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6

日， 光山
县南向店乡五岳村淮
河源中草药材合作社
农民正在查看要成熟
的桔梗、柴胡等即将成
熟待采的中草药材。该
合作经过

4

年多的努
力，吸收

121

名农民成
了股东，人均年分红利
6000

余元， 帮助贫困
农民

19

户， 户均年增
收

2.81

万元， 农民们
说
:

“地里种啥也没有
种药材划算”。

谢万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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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桥区龙井乡一乡间窄桥没护栏,学生上学危险，村民卖粮困难，村民呼吁———

“ 黄寨桥”，你能加宽加护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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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张勇张方志）

“你看这座小桥， 桥面大约
2

米宽，

原来有
5

个桥墩支撑桥面， 现在仅
剩

3

个了。 这
3

个中还有
2

个桥墩
悬空了， 拉粮食的机动三轮车都不
敢从桥上通过。最要命的是，桥面两
侧没有护栏， 大人小孩从桥面经过

稍不留神就会掉进河里。 ”昨日，记
者在平桥区龙井乡李堂村黄寨采访
时，村民们纷纷反映。

在现场， 记者看到这座小桥大
约十几米长，桥面很窄，没有护栏，

桥面下是宽阔的河水。 小桥南面大
约

500

米就是龙井乡集镇。 据村民

介绍，这座桥叫“黄寨桥”，过去是稻
田间的石板桥， 村民赶集都从小桥
上经过。后来乡村修水利、搞养殖在
田冲下游建起大坝，稻田被淹，石板
桥就修成了现在的石墩桥， 但一直
没有护栏。

“由于小桥没有护栏，时不时有
些过桥的村民掉进河里。 小孩上学
经过小桥时，都要大人护送，还担惊
受怕的。 ”村民黄金良说。

村民李老汉告诉记者， 这座桥
北面各居民组还住着近

200

口人，

各家各户的农田里都种着庄稼。 每
到粮食丰收卖粮的时候， 他们的粮
食不仅比别的村子的粮食每斤少卖
近

0.2

元，而且还不好卖，原因是收
粮食的商贩不敢开三轮车从这座小
桥上走，更不愿意来村子里收粮食。

“黄寨桥”桥面窄，两侧没有护
栏，为了出行安全，周围群众呼吁，

“黄寨桥”，你能加宽加护栏不？

对此现象本报将继续关注。

让孩子安全过暑假
河区吴家店镇筑牢安全防护网

信阳消息（周婷）暑期将至，河区吴家
店镇高度重视学生暑期安全问题，提前谋划，

精心部署，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学生暑期安全工
作，牢筑暑期安全网。

该镇层层落实暑期安全工作责任制和责任
追究制。 分管科级领导牵头，召开由镇安办、派
出所、学校等参加的校园安全工作专题会议，安
排部署校园安全宣传、整治等相关工作，以及安
全工作的督查和相关事宜的协调工作。

与
312

国道交警执法队联系，对该镇现有
校车状况进行安全排查和专项治理。 镇安办、

综治办、派出所等各相关单位、村（社区）对自
己管辖范围内的建筑、道路、电力设施、池塘、

水库、河道等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进行
安全排查并设置警示牌，确保排查工作做到不
留死角。

利用宣传车巡回广播、悬挂标语等形式，

在全镇广泛宣传防溺水、交通安全知识、食品
卫生安全知识、 互联网安全知识等方面的教
育。 把握好暑假前的时间节点，开展校园小手
拉大手、致家长的一封信、主题班会、安全讲
座、黑板报、宣传栏等形式做好学生暑期各类
安全教育宣传工作。

该镇还要求学校教职工对每位学生特别
是留守儿童，通过家访、电话、短信等形式定期
与家长和留守儿童监护人联系，加强对孩子的
安全教育和监护，形成社会共识。

图为窄窄的“黄寨桥” 本报记者张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