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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郑市梨河镇黄甫蔡村一个普通的
农家院里，记者见到了柴合钦老人。

一头花白的银发，一双目光炯炯的眼
睛……虽然即将跨越一个世纪的磨砺，但老
人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让人很难把他与94岁
的高龄联系在一起。

“采访啥啊，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惊天
动地的大事，当兵的时候就是一般的战士，
退伍了就是一般的群众。”

出生在上世纪 20年代的柴合钦，经历
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骨肉分离的旧社
会。1946 年，柴合钦被国民党抓壮丁离开
家乡，随后被编入国民党军队。1948年，柴
合钦和他所在的部队起义成功，他正式成为
一名人民解放军，而这也成了他人生中一个
重要转折点。

如今，一份《军队转业建设干部登记
表》，明确写着“立过四次功受奖三次”，他的

身上还清晰可见两处疤痕，这些都无言述说
着柴合钦老人在战争岁月经历过的惊心动
魄的战火洗礼和光辉历程。两处伤口是在
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留下的，谈起这两次
战役，老人提高了声调，眼睛里闪烁着动人
的光彩，依稀能看到当年的风采。

1952年，柴合钦从部队转业，由于连年
的战争和伤病困扰，1955年经部队批准，柴
合钦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了家乡新郑。

“我这一生就像做梦一样，抓过壮丁，参
加过战争……多多少少也为新中国的成立
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尽管微不足道。”老
人呵呵笑着说。

回到家乡后不久，柴合钦的干部档案就
从转业地转回到河南，然而阴差阳错，由于通
讯地址的一字之差使这份档案在35年后才转
交到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人手里。由于当时交
通不便信息不畅，柴合钦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回

到了农村，然后又默默无闻地做起了农民。
当问到他为什么不向组织反映自己的

干部身份时，这位 94岁的老人神态恬然地
说：“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建立也不富裕，我回
来有二亩地种着也能养家糊口，就不想再给
国家添麻烦了；我活到现在能够亲眼看到国
家富强了，作为一名老兵也就知足了。”朴实
的话语深深打动了记者。

1955年，刚回到家乡的柴合钦，就开始
带领当地群众挖水渠修道路，思考着怎样让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并连续多年在本村担任
生产队会计，处处带头事事先行充分发挥党
员模范先锋带头作用，使一个落后贫穷、许
多人出去要饭的穷村庄逐渐发展为能够吃
上饭群心谋发展的富裕大集体。

吃水不忘打井人，这是柴合钦最朴素的
感恩观。“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永远不
会忘党的恩情”。1998年国家水灾频发，柴

合钦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当即响应号召拿出
600元捐给灾区，而自己当时每月仅有 100
多元的津贴；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猝然袭
来，柴合钦听到消息后，又把自己平时省吃
俭用的所有积蓄 750元全部捐出。就是在
平时，柴合钦也是左邻右舍眼中的热心人、
主心骨，有啥问题、有啥困难大家伙儿总喜
欢来找他出主意、想办法。

“我是一名党员，在老百姓眼里，党员就
是党的形象代表，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
认真履行了入党誓言，我没有给党抹黑，我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说这些话时，柴合钦
很坦然也很兴奋，他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践行
着自己的诺言。

平凡之中孕育着伟大，伟大之处彰显平
凡。打开一段历史的缝隙，我们看到了一位
普通老兵所走过的路、一个平常百姓所做过
的事。

一个退伍老兵的无悔人生
本报记者 沈磊

2014 中华枣乡风情游暨第十二届好想
你红枣文化节将于 9 月 6 日开幕。与往年相
比，今年的枣乡风情游不断创新活动内容、丰
富活动项目。

现实版“开心农场”
穿梭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中，多少人梦想

着停下来，守一亩三分地，自足健康，自由闲
适，不急也不徐。

圆梦乡村，“好想你”想啥有啥！这里，就
是专属您个人的“开心农场”，一切你说了算！

认购枣树，5 元/斤估价，自助打枣，其乐
融融！

认租土地，一块田、两棵枣树配套水利设
施，全年1000元，打红枣、种蔬菜、养庄稼，开启
快乐的“农夫”生活，全年绿色有机食品，种得
舒心，吃得放心！

闲 时 ，还 可 以 漫 步 古 枣 圣 地 ，偶 遇 童
话 般 小 木屋、借住豪华型房车，让生活落
脚天然氧吧，放松身心，给身体和灵魂一
个假期，给家人和爱人一次旅行，让古枣
树 满 载 千 年 的 喜 庆 降 临 生 活 ，共 享 曼 妙
生活！

