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蜜蜡山位于登封市、汝州市
和禹州市的三市交界处，在登封
市西南的白坪乡南窑村。其山
险峻，树木茂盛，境内 5000亩森
林中，1000多村民散居其中，构
成了一幅恬静宜人的山居图。

山腰上有一棵郁郁葱葱的
柿子树盘虬卧龙般的枝干，遮挡
了整个路面，山风吹过，“唰唰
唰”清脆悦耳的树叶碰撞声，宛
如一曲动听的丛林交响曲。每
年 9月份，红彤彤的柿子像一个
个小灯笼，喜庆地挂满枝头，路
过的行人可以随意采摘。据本
村 74 岁老人梁军说，柿树至少
有 100 多年了。自打他小时候
见到这棵柿树，一直都是这么茂
盛，“这棵柿树的产量非常高，每
年能结七八百斤柿子，那味道
啊，直甜进心里。”

“咱们抗日的部队还打树下
过过呢。”同行的南窑村支部书
记张占枝插言道。他介绍：1945
年 2 月，王树声率领大部队，与
先期到达登封建立革命根据地
的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会师。在
一次战斗中，掩护撤退的八路军
一个排在三元堂子坡与尾随而
来的 1000 多名日伪军血战，击
退日伪军十几次进攻，将士的鲜
血染红了这片土地，此战也为河

南军区驻扎箕山奠定了基础。
站在高处，远眺郁郁葱葱，

耳听松涛阵阵，历经千年的蜜蜡
山美丽如初。南窑村西南部，有
一条干涸的小溪道，道边卧着一
个直径约 5 米的大石头。听 78
岁的村民梁西更讲故事是一种
乐趣。他说：“这块石头名为古

石，自他爷爷辈记事起，就有它
的存在。为此古石附近还建造
了以它命名的古石庙及其匹配
的堂子庵。”随着时间流逝，年久
失修，现在都已破败不堪，然而，
这个历经风霜洗礼的“庞然大
物”依然盘踞山野中，“成了俺村
尽人皆知的古物。”梁西更指着

古石头，一脸骄傲地说道。
梁西更掰着手指头告诉记

者，蜜蜡山有杏树、柿树、核桃
树等多种野生绿色果树；还有
黄芪、柴胡、何首乌等十几种野
生名贵药品；更有狼、獾、白麋
子、野鸡、呱嗒鸡等多种野生动
物……

快要成熟的野杏遍山都是。 村民梁西更在讲述古石的传说。

蜜蜡山的美丽传说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付晓文 文/图

“蜜蜡山峰万
丈高，不及嵩山半
截腰。”从登封市
白坪乡南窑村向
南望去，一处绵延
的山脉呈马蹄状
坐北朝南，好像一
把太师椅四平八
稳地安放在群山
之中。山的形状
奇特，名字的传说
也“动听”：相传很
久以前，山下张棉
花的母亲得了怪
病卧床不起，小棉
花为给娘治病，整
日上山打柴换取
微薄的收入，磨得
两只小脚鲜血直
流。一天，小棉花
登山之时遇到一
白胡子老人，告诉
她说：“这山上石
洞 里 有 一 窝 蜜
蜂。你在竹竿头
上卷张烙馍，朝蜂
窝一戳。拿这张
沾上蜂蜜的饼让
你娘吃，病就会
好。”棉花娘的病
好了之后，村民便
把这山叫作蜜蜡
山。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赵希金
文/图）近日，荥阳市高村乡的乡干部们来
到一位 107岁的母亲家，将治疗心脏病和
脑血栓的药物送到她手里。这位母亲是
荥阳市高村乡陈铺头村的陈建菊。

据了解，高村乡一直关心照顾着这位母
亲，为她送去生活用品和各种药品，每月发放
100元的百岁老人补贴，帮助解决生产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他们逢年过节都上门慰问看
望，2013年重阳节时，高村乡党委书记还曾
捧着鲜花上门为老太太祝贺节日。一位乡
干部告诉记者，陈建菊老太太一生养育4儿5
女，大儿子参加抗美援朝牺牲后，老太太毅然
将三儿子、四儿子送到部队继续保家卫国，这
位英雄的志愿军母亲爱党爱国、育儿成才、不
求回报的博大情怀感动了四里八乡。在陈
老太太的家，当乡里干部把鲜花和药品交到
她手里时，她连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1950 年，陈老太太送 18 岁的大儿子

