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都有不少蔬菜商人上山收购。

坐落在新郑市区西 20 公里沟
壑山区里的马沟村小学，是山村教
师赵爱荣和 14 个同学的“家”。47
岁的赵爱荣从教 31 年视学生如亲
子，被当地人称为“山里娃的好妈
妈”。

昨日，怀着崇敬和祝福，记者赶
往马沟村拜访了这位“好妈妈”。

沿 着 绵 延 的 乡 间 公 路 ，经 过
半小时车程，在琅琅的书声指引
下，马沟村小学的牌子在路的尽
头出现。悄悄来到赵爱荣老师的
课堂外，只见 14 个小学生正聚精
会神地上课。不忍打扰，记者也
当了她半个小时的学生，直到她
走下课堂，聊起从 1978 年走来的
执教生涯。

当年，扎着马尾辫子的赵爱荣
在一名乡村老教师的带领下来到了
马沟村小学。安顿下来以后，赵爱
荣没有对艰苦的教学环境提出半点
怨言，反而被青苔绿瓦和孩子们纯
真的面孔吸引住了。甩掉粘在头发
上的露水，从“人”、“口”、“手”开始，
她的第一堂语文课开课了。

31 年来，除了兢兢业业当好
“园丁”，赵爱荣在学校还有第二

个 工 作 ，那 就 是 当 孩 子 们 的“ 妈
妈”。

过去，马沟村崎岖的山路是孩
子们上学的一大难，尤其是大雨、
大风、下雪等恶劣天气，孩子们更
加难于往返学校和家中。为了不
让这些困难影响孩子们上学，赵爱
荣常常是亲自把孩子们接来送去，
或 是 生 火 做 饭 让 孩 子 们 饱 腹 温
暖。在山里待得越久，对外边的世
界不渴望吗？因为忙于教学和自
我学习，赵爱荣很少远离学校和村
子，她每天都是“两点一线”，忙完
家里，再赶紧赶到学校教课。记者
问她有没有去过郑州，她说大概两
三年会去一次，而新郑市区，一年
大概去一次。“城里那么好，我当然
想去，但我真的不想浪费时间。平
常要忙于教课，周末要自学和到镇
上交流教学工作，所以自然就不会
有太多进城的时间。”赵爱荣笑着
说。

上午 10：10，采访在清脆的上课
铃声中结束了。赵爱荣告诉记者她
有一个心愿：想请大家都来关心山
里的孩子，哪怕仅仅是关注。说完，
她匆匆赶回了教室。

山里娃把她当妈妈
本报记者 高 凯 通讯员 张温良 文/图

35岁的孙春阳是我市唯一一所地处
农村的示范性高中——新密二中的英语
教师。任教12年，长期担任高三年级班主
任的他，注重细节，崇尚感恩，用无微不至
的关怀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在他的案头，
珍藏着60封学生的来信。昨日上午，第25
个教师节，刚刚受过表彰的孙老师向记者
讲述了这60封来信的缘由以及他和学生
之间的故事。

那是去年高三年级开学第一天，当
晚，孙老师远在荥阳的家中传来噩耗，58
岁的母亲遭遇车祸。当孙老师赶回家中
时，母亲已经去世。为了不影响学生的
课程，他简单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就赶回
学校上课。面对毕业班 60多名学生，他
强忍悲痛，面带笑容地说：“我‘杀’回来
了，带领大家开好 08届高三四班这艘大
船！”

学生们被感动了，先后写给他 60封
信，安慰他，鼓励他。“这60封信是我今生
的巨大支柱，也是我勤奋教书的力量源
泉，我将永久珍藏。”对逝去亲人思念，是
生命永不褪色的回忆，难忘亲情，也是人
生的一种收获，只是更深沉厚重。孙老
师知道，唯有活得精彩、事业有成、生活
幸福，才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他化悲
痛为力量，变压力为动力，所带班级教育
质量连年名列前茅，个人被新密市政府
授予优秀教师称号。

