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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爱情
——张秀兰9年坚守唤醒“植物人”丈夫

本报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冬刘栓阳 文/图

接连两三天的雨水驱赶了燥热，送来夏日难得的凉爽。站在屋外试探
确实有些凉意后，张秀兰把轮椅上的丈夫推出屋子一同享受清凉。屋外虽
然有些凉爽，但屋里屋外几趟折腾后，身体微胖的张秀兰身上已经有了汗
水，不过看到丈夫“享受”的样子，她幸福地“忽略”了。

今年48岁的张秀兰和丈夫王静生住在新郑市区，平时附近很热闹，但
夫妻二人却很少感知这些，丈夫因为瘫痪早已失去常人对外界的感知能力，
而张秀兰每天要围着丈夫的吃喝拉撒和一家人的生活奔忙，也渐渐有些淡
忘周围的环境。不过，夫妻之间却有着极强的感应力，丈夫想干什么，一个
眼神过来，张秀兰已经明白。

张秀兰和丈夫之间的默契是用9年时间坚守出来的，是靠一个眼神、一
个手势、一口喂饭、一口喂水磨合出来的。

中牟计划打造154座
高标准村级活动场所
已投入1300余万元 建成近半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宋红杰 宋
旭）“以前是有事找支书，现在是有事找值班。”
昨日上午，刚去村便民服务站递交了申请资料
的白沙镇杜桥村村民吴新梅说，自从村里建起
了便民服务站，除了必须本人办理的事项，办理
申请类、证明类文书，群众就再也不必一趟一趟
往镇里跑了。

在基层组织建设年中，中牟县强力推进村
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今年计划打造高标准村
级活动场所 154 座，为党员活动、村民议事、代
理服务、远程教育、群众文化娱乐提供活动阵
地。截至目前，全县已投入资金 1300 余万元，
完成了56所村级活动场所的建设任务，将于10
月底前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除了便民服务站把服务送到了农村群众家
门口，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发挥产业信息交流中心
的作用，为助推中牟农业现代化作出了积极贡
献。中牟县官渡镇田庄村，是远近闻名的香椿种
植专业村，依托香椿产业，田庄村建起了老田家香
椿合作社，把办公地点设在村级活动场所内，成为
了远近乡亲了解致富信息的服务中心。

口袋鼓了，脑袋也要充实起来，正是有了村
级活动场所这个阵地，中牟县各村纷纷成立文
艺爱好者协会，并在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挂牌，实
现了从“游击队”向“正规军”的转化。

另外，中牟县还计划给所有村级活动场所
统一标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徽标征集已于本
月中旬截稿，中牟县从收到的80余幅作品中初
选出9幅入围复审，经提交专家组审议后，从中
选出一件作品作为中牟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的统
一标识，在全县 427 个行政村的村级活动场所
外部统一悬挂。

荥阳全面推行公务灶
依托单位食堂 8月底完成建设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陈军辉）记
者近日从荥阳市有关部门了解到，该市将在
全市全面推行“公务灶”制度。

据悉，“公务灶”主要依托单位现有机关
食堂设立，结合实际设定用餐标准，保证机关
工作人员日常就餐和公务接待。“公务灶”相
关制度规定，上级机关公务人员在各乡镇、市
直单位进行指导检查、调研等公务活动需要
就餐的，一律在“公务灶”就餐；设立“公务灶”
的单位今后不准报销用于当地接待的“营业
性餐票”；如有招商引资等情况确需到营业性
餐馆进行公务接待的，要经单位主管领导批
准，并报纪检监察机关备案；并严禁工作日午
间在公务接待中备酒饮酒，陪餐人数不得多
于被接待人数。

据了解，荥阳市要求市级机关、各乡镇及
有条件的市直单位8月底前必须按要求完成

“公务灶”基本建设并投入使用。2013年初，
荥阳市纪委将会同财政、审计等部门对各单
位及乡镇“公务灶”建设和公务接待费用开支
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检查。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杨凯 董建平
文/图）“说实在的，他们来到家门口，我们是省
劲又舒心。”前两天，中牟县政协组织的专家义
诊车刚到雁鸣湖镇朱固村文化大院，等候在这
里的乡亲们就开始帮着摆桌子、排秩序，把几个
穿白大褂的医生围了个严严实实。