樊小保参军入伍，不久儿子跟随部队奔
赴抗美援朝前线，于 1951 年不幸牺牲在
战场上。三儿子樊遂保，1951年出生，因
为在家务农的二儿子已经去世，这位母
亲于 1969年将 18岁的他送到部队，在四
川独立一师服役，1970 年参加过凉山剿
匪。就在三儿子退伍的第二年，四儿子
樊根保又被送到了部队，在 28 军炮团服
役，1977 年退伍。老太太说：“大孩儿牺
牲了，我伤心，他为保卫国家、保卫人民
而死，光荣，我不后悔。”

据老太太的儿女们回忆，他们年轻
时，母亲经常教育他们，“自古英雄多磨
难”，孩儿们家要成长就得到最艰苦的地
方去锻炼，到最值得奉献的地方去奋斗，
而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就是最好的选择。

据了解，高村乡党委、政府“道德模范
宣讲团”指派专人宣讲陈老太太的感人事
迹，号召群众学习她爱党爱国的精神。

乡里经年照顾百岁英雄母亲

百岁母亲陈建菊手捧鲜花，讲述当年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邢小
玲 文/图）“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
到挂在空中长的小西瓜，不仅好看还特
别好吃。脆甜、口感非常好。”近日，郑
州市民小谢和朋友一起，来到中牟县东
风路街道孟庄村洪爱玲的精品西瓜种
植大棚，看到一个个像葫芦一样掩映在
翠蔓间、攀爬在绳子上，吊在半空中的、
琳琅满目的绿皮、黄皮西瓜时，兴奋不
已（如图）。

被小谢赞不绝口的“立体种植小西
瓜”，在西瓜种植基地中牟也算不折不扣
的稀有品种。它平均重量只有二三斤、
皮薄、瓤甜，口感好，产量少，每年上市都
备受市民青睐，不到一周时间就抢购一
空，是名副其实的市场宠儿。

去年郑州有一位老客户，因为晚来
几天没吃到西瓜，在瓜棚里后悔不已。
今年，洪爱玲扩大种植面积，在中牟国

家农业公园里又租种了 4个大棚，总种
植面积达到了 8亩，总产量有 5万多斤。
前几天，中牟县在国家农业公园举办嘉
年华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前来观光旅游、休闲采摘。

2007年，洪爱玲从电视上看到北京大
兴县立体种植的大棚小西瓜，销量很好，
就和丈夫赶去学习，成为中牟西瓜的新
军。但小西瓜种来不易，“刚开始，我们只
知道把瓜秧吊起来，西瓜成熟时，瓜秧承
受不住西瓜的重量，稍一刮风，成熟的西
瓜一个个从秧上掉到地上摔个粉碎，我们
坐在地上心疼得直掉泪。第二年，我们边
种边琢磨，把瓜柄用绳子拴起来吊在上层
的铁丝上，算是解决了难题。”

据了解，袖珍西瓜每年立春前后育
苗，2月定植，5月成熟。为保证西瓜质
量，成长过程中，不喷农药，不施化肥，绝
对纯天然、无公害。

某些疾病如遗传性疾病、先天
代谢异常、近亲结婚、产程损伤和后
天疾病所引起的大脑损伤以及碘
缺乏都可以导致智力残疾。其中
以碘缺乏为最常见原因。在我国
1017万智力残疾患儿中，有80%归
因于碘缺乏。

脑组织发育有准确的时间表，
像火车飞机一样，按一张严格的时
刻表运行，按时开始，准时结束。大
致上说，这张时刻表是从母亲肚子
里有了小宝宝开始，一直延续到出
生后两周岁以内，这段时间叫作脑
发育的关键时期。在关键时期内，
大脑神经的生长必须依靠甲状腺
激素。为了制造出足够的甲状腺
激素，甲状腺需要充足的碘，如果在
此期间发生任何程度的碘营养不
良，都会造成大脑发育不正常。

碘缺乏的智力损害有不同于
其他疾病智力损害的三个特点。
第一，具有隐蔽性。受害的人群
和个体没有任何感觉，智力损害
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不容易引起
人们的关注。这对民族的繁荣和
社会发展是极大的潜在隐患。第
二，轻度碘缺乏已足以损害智
力。碘缺乏不管严重程度如何都
会损害智力，只是智力受损的程
度不同而已。第三，具有广泛
性。碘缺乏危害的地区和人群非