一次，在高考前几个月，班里的优秀
学生张燕洁突然心神不宁，考试成绩开
始下滑。孙老师看在眼里，主动找她谈
话。原来，张燕洁的母亲因琐事与他人
发生纠纷，对方威胁要到学校找女儿滋
事。孙老师随即向她承诺，学校一定会
保证她的安全，请她安心学习，并想方设
法帮助其家长妥善处理了此事。此后，
张燕洁在日记中写道：看着他，觉得非常
像我的爸爸。

教师节这天，孙春阳开心地说：“今
天我收到了103条学生们祝福短信，这些
简短的问候，诠释着我的人生价值，也是
我十几年如一日的班主任工作的精神支
柱。我充分体会春蚕、蜡烛、人梯、孺子
牛的精神，不是唱高调，而是生活告诉我
的真实。”

他珍藏着
60封来信

本报记者 张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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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立 文
许大桥 图）昨日上午，在海
拔近千米的新密尖山田种湾
村，一辆大卡车正在装运新
鲜的西红柿，村支书魏永乾
说，村里通过土地流转集中
了 560 亩地，在郑州市蔬菜
研究所的技术指导下种植反
季节高山蔬菜，使农民收入
大幅度提高。

菜地里，萝卜、白菜、辣
椒、西红柿长势喜人。每
天都有四五十名村民在这
里负责种植、采摘。“按一
季 蔬 菜 四 个 月 的 生 长 周
期，在这里干活儿的村民
每月能拿到 500 元的工资，
此外，他们通过土地流转
的形式，把土地租给基地
统一管理，每年每亩还能
拿到 700 元的地租。一边
领工资一边收地租。”魏永
乾说。

这里还是郑州市蔬菜
研究所的高山试验基地。
技术人员介绍，7~9 月是平
原地区蔬菜生产茬口交替
期，品种数量少，是蔬菜供

应的淡季。高山种植反季
节蔬菜可有效弥补蔬菜淡
季供应，增加市场花色品
种，丰富市场供应。高山
上昼夜温差大，适合蔬菜
作物生长，有利于蔬菜作
物养分的积累。高山蔬菜
具有品质好，营养丰富，可
溶性固形物高等特点。此
外，高山空气、土壤和水质
无污染，高山地区为蔬菜
生 长 提 供 适 宜 的 生 长 环
境，病虫害较少，农药施用
量少，降低了农药对环境
的污染。

田种湾村海拔近千米，
由于交通不便，曾经是贫
困村。但是，这里十分适
宜发展这个项目。为此，
村里决定将大伙儿的土地
集中起来，由村里发给村
民租金，统一种植高山蔬
菜，今年夏季就实现每亩
地净利润 2500 元，看到效
益后，其他村民纷纷表示
愿意加入。魏永乾说：“明
年 的 种 植 规 模 将 超 过 千
亩。”

高山蔬菜富山民高山蔬菜富山民

昨日上午，在荥阳市广武镇东苏移民点
——东魏营村，荥阳邀请的专业演员正在为
移民群众表演文艺节目，台下观众看得如痴
如醉。

这几天，由荥阳市委宣传部组织的文化
下乡有20多名书画家和近百名文艺工作者
来到东魏营村，为当地移民进行演出、献艺。

村民魏建峰一边看台上精彩的表演，
一边高兴地说，来到荥阳以后，从市领导到
机关干部，再到乡里乡亲，都让他切身感受
到了自己和荥阳人民是一家人。

老人们在看戏，年轻人早早围上了前
来给移民献艺的书画家们。移民魏小民拿
着书法家刚刚为他写的一副对联高兴地
说，来到这里，搬进了新房，早想贴上一副
对联，今天终于可以贴上了。

新村搭起大舞台
文化下乡醉移民
本报记者 谢 庆 通讯员 杜素敏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贺保良 张宝
山）“真没想到，用‘4+2’工作法把多年来想发
展集贸市场的问题给解决了。”昨日，巩义回郭
镇北寺村党支部书记刘孟蛟高兴地说。