中牟县政协组织卫生界委员和部分医学专
家，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活动，将义诊送到了偏
远乡村的乡亲们身边。12 位来自县直各家医
院的委员、专家，涵盖了内科、外科、中医科等多
个科室。

专家们一下车，就开始认真为群众进行
体格检查、病情诊断、开具门诊病历，耐心解
答群众的疑问，并为轻症患者提出具体的治
疗方法，发放常用药品。半天时间，专家们
共接诊 400 多人次，发放价值 5000 余元的药
品和 2000 多份健康宣传资料，乡亲们纷纷竖
起大拇指。

图为县医疗专家为乡亲们诊治现场。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宋跃伟）
“我们将借助新型农村社区三年行动建设计
划，将在规划建设的 34 个新型农村社区中
设立 150 个农村社区便民超市和 60 个再生
资源回收点。”登封市供销社主任吴建洪告
诉记者。据了解，登封市供销社主动发挥为
农服务功能，着力构架为农服务便民体系。

该社结合各个乡镇供销社存在矛盾和
问题，抽调了 17 名业务骨干深入到全市的
17个乡镇区办的网格化管理建设中，并且每

位人员都融入到所在乡镇的各个行政村的
三级网格中。

只有身子沉下去，问题才能够解决。该
社各网格人员严排查，强化监管净市场。按
照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区域专项整治
要求，结合供销社行业实际，突出对食品经
营、烟花爆竹、部门防汛等安全经营进行了
彻底的排查摸底，对存在不安全的隐患及时
给予了整改和消除。同时加大了鸡鸣街农
贸市场的管理力度，在强化安全经营的前提

下，重点对欺行霸市、缺斤少两的商户进行
了治理整顿，并积极开展“争当文明商户、维
护供销形象活动”，有效地净化了市场。

“三夏”期间，登封市供销社还利用市乡
村三级的农资网络体系，积极做好三夏物资
供应，先后组织购回各类化肥 4690吨，农药
455 件，农膜 25 吨，种子 18 吨，中小农机具
21095件（个）服务三夏生产。并充分发挥乡
村农资超市、农资店供应网络优势，开展了
送货下乡、服务进村入户到田间活动。

150个便民超市助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登封市供销社立足行业布网络惠民生

暑假到来，为使
孩子们安全度过假
期，昨日，巩义市竹林
工商分局执法人员来
到大峪沟镇二中，为
同学们上了一堂安全
教育课。工商人员给
同学们讲解了购买食
品时需要注意的问
题、生活安全常识等，
受到广大师生的欢
迎。

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巩义调整出租车运价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巩义市

相关部门了解到，为加强出租车运价管理，进一
步维护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经成本监审和听证
程序，并报巩义市政府同意，从2012年7月1日
起调整巩义出租车运价。

此次出租车运价调整为：起步价为5元（含
2公里）；公里运价为2公里以上1.5元/公里，夜
间（22：00~次日 5：30）加收 20%；车辆租用过程
中，乘客要求等候时间 5分钟以内不收费，5分
钟以后每5分钟加收1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巩义市出租车市场
因为起步价格较低等原因，出租车司机不打表，
坐地起价等违规现象时有发生，这给巩义城市
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损害，群众对于加强
出租车市场管理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本次运价
的调整充分考虑到消费者和出租车司机的承受
能力，对促进巩义市出租汽车行业健康、稳定发
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公交小客车
拉动农民富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樊书顶）“俺早
上6点乘乡村小客车前往县城出售两筐五月蜜
甜桃，下午两时就回来了，还卖了一个好价钱，
今年俺两亩果园收入3万元那是没问题的。”昨
日，新密曲梁镇村民袁玉英乘公交小客车从县
城回来，兴奋心情溢于言表。

新密市曲梁镇筹措资金加宽和整修路面，保
证公交小客车、微巴不仅线路延伸，而且能趟趟客
流满员。在节假日或赶集期间，他们还采取了因
地制宜、因时制宜以及灵活机动方式，引导公交小
客车、微巴司机增加班次；对于未通车的行政村，
伸延和整修路况，尽快开通客运班车；对于北部丘
陵地区、坡度大、弯路多的行政村，采取赶集班车
等形式，从而实现村村通车率达100%。