常广泛和众多。经专业人员调
查，在碘缺乏地区儿童有智力损
害的比例占 5%~15%。我市所辖
12个县（市）区均是碘缺乏地区，
由于外环境缺碘，孕妇碘摄入不
足，直接影响胎儿脑发育。从近
两年对全市孕妇尿碘水平监测结
果看，有 13.14%的孕妇尿碘低于
国家规定的最低限值(100ug/L)，
31.78%的孕妇尿碘水平低于国际
组织专家推荐值（150ug/L）。

关键期结束后再进行补碘行
不行？大量研究表明：发育期受
到影响的大脑再不可能达到正常
水平。换句话说，关键期内因缺
碘造成的脑发育不良问题是不可
康复的，一旦形成，抱憾终生。因
此，从脑发育离不开碘这个角度
上说，碘是“智力元素”。

碘缺乏病的病因十分清楚，是
自然环境缺碘造成的。补碘是针
对病因最重要的防治措施。目前，
全国采用全民食盐加碘的办法来
预防碘缺乏病，只要长期食用合格
碘盐，就能够保障我们的碘营养，从
而预防碘缺乏病的各种严重后果。

另外，孕妇或哺乳妇女要充分
认识缺碘的危害性，合理营养，改进
膳食结构，经常食用含碘丰富的食
品，如：海带、海鱼、虾皮、紫菜等等，
也是科学补碘的有效措施之一。

科学补碘保护智力正常发育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医师 魏建军

小小西瓜悬空长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周世正 王竞适）在中牟县5月12日
举行的社会监督员、民情搜集员的
社情民意直通车活动动员会上，中
牟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
公室选聘的 60名社会监督员和 40
名民情收集员“正式上岗”。

据了解，社会监督员，主要负责
对活动期间调研问题的专项治理工
作进行检查评议；对全县教育实践
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对活
动办组织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的解决情况进行监督。

民情搜集员，主要负责搜集群
众对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小
情，及时反馈到县教育实践活动办

公室，使县活动办掌握教育实践活
动的进展情况，从中了解群众所感
所想，为县活动办处理问题、解决问
题出谋划策。

“我们从全县各界人士中选出一
部分有时间、有精力，热心为群众服
务的同志，由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
聘请为社会监督员或民情搜集员，开
通社情民意直通车，广泛收集群众的
意见和建议，检视教育实践活动的成
效，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对于此
次举措的初衷，中牟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王朝杰告诉记者，“最终目的
就是要通过社情民意直通车活动，推
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开
展，使活动给群众带来看得见、听得
到、摸得着的实惠和好处。”

中牟聘请百名
社会监督员民情搜集员

新密市大隗镇陈庄村的聋哑人李宗
昌是个快乐幸福的老人，不久前他刚刚
过了77岁生日。老人家里有9口人，膝下
儿孙成群，看到他生日后一家9口人幸福
的合影照，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孤儿，享
受着五保户待遇。这个谜团的背后，是
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真情故事——素不

相识的一个家庭4代人照顾了他73年。
近日，记者走访李宗昌老人的外甥

女王秀菊。
“舅舅不是俺亲舅舅。”王秀菊笑着

说，“舅舅和我妈也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舅舅是个哑巴，也是个孤儿，舅舅 3 岁
多时，我姥姥看到他可怜，就收留了

他。后来，姥姥去世后，我妈看到舅舅
一个人孤孤单单，又不会说话，又不会
照顾自己，因此就让舅舅和她一起嫁到
了我们家。”

李宗昌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人很勤
快，是干农活儿的一把好手。王秀菊的
父母也从来没有嫌弃他，还常常教育孩
子们要善待舅舅。父母亲去世前，曾拉
着王秀菊的手叮嘱，一定要让孩子们尊
重老人，不要嫌弃老人，要让舅舅过上一
个幸福的晚年。虽说家里经济不好，但
是一家人尽力让舅舅吃好喝好，也从来
没有因为赡养老人的事发生过争吵。因
此，邻居们都慢慢淡忘了李宗昌和王秀
菊家的关系。

