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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刀匠邓文明:

坚守传统手艺二十年
在信阳市中心城区, 几乎每

天都会有一位老汉骑着破旧自

行车 ,车上带着一条板凳 ,板凳
上一头儿固定着手摇砂轮磨刀

机,一头儿固定着磨刀石。 他最
喜欢钻小巷和胡同,然后时不时
地吆喝一嗓子 : “磨剪子 ,抢菜
刀! ”老汉名叫邓文明 ,今年 79
岁,是一位磨刀匠。

昨日上午 10 时 50 分 ，在
北京大街一家肉铺门前， 记者
见到了邓文明， 他当时正在为
肉铺的老板磨一把砍刀。 “嚓嚓
嚓……”邓文明骑跨在板凳上，
仔细地磨着那把泛着油光的铁

制砍刀， 时不时停下来用大拇
指指肚刮一刮砍刀的刀刃。 邓
文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劳动

中， 对从身前不断走过的汽车
和行人毫不注意。

大约 10 分钟后，邓文明将
磨好的砍刀递给肉铺老板 ，肉
铺老板则将费用递给他。 “磨一
把刀要多少钱啊？ ”记者凑上前
向邓光明问道。 “这得看刀，一
般是大刀 10 元，小刀 5 元。 ”他
回答说。 邓文明告诉记者，当天
上午他的生意不错， 磨了十多
把刀，挣了近 70 元钱。

邓文明告诉记者， 他在磨
刀这个行业已经坚守了近二十

年。 虽然磨刀算不上高深的技
艺，但也讲究角度和力度，算得
上是门传统的手艺。 随着社会
的发展， 一些曾经必不可少的
传统手艺已经失去市场， 渐渐
封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磨刀也
一样，似乎时日无多。 “现在找
我磨刀的要么是肉铺子老板 ，
要么就是年纪大的家庭主妇

们，很少有年轻人。 ”邓文明如
是说，“原因有很多吧， 最主要
的可能是现在的刀材质更好

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属于单一
的铁制品。 现在的刀各种金属

的都有，只要开了刃就能用，还
不易磨损。 ”

“这个手艺呀，不吃香喽！ ”邓
文明一边收拾工具， 一边自言自
语道。 话音中，仿佛有一丝不舍。

秋季温差大

市民应警惕多发病
信阳消息（记者 周 涛）

由于秋季昼夜温差大 ，是
发病较高的季节， 许多市
民因忽冷忽热的天气导致

感冒、发烧、咳嗽。 昨日记
者从市区多家医院和诊所

了解到， 前来治疗的患者
中， 上呼吸道感染患者有
增加的趋势。医生提醒，秋
季易患呼吸系统疾病，市
民需关注天气变化， 适当
增减衣物， 同时增强抵抗
力，预防感冒。

“感觉自己体质挺好
的，没想到天气刚转凉，我
就‘中招’了。 ”昨日上午，
在市中心医院， 市民南先
生向记者吐槽他近日的感

冒经历。 南先生说，8 月底
以来， 他每日平均工作十
几个小时， 休息时间不足
导致免疫力下降， 一遇降
温便感冒了。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 ，
像南先生这样的市民还有

很多，由于挂号人太多，有
的患病市民选择到诊所看

病。在医院呼吸内科，每名
医生门前都有许多排队的

患者。 “现在人少多了，上
午 9 点多的时候人最多。”
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成人感冒一般很少上医

院， 所以平时每天接诊的
上呼吸道感染患者并不

多， 但近几日前来就诊的
患者明显增多。

记者随后联系到该院

一名周姓主任医师， 周主
任告诉记者， 秋季是疾病
的高发期， 市民首先要根
据气温变化适当增减衣

服， 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注
意， 遇到疾病一定要及时
就医以免耽误病情。

上午 10 时，记者来到
市中医院儿科， 只见门诊
外走廊里挤满了人， 孩子
的哭闹声、 咳嗽声此起彼
伏。“我很想带着孩子去外
省的一些景点转转， 没想
到这两天孩子发烧咳嗽，
转成了肺炎，需要住院。 ”
刚从门诊走出来的市民郭

女士一脸愁容，“假日外出
游玩要‘泡汤’了，现在只
愿孩子能早些康复。 ”