孕妈享受幸福孕期
荣升为准妈妈之后，女人会感到异常的幸

福和喜悦，眼看腹中的小宝贝一点点长大，再
多的辛苦也会变成甜蜜的负担。为了小宝宝
能够顺利降生，孕妈会特别注意孕期营养补
给，尽量选择营养且健康的食品，红枣更是家
中常备。

孕吐不是病，难受起来真要命。孕妇本身
肠胃蠕动较慢，红枣可以补益脾胃，有效改善
孕妇的肠胃功能，补充孕妇因呕吐而缺失的营
养。近日，美国赛托检测中心对“好想你”红枣
按美国食品标准进行研究，并发布《红枣营养
成分和功能成分及作用机理研究报告》，报告
显示红枣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生物碱，这种生物
碱具有中枢抑制作用，可以缓解孕吐引起的不
良反应，防止酸中毒。

许多孕妈都希望自己的小宝贝聪明、健
康，红枣中含有丰富的叶酸和微量元素锌，这
两种成分非常利于胎儿的大脑发育，宝宝想不
聪明都难。《红枣营养成分和功能成分及作用机
理研究报告》还显示，红枣中含有维生素A、维
生素C及铁、钙、钠、镁、磷等矿物质元素，这些
营养素可以提高孕妈的抵抗力，间接提高宝宝
的抵抗力，保证宝宝健康、顺利地出生。

作为红枣行业的龙头企业，“好想你”深知
孕妇吃红枣的好处，还给处于孕期的女员工送
去温暖，每天发放好想你即食无核枣一包，为
孕妇和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不在“好想你”工作的孕妈也有福利。眼
下就是红枣成熟的季节，“好想你”又要举办一
年一度的枣乡风情游活动了。据了解，本届枣
乡风情游活动的亮点之一就是邀请孕妈免费
游枣园，让她们体验春华秋实的自然魅力，感

受绿树成荫的天然氧吧，临走还可以带走鲜枣
一斤！

宝贝游园“枣”智慧
我们的童年，有野花、风筝、小溪、游鱼、果

子……与大自然息息相关。
而对如今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在书本里、作

业里、兴趣班里，蔬菜、水果在超市、在冰箱里！
给孩子一个童年，带他来“好想你”的枣园

吧！结识高大美丽的红枣树，和辣椒枣、葫芦
枣、磨盘枣、大灰枣、鸡心枣做个朋友，与花生、
大豆、玉米、红薯来次亲密接触，和鸡、鸭牲畜
对对话，更可以打打红枣、拔拔花生、刨刨红
薯，到温室大棚里结识各色蔬菜！认租场地，
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一次快乐的“农夫”，体验
种菜、种花乐趣，在长知识的同时，顺便确保全
家餐桌上的有机绿色纯天然！

漫步天然氧吧——千年古枣圣地，还可以
重游童话梦境，住浪漫小木屋，居欧式风情的
豪华房车，在漫天繁星中欣然如梦，伴柔和晨
光睁开惺忪睡眼，张开双臂拥抱阳光、晨露，享
受梦想中的田园生活，带他先观世界，给他最
快乐、最健康、最丰富、最智慧的幸福童年！

枣乡风情醉游人
本报记者 刘冬 通讯员 刘月 周艳华

下力气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高凯）近日，新郑市举行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月检查评比活动。该市领导李志强、康红阳、王秀业及相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

该市领导一行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分两组到各乡镇（街道、
管委会）实地检查，对村庄环境清洁、环卫基础设施管理、垃圾收
集处理等方面进行检查评比。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新郑市领导对各乡镇（街道、管委会）
卫生整治情况进行汇总讲评，并宣布评比结果。要求，各相关部
门要对此项工作真正重视、真正落实、真正投入，使老百姓感觉
到生活环境得到了真正改善。

人大代表调研
“新网工程”建设

本报讯（记者 文郁）近日，新郑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孙阔带领
该市人大常委会各委科室负责人及部分人大代表，调研该市新
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建设情况。

代表们先后到郑州供销超市好邻居生活广场、新郑市农业
生产资料公司、新村供销社等地，详细听取了该市供销社关于全
市“新网工程”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

据了解，自 2009 年以来，新郑市供销社扎实开展“新网工
程”建设工作，依托现有网络资源，主动融入市场，逐步形成了
县乡村三级配送网络。新郑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指出，今后要
继续稳步提高服务水平，按既定工作目标扎实推进“新网工
程”建设，使供销社的为农服务实力进一步增强，为农服务功
能进一步完善。

新郑市举办妇女干部
领导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
本报讯（记者 孙瑞 高凯）8 月 29 日，新郑市参加“浙江大