北寺村是巩义有名的亿元村，该村有个
投资 3000 万元的集贸市场项目，却迟迟不能
开工，原因就是群众有“想法”。现在，村两
委按照“4+2”工作法，把方案提交党员大会
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最终一致达成集贸市
场和农民公寓一体化建设的决议。“公寓里
有双气供应和太阳能集中供水，停车场、集
贸市场等配套齐全，住这里比城里还舒坦！”
提起自己参与做出的决定，北寺村的群众很
满意。

据了解，在巩义农村，随着新一届支部、
村委改选到位，新当选的农村干部都把带领
群众上项目、提高收入、建设中心村作为自己
最主要目标。巩义市把推广“4＋2”工作法，
当作提高农村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重要契
机。出台了《完善家庭联户代表制度实施意
见》《“4＋2”工作法实施细则》，把村里重大基
础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基地审批、三资清理
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全都列入“4+2”
工作法决策。

在典型的示范带动，巩义还建立党员领导
干部联系点，成立5个督察组督促指导，截至目
前，该市20个镇(街道)292个行政村已全部建立
了联户代表制度，实施“4+2”工作法的村已经
达到100%，实现了“全覆盖”。

“4+2”工作法覆盖巩义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楚晓东）新密市超化镇郑家庄村
主任助理李光，任新密村官后，投
资近 6万元利用自己家乡驻马店
的优质芝麻，开办了小磨香油加
工坊。前不久刚开张，打出“大学
生村官磨油坊”品牌，产品十分畅
销。他告诉记者，他的创业激情，
正是来自于新密市的大学生村干
部管理政策。

新密市采取“推荐项目+技术
支持、典型选树+舆论支持、资金
注入+信贷支持”三项措施，为大
学生村干部创业提供帮助，有效
激发了大学生村干部干事创业的
激情。

他们组织收集了投资小、见
效快、周期短、收益大的项目，组织

专业学者、知名企业家考察论证、
分类编制创业项目，建立大学生
村干部创业项目库，为大学生村
干部创业提供项目支持。同时，
组织农业、林业、水利、农机、畜牧、
科协等涉农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及
企业主、种植养殖大户，成立大学
生创业专家顾问团，与创业大学
生村干部建立定向联系制度，通
过技术下乡、农技培训、观摩考察
等多种方式，为大学生村干部创
业提供免费指导和技术支持，解
决难题。

针对大学生村干部工作、创
业情况，新密市委在全市开展“十
佳”大学生村干部评选活动，每年
选树 10 名创业典型进行隆重表
彰，在新密电视台、《新密党建》月

刊开辟专栏，介绍“十佳”大学生
村干部事迹，积极给予舆论支
持。白寨镇杨树岗村村支书助理
张建辉就是其中之一，他投资近
20万元在村里办起一所幼儿园，
让村里的孩子能就近上学，解决
了村里幼儿学前教育问题。

为帮助大学生村干部扎根基
层，奋斗创业，新密市委设立了新
密市大学生村干部创业扶持基
金，市、乡两级财政已注入1000万
元，对大学生村干部领办创办的
致富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至目前，大学生村干部已累
计投入创业基金300多万元，建成
特色项目 12个，在新农村建设中
发挥了应有作用，收到了初步成
效。

技术支持典型选树资金注入

新密千万元扶持大学生村官创业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曲军甫）记者
昨日从新密市政府获悉，为进一步开拓农村
消费市场，该市通过政府推动、部门合作、供
销社实施等形式，全力打造新农村现代流通
网络（新网工程）。目前，超市已覆盖该市 40%
的行政村。

该市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将“新网工
程”建设纳入全市重点工程，定期召开联席会
议，通报网络建设的进展情况。市财政还设
立了“新网工程”建设专项扶持资金，每年安
排 200万元，用于引导和帮助供销合作社系统
建立龙头企业、配送中心、乡镇超市和农村网
络服务终端。政府政策的出台为全市“新网
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政策、资金保证。

作为“新网工程”建设实施主体的供销
社，积极发挥供销合作社经营网络在农村网
点多、覆盖面广的优势，结合该市开展的“清
洁家园、美化乡村”工作，按照“形象新、环境
美、功能全、服务优”的建设标准，大力发展
乡镇级超市和新建、完善村级综合服务社，
提升网络服务终端功能。截至 8 月底，依照
建设规划和标准，全市成立农资和日用消费
品龙头企业 2 家，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农资和
日用消费品配送中心 2 个，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中心 1 个，乡镇级超市 7 家，村级综合服务
社 130 个。