据中医院儿科刘姓主

任医师介绍，近一周来，儿
科患者明显增多， 多的时
候一天急诊量达到数百人

次， 其中上呼吸道感染患
儿占了将近一半。 家长应
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和卫生习惯。 作息安
排要有规律， 多让孩子喝
水； 勤洗手， 避免细菌感
染；勤换衣服，经常洗晒被
褥， 保持室内环境的洁净
通风。

正在磨刀的邓文明 本报记者 张方志 摄

筚 路 蓝 缕 开 新 篇
2017 年年度综合考核位居全
省第二方阵第一名， 实现脱贫
15.1 万人，易地搬迁 1.4 万人，
51 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老
区新县成功脱贫摘帽。郝堂、西
河、 里罗城等一大批乡村成为
全国魅力乡村中的翘楚明星，
早已成为很多游客理想的旅游

休闲度假目的地。
唯学而知，唯行致远。市长

尚朝阳 6 月 24 日在今年信阳
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
出了最强音： 时代的问卷交到
了我们手上， 我们作为新时代
的答卷人，唯有苦干实干，才能
不负重托！

未来 正在走来

20 岁，风华正茂。 这是最
容易接受新观念的时期， 意味
着希望 、活力 、美丽 、创造 、幸
运、无拘无束、敢想敢闯，一切
最美丽的字眼加之都不为过。

20 岁，又是信阳这座年轻
城市走向未来的新起点———

“来到多彩信阳，看红色受
教育、看绿色长精神、看本色增
底气、看特色识干部。 ”今年 3
月 27 日至 28 日， 省委书记王
国生到信阳调研时对信阳广大

干部寄予厚望， 对老区发展充
满信心： 要增强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坚定和自觉， 将其作为牢
固树立 ‘四个意识’ 的重要实
践、 抓好党建促发展的重要实
践、持续转变作风的重要实践、
带领群众坚定跟党走的重要实

践， 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
的生活。 ”

为了不辜负各级领导的重

托， 为了带领老区人民走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市委、市政府坚
持高质量党的建设引领高质量

经济发展， 统筹推进 “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持续深入践行
新发展理念，同心聚力打好“三

大攻坚战”，无论是落实“四个
着力”、打好“四张牌”，还是构
建“一市一区三枢纽”、加快建
设“五个信阳”，殚精竭虑，不遗
余力。

筚路蓝缕启山林， 栉风沐
雨砥砺行。

我们欣喜地看到， 改革开
放 40 年尤其是撤地设市 20 年
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始终围绕
改变城乡面貌这一目标， 一任
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带领全市人民阔步踏上了一条

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
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办成了许多过去不敢想、 不敢
干的事。

尤其是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民

生，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
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年市委、市
政府通过深化“项目建设年”活
动和开展“责任落实年”活动，
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

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

起，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推动民
生问题优先解决、 民生工程加
快实施、惠民政策全面落实，让
人民群众增加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信阳的民生福
祉得以持续改善。

2017 年全年累计民生支
出 346.9 亿元， 占财政支出的
77.7%。 省重点民生实事全面
完成， 市十件民生实事社会反
响良好， 以实际行动和成效赢
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历经多年积累， 信阳发展
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 发展后
劲不断增强， 发展优势日益彰
显，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全市上
下心齐气顺劲足，积极谋事、主
动干事、 努力成事的氛围日益
浓厚， 为信阳战胜各种艰难险
阻、 推动事业不断前进提供了
信心和力量。

弹指一挥间。 二十年的实
践证明，加快信阳发展，必须始
终抓住解放思想这个法宝，必
须始终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

题， 必须始终抓住转变发展方

式这条主线， 必须始终抓住改
革开放这个关键， 必须始终抓
住改善民生这个根本， 必须始
终抓住党的建设这个核心。

今后五年， 信阳处于实施
“十三五”规划、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战时期，更是加快发展、
弯道超车的关键时期。 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和省“五大国家战
略”顺利实施，《大别山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规划》 等政策深入落
实，中央和省支持革命老区脱贫
攻坚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力推进，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 信阳
未来发展的目标更加清晰！

梦想照亮前方， 奋斗赢得
未来。

我们坚信， 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引下，站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和信阳撤地设市 20 年的新征
程上， 一个实力出色、 生态出
彩、活力出众、诚信出名、清风
出新的多彩信阳正跃然崛起于

中原大地！
（压题照片为本报记者

郝 光 王 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