他是如何被确定为五保户的？陈庄
村北西组的老组长说，王秀菊的父亲、母
亲去世后，尤其是她丈夫去世后，家里的
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王秀菊及其孩子本
来就没有赡养李宗昌老人的义务，但是，
他们一家四代，从姥姥到王秀菊的子女、
儿媳，始终照顾李宗昌的生活，并一如既
往地要将他颐养天年，体现了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

村里了解到王秀菊家的经济状况
后，为了使老人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体
现党和政府对孤寡老人的关心和爱护，
同时也减轻一点王秀菊的家庭负担，经
村两委班子研究，主动报请为李宗昌争
取了五保户待遇。

被素不相识的家庭4代人照顾73年

聋哑人李宗昌的快乐生活
本报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张广武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柴进峰）日前，记者从巩义市了解
到，巩义电网 110 千伏富泉变电站
的 10kV1#、2#和 3#进线母线于日
前改造完工，全部恢复正常运行方
式，大大提升了该区域的供电能力
和供电可靠性，为今年平稳迎峰度
夏增添了安全、可靠供电的“砝码”。

据了解，110 千伏富泉变电站
担负着巩义市芝田镇及周边区域的
居民和工业用电负荷。富泉变进线
母线原为矩形母线，随着变电站周

区负荷的不断增加，再加上负荷中
非线性负荷所占比重较大，造成
10kV 设备发热、响声大，给设备运
行带来安全隐患。针对这种情况，
巩义市供电公司组织有关部门对设
备运行参数进行测量，积极与有关
专家进行技术沟通，最终决定，在主
变与10kV进线之间采用载流量大、
机械强度高、散热条件好的绝缘管
型母线代替矩形母线，以改善和提
高富泉变的供电可靠性和设备的安
全健康水平。

巩义电力迎峰度夏增“砝码”

110千伏富泉变电站改造完工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高
兵）“法院真是替老百姓着想，俺不
出村就把官司打完了，真方便！”近
日，在新郑市和庄镇河赵村的新郑
法院的“流动法庭”上，村民赵大爷
起诉两个儿子未尽赡养义务一案圆
满结束，赵大爷激动地向法院工作
人员表示谢意，感谢他们把“法庭”
开到家门口，方便了打官司。

据了解，今年年初，80多岁的赵
大爷到新郑市法院起诉两个儿子未
尽赡养义务。法院了解情况后，进行
立案，并协同和庄镇法庭工作人员多
次邀请村委会干部到其家中对相关
人员、亲属进行调解，但均未达成协
议。无奈之下，法院决定开庭审理。

考虑到赵大爷已年过八旬，行动不
便，该院决定启动“流动法庭”，将庭
审现场开到当事人居住地。

之后，在多方努力下，赵大爷
诉两子未尽赡养义务一案在其居
住村进行巡回审判。在审理过程
中，经过庭审前后的调解工作，村
干部的配合，法律规定的解释等，
赵大爷的两个儿子最终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悔悟。最后，
双方达成了赡养协议，案件得到圆
满解决。

据统计，今年以来，新郑法院共
开展巡回审判30余次，成功调解农
村各类纠纷20余起，受到辖区市民
群众的好评与称赞。

“流动法庭”帮群众解决麻烦事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
明星 巴娟）“多亏了政府的好政策，俺
妞的生活才有了依靠……”近日，右手
臂因工作被挤伤的新郑市某企业职工
薛某被认定为工伤，并被鉴定为三级
伤残，获得配置辅助器具的资格，薛某
的父亲激动地向工作人员表达谢意。

薛某手臂伤残是今年以来新郑
市参保职工评定伤残级别最高的一
起工伤事故，今年4月，当地社保部
门按规定为其解决了全部医疗费
用，一次性支付伤残补助金 5.64万
元，按月支付伤残津贴 1963 元，解
决了薛某今后生活上的困难。

近年来，新郑社保部门积极为
职工提供参保服务，包括专门制作
工伤保险办事流程图、建筑企业参
保明白卡；开通农民工、建筑企业参
保“绿色通道”，简化工作程序、缩短
办事时间；定期到事故发生率较高
的企业做工伤预防培训，并根据行
业类别聘请专业老师召开“企业大
讲堂”讲解工伤保险政策等，进一步
提升了工伤保险的影响力。

截至目前，新郑市工伤保险参保
人数已达51350人，共计征收工伤保
险基金5200万元。同时，累计发放工
伤待遇1281人次，金额达1463万元。

新郑为千余工伤职工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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