新密近半村建起超市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王建军）“打牌
有趣，多了就是玩物丧志；喝酒能交流感情，
多了就是酗酒；但戏听多了，知识学的多了，
就能成为高雅的人……”昨日，在新郑市民
文化大讲堂上，来自省妇女干校的教授董琳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现场 200 多位市民进
行了交流，精辟的观点引得场下阵阵掌声。

“新郑市民文化大讲堂”是该市为了满
足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继推出“炎黄
读书节”、“周末大家乐”等文化品牌之后，
又面向广大市民推出的新型文化活动。活
动内容包括“名家授课”、“市民当讲师”等，
旨在提高广大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的认
知。据了解，自活动开展以来，共有来自省
财经学院、省妇女干部学校等 15 位专家学
者相继登台，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为参与活
动的市民授课。同时，为了方便更多市民参
与学习，每期“大讲堂”还通过广播电视、网
络等进行发布，使“文化大讲堂”成功融入了
广大市民的生活中。

据了解，年内“文化大讲堂”还要举办 30
场，市民可以根据各自情况通过不同的途径
参与。新郑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力争将“市民文化大讲堂”打造成一所汇集
名家名师的开放式“大学”，办成一项面向广
大市民的大型文化盛会，从而推动社会和谐
发展。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白战伟）“你
们的进货台账有问题，请进行停业整顿……”
眼下，新郑各中小学都已陆续开学，使学校周
边各类商店的生意跟着红火起来，为了确保
学生们购买到放心的食品，昨日新郑工商部
门开始对学校周边各商店、市场等展开集中
式检查。

上午 10：20，记者跟随郭店镇工商所的工
作人员来到新郑一中分校、新郑三中等中小学
进行检查。在新郑一中分校旁边的一家商店
中，工作人员对该商店中食品进货渠道和散装
食品的进货日期等进行认真检查。

“主要检查销售食品的生产日期，以及散
装食品的进货时间，有些不良商家，为了赚取利
润，常常将过期食品和质量正常的食品放在一
起混买，这样很容易引发食品安全事故，所以必
须要严查。”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据了解，在上午的检查中，工作人员共检
查各类销售食品的商店 23 户，并向 3 户未按
规定健全进货台账的经营户下发了整改通知
书，并限期要求相关责任人进行整改。

本报讯（记者 王晋晋 通讯员 张胜利）“一
身正气，乃做人之本；两袖清风，实为官之道
……”昨日，中牟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手机
上都收到一条寓意深刻、话语亲切的预防职务
犯罪温馨提示信息。“每隔两天，我就会收到廉
政短信，随时提醒自己廉洁自好。”中牟一位正
科级干部对此做法称好。

据了解，“自尊自重自爱，远离钱色腐
败”、“关注廉政，杜绝腐败”、“一言一行不忘公
仆形象，一举一动长思百姓冷暖”等这些发人深
省的警言警句发自中牟县检察院的预防职务犯
罪短信发送平台。这是该院为加强职务犯罪预
防宣传，增强领导干部预防职务犯罪肌体免疫
力，而采取的一项新举措。

为了使预防观念深入人心，预防职务犯罪工
作达到生活化、人性化的目的。中牟县检察院职
务犯罪预防局通过与当地通信部门联系，日前开
通了“预防职务犯罪廉政手机短信”服务业务，通
过手机短信群发至全县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手机
上，提醒他们廉洁自好，远离职务犯罪，争做勤政、
廉政的好干部。预防警示格言信息两天一条，让
全县领导干部在简短的格言、温馨的提示中领会
其中的警示内涵，不经意间受到一次次教育，此举
也得到了全县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据悉，该院下一步将扩大预防职务犯罪
短信发送范围，将短信覆盖至全县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和村干部，不断扩大社会效果。

廉政短信预防犯罪

文化大讲堂开启新生活

新郑启动集中式食品检查
清扫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