有人因此退赛，还
有三位选手直接被送往医院治疗。 ”刘叶琳
告诉记者， 比赛途中自己也被水母蛰伤，但
她仍奋力游向了终点。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 ”本次之所以

能成功横渡马六甲海峡，与刘叶琳平时的积
累分不开。 “我是一名冬泳爱好者， 有长达
16

年的泳龄， 曾游过最长的距离是
14

公
里。 ”刘叶琳说，自己曾在天气最冷的时候，

一个人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成功
横渡长江。 在更早的时候，刘叶琳还曾成功
横渡黄河和汉江。

“相对于横渡马六甲海峡， 之前的比赛
难度就小很多。”刘叶琳说，今天的勇气和成
绩都是

16

年来，一天天、一点点积累而
成的。 “在

16

年前， 我也没想过会有今
天，在游河港之前，我也没想过会游

14

公
里。是朋友们的鼓励和自己每天不间断的锻
炼成就了今天的‘女汉子’刘叶琳。 ”

青春靓丽的“美女姐姐”竟已是“准婆婆”

靓丽的外形、标致的身材，见到刘叶琳
的照片的人都很是羡慕。 “朋友圈里很多人
都叫我美女姐姐，但许多人都不知道，我已
经

40

多岁了，儿子都快娶媳妇了。 ”刘叶琳
笑着说。

刘叶琳网名“叶问”，在她的朋友圈中，

晒出了很多美照。原来，工作之余，刘叶琳是
一位兼职的平面模特。圈里刘叶琳的粉丝都
叫她“女神”或“叶问君”。 在不少网友的眼
中，刘叶琳是个“不老的神话。 ”

“提起年轻的秘诀， 我觉得就是坚持锻

炼，注重饮食，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心态特别
好。 ”刘叶琳说，自己每天都会坚持锻炼。在
信阳，自己经常边爬山边捡垃圾。“捡垃圾时
就相当于在做深蹲运动， 美化环境的同时，

还能锻炼肌肉，一举两得。 ”在刘叶琳的脸
上，经常挂着笑容。

除了游泳和健身，刘叶琳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旅行。 至今为止，刘叶琳的足迹已经遍
布全球

20

多个国家， 其中最远的地方是南
非。 “是乐观好奇的心带我勇敢地探索世界
的精彩！ ”刘叶琳说。

她是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器官捐献志愿者

生活中的刘叶琳是一位医务工作者。都
说“医者仁心”，在刘叶琳的家中，摆放着厚
厚的一沓无偿献血证。 “我身体很好，也符合
献血条件，所以平时都会定期献血。 ”刘叶琳
说，卷起袖子就能挽救生命，这是比任何事都
有意义的。

除了无偿献血外，刘叶琳还加入了我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和器官捐献志愿者的行列。 “如

遇意外或正常死亡，我身上的器官将会全部捐献
出去，用于医疗科学事业的研究。 ”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尽自己所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从而让这个世界多一些温暖的色彩。 ”刘叶琳
说，生命的尽头应该是看不到的地方，但自己
会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人生的长度， 拓展生命
的宽度，让人生的意义尽可能的延续。

商丘信阳两地志愿者携手———

滞销的梨卖了4000余斤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李亚

云）近日，商丘宁陵梨农老郑因
家中大量的梨滞销心急如焚。在
商丘志愿者与我市志愿者的联
合帮助下，梨农老郑卖出了

4000

余斤梨。

20

日晚，老郑带着一年
的收成和沉甸甸的感动，从信阳
踏上了回家的路。

3

月
19

日下午， 我市公益
志愿者协会接到一个商丘志愿
者刘良龙的求助信息。刘良龙是
商丘民权县的志愿者，听说宁陵
梨农梨滞销，他便开始通过公益
组织“一对一”帮助宁陵梨农老
郑销梨。

3

月初，二人拉着一卡车梨
来到信阳，可是直到

3

月
19

号，

梨只销了三分之一。 “我家梨树
有十多亩， 家里外全靠我一个
人， 这几天正是授粉的关键时
期，如果错过了，来年就没有收
成了。 ”果农老郑急得直抹眼泪。

刘良龙看在眼里、 急在心
里。他通过商丘市有关媒体与我
市公益志愿者协会取得联系，请
求帮助。 得知老郑的急盼，协会

负责人立即将求助信息转发给
我市众多志愿者们。

我市志愿者朱宏伟、 周荣
华、程立等第一时间赶到卖梨地
点，帮助宣传、销梨，众多爱心人
士也通过微信转来购梨款。

李娟是平桥一小的老师，她
得知果农的难处后， 立即掏了
500

块钱买梨，“这样既帮助了
果农，又把爱心送给了需要帮助
的人，一举两得。 ”“我给员工发
福利吧，也帮帮老郑销点梨。”张
欣是一位自主创业者，当从微信
上看到果农求助信息后，立即打
来认购款，认购了

500

斤梨。 还有
不少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买了
老郑的梨，送到爱心粥屋，捐给

100

余位环卫工人。

不到
24

个小时， 志愿者们
帮助老郑销梨

4000

余斤。

20

日
晚上

10

点， 宁陵果农老与商丘
志愿者刘良龙郑顺利踏上回家
的路。

横渡马六甲海峡前，刘叶琳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