由于该镇采取多种举措，而提高了公交下
村、微巴进组的出车率，从而带来了良好的政治效
益和经济效益。由此方便了农民出行，推动了农
民致富；便捷的客运节省了种地农民的运输成本，
其果蔬在市场也都得到相应的利润；由于公交进
村、微巴进组，一些农家小院的农家乐生意日益红
火，于是前来采摘、休闲、旅游的商客、游客越来越
多，从而促进了辖区旅游、休闲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和农民致富。

荥 阳 严 格 整 顿
游乐设施生产业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拆除各镇村路口、墙
壁等醒目位置儿童游乐设施企业的虚假广告
牌；对个别投诉严重、屡惩不改的游乐设施企业
厂房拆除或关闭；所有相应手续不完备游乐设
施生产企业停业整顿。近日，荥阳市开始儿童
游乐设施生产企业的全面整治，以提升荥阳儿
童游乐设施产品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荥阳市游乐设施生产发展较快，从当初的3
至5家发展到现在的100余家，目前年产值大概有
2000万元，主要分布在荥阳的王村镇和高村乡。
这些企业是以生产小火车、转马等小型儿童玩具
为主，进入门槛比较低。近两年，受利益驱动，为
了争取订单，部分“家庭作坊”通过网上、户外广告
等各种途径做虚假宣传，并超范围生产经营国家
质监部门没有批准的大型游乐设施，致使产品维
修率高，投诉增多，为安全事故埋下隐患。

这次整顿由荥阳市质监局牵头实施。对于
基本符合条件的大型游乐设施生产企业，由职
能部门帮助尽快办理特种设施制造许可证，合
法生产经营；对于只生产小型儿童游乐设施的
企业，要制定规范，建立检测体系方可生产销
售；对于确因资金等问题，建不成质量检测体系
的企业，实行委托检验。对没有达到上述要求
的企业一律彻底关停，禁止生产经营。

S223中牟境贺岗至
三官庙段改造工程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文霞 通讯员 陈林）记
者昨日从市公路局获悉，S223 中牟境贺岗
至三官庙段改造工程近日启动，建设工程 8
个月，建成后将成为中牟中南部又一高标
准的运输通道。

S223 中牟境贺岗至三官庙段是中牟中
南部唯一的一条省道，全长42.844公里，担负
着当地多个乡镇农产品的外运任务，2004年
进行了改建，随着交通量的快速增长，路面病
害严重，已难以满足道路通行需求。此次改
造建设投资1.12多亿元，采用二级公路标准，
设计时速80公里。

登封市各级团组织
积极投身抗旱保秋
本报讯（记者李晓光）入夏以来，登封市出

现持续高温少雨天气，50多天没有形成有效降
水，全市17个乡镇约20万亩农作物严重受灾。
旱情发生后，登封市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冲
锋在前，团结带领广大群众抗旱保秋。

共青团登封市委转发了共青团郑州市委
青农部《关于组织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抗
旱保秋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团组织和
广大团员青年迅速行动，深入一线，做好抗旱
抢种、整修沟渠、开挖机井等工作。

截至目前，全市共成立“团员抗旱小分
队”、“团员送水队”、“抗旱节水技术推广队”
56个，深入受灾严重的乡镇、村组，安排调运
车辆，组织群众开展抗旱自救，帮助受灾群众
渡过难关。各乡镇、村团组织还采取“结队帮
扶”的方式，组织团员青年与孤寡五保老人、
独生子女户、外出务工人员家庭等困难群体
结成对子，帮助他们抗旱救灾。截至目前，全
市共有 1300 多名团员青年活跃在抗旱浇麦
一线，出动送水车 300 多辆次，送水 6000 余
吨，解决了7000人和2000头牲畜的临时饮水
困难，浇地3200多亩，抢种4500多亩。

纪 检 网 格 长
入村“接地气”

本报讯（记者张立通讯员姜晓黎）“过去
是我们三番五次找领导反映情况，现在是网格
长主动找我们了解情况。”昨日，新密市米村镇
范村的李大爷感悟纪检“网格长”的作用。

今年5月，新密市提出了驻村帮扶“全覆
盖、无缝隙”网格化管理体系。新密市纪委抽
调53名纪检干部，组成26个群众工作队分布
在二、三级网格中，深入到米村镇范村、月寨
村等 5 个村 26 个村民小组 1461 户，下基层，
听民声，解民意。

纪委驻米村镇月寨村工作队队员于松亮
在得知该村六组离水站近的住户随意浪费水
资源，导致离水站较远的住户无水可用的问
题之后，很快想出解决办法：根据每户人口数
定出各家每月用水基数，在这个基数范围内
免费用水，超出部分收费。在考虑妥当后他
就与村组长联系，挨家挨户做村民工作，最终
达成一致意见，顺利地解决了困扰部分村民
住户几个月的吃水难题。

荥阳开建生态养生
文化主题农村社区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李文利）6月

30日，在S232省道与中原西路交叉口南两公
里处，荥阳首家生态养生文化主题新型农村
社区——索河办槐树洼新型社区开工建设。

槐树洼村是革命老区，该村地处山区，全
村辖 20 个村民组，村民住宅比较分散，建筑
质量低且无序布局，个别还是危房危窑，抗灾
能力十分低下。人均耕地约两亩，分散于沟
壑岗丘部位，无基本灌溉条件，农产品产量受
自然条件影响极不稳定。“上望山高和尚头，
下看深沟乱石头，年年种地靠老天，十种总有
九不收，人畜吃水靠老天，槐树洼人没盼头”
的民谣流传至今。

槐树洼新型农村社区“合村并点”项目起
步区 232 亩，安置群众 680 户 2000 多口人。
整个社区以高品位生活人文环境为主题，配
置学校、医院等公建设施，具体业态以居住群
落为依托，兼顾农业观光、休闲娱乐、养生度
假为一体的综合性新型农村社区，是河南“三
化”协调发展示范工程。

时光飞逝，在照顾王静生9年后，
张秀兰的执著和坚守竟然唤醒了丈
夫！“醒来”的王静生不仅能和妻子有
简单的语言交流，而且上下肢也有了
一些活动能力。

愿望达成的狂喜和付出终有回报
的激动，让张秀兰幸福地哭了出来。

“我知道他会‘醒’，我知道他明白
我的爱。”看着丈夫逐渐康复，张秀兰
说，她只成功了一半，因为以后的日子
虽然会轻松些，但仍然会有很多磨难，
毕竟丈夫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了。她说，她会继续坚守，而且决定坚
守到底。

9年前，张秀兰和丈夫王静生夫妻二人有正式
工作，生活安稳。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3年6月
3日，王静生突发脑梗塞，被送进医院抢救。此后，
张秀兰辗转数家医院为丈夫治病，但医生给出的结
论是：手术成功率不高，即使成功也有可能成为植
物人。张秀兰没有犹豫，联系好医院为丈夫做手
术。手术后，王静生虽然被从“鬼门关”拉回来，但
真的成了一个无任何生活能力的“植物人”。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王静生的
大难来了，张秀兰却没有飞，她默默止住悲伤，开始
伺候丈夫的生活。张秀兰说：“有人劝我说，趁年轻
应该再有想法；有人说，守着这样一个瘫痪的人，一
辈子就毁了。但是，我不想抛弃丈夫，很简单，因为
我爱他。”

在医院的救治工作基本结束后，张
秀兰把王静生接回了家中，并按照医生
的建议尝试帮助王静生恢复记忆和肢
体能力，虽然医生说希望渺茫，但张秀
兰却铁了心要坚持做下去。张秀兰为
丈夫勤更换衣物，还专门找来对丈夫恢
复有益的菜谱学做上面的饭菜，一口一
口喂给丈夫。一日三餐和穿的、用的料
理好以后，张秀兰还要为丈夫唱过去喜
欢听的歌，这样丈夫才可能快一些入
睡。丈夫睡下后，张秀兰仍然闲不下

来，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
除了日常饮食起居以外，张秀兰

还有很多“必修课”要做。王静生患病
前喜欢看新闻和体育节目，张秀兰就
每天陪着丈夫看，并当起“解说员”；为
帮助王静生恢复肢体能力，张秀兰每
天还要拿出至少两个小时的时间，抱
着丈夫的胳膊、腿揉搓，有时候甚至揉
搓到自己的手全部麻木；张秀兰还拼
命地学习推拿手法和康复技术，以防
止丈夫出现肌肉萎缩……

奇迹总是 发生在相信奇迹的人身上

因为爱情 不会轻易悲伤

张秀兰在为丈夫王静生做按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