学·新郑市妇女干部领导能力提升专题研修班”的 62名妇女干
部，在浙江大学顺利完成学习培训任务，圆满结业。

本次培训自 8月 23日至 8月 29日，为期一周，采用专题讲
座、现场教学、课题研讨等方式进行。培训期间，全体参训学员
先后聆听了浙江大学知名专家教授关于《卓越女性与媒体应
对》、《卓越女性情商与领导艺术》、《家庭与事业双优平衡》等讲
座。浙大专家教授们渊博的知识、睿智幽默的教学风格，给学员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学习，受益匪浅，掌握了更多领导
技能，使自己正确认识问题、科学分析问题、果断应对问题
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将认真吸收和领会这次培训中学习到的
知识、观念、方法、技能，将学习的成果运用到今后的实际工
作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努力为新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
极贡献。

2014年中华枣乡风情游
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本报讯（记者 赵丹 通讯员 高沛）2014年中华枣乡风情游暨
第十二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开幕在即，为了确保此次活动圆满
成功，9月 2日，新郑市旅游、工商、公安等部门负责人到好想你
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红枣科技示范园等地现场察看活动整体筹备
工作，并听取相关负责人的汇报。

今年中华枣乡风情游活动主题为梦圆枣乡，开幕式将紧扣
时代主旋律，全面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展示新郑黄帝文化、
姓氏文化、红枣文化的无限魅力。目前，活动的嘉宾邀请、路线
环境、卫生整治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到位。

在随后召开的协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要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加强沟通协调、紧密配合，加快工作进度，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今年的枣乡风情游活动取得圆
满成功。

基层风采基层风采

八千乡
金秋助学 情暖学子
本报讯（记者 刘佳美 高凯 通讯员 沈冉）“感

谢叔叔阿姨们对我的资助，圆了我的大学梦。”不
久前，家住新郑市八千乡邢庄村的小邢，在收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后，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付学费，
曾一度放弃上学的念头，近日，在该乡开展的

“金秋助学”活动中，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为他
送去了 3000 元的助学金，接过助学金的小邢感
激地说。

困难学生能不能顺利入学，一直是八千乡党
委、政府关注的重点，为了“不让一个贫困生失
学”，该乡每年坚持开展助学活动，呼吁各方力量
慷慨解囊、扶危济困，让寒门学子们重新燃起希
望。据了解，今年该乡在新郑市总工会、慈善总会
救助的基础上，广泛动员该乡企业、工商联等有
志之士参与捐资助学活动。经统计，该乡在对辖
区考生家庭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后，确定了 21名
资助对象，发放助学金共计45000元，帮助困难学
生顺利入学。

供电公司
信息共享提效率

本报讯（记者 赵地 通讯员 刘君红 王志勇）
“通过微信能随时随地和同事们进行技术交流，快
速处理故障，这个平台为我们一线工作带来了很
大便利……”近日，新郑市供电公司信息中心员工
牛元杰通过微信对光端机信号传输的异常现象进
行了技术指导，帮助在工作现场的同事张伟快速
处理了故障。

利用微信语音和图片传输等功能，不仅可以
组织业务学习、进行安全教育、加强风险提醒、传
达上级指示、学习警示案例、适时发布信息、进行
技术交流等，还可以实现各部门、班组之间的联
动，实现快速、准确、及时处理故障。比如，灵活运
用电力抢修微信群这一平台，通过上传设备编号、
故障现象等图片，使管理人员能够迅速判断故障原
因，准备备品备件，组织抢修，极大缩短了故障抢修
时间。由此带来的便利，不仅使故障处理及时高效，
更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使员工随时随地都能
进行学习、沟通和交流，创新了学习模式，更进一步
提升了工作质效。

司法局
开展“公证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文郁 高凯 通讯员 苗圃）为纪
念《公证法》颁布九周年，让公证知识进入寻常百
姓家，近日，新郑市司法局组织开展了“公证宣传
日”活动。

活动当天，该局通过悬挂横幅、设置宣传
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法律法规宣
传，并设立法律咨询台，现场向过往群众宣传
相关公证法各方面的知识。活动中，共向市民
群众发放公证法宣传手册、法律援助服务指南
等各类宣传资料近 2000 份，接待法律咨询 200
余人次。

此次活动以纪念《公证法》颁布九周年为
契机，旨在宣传公证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
经济秩序，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等方面的功能
和作用，宣传和普及公证法律法规知识，扩
大公证工作的影响，提高全民、全社会的公
证意识。

开展汽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沈磊 通讯员 高政伟）近段时间来，针对汽车

维修业不同程度存在价格虚高、以次充好、虚列项目等突出问
题，新郑市交通运输局集中开展“加强维修行业安全生产监督、
全面提升维修企业服务质量”的集中专项整治活动。

专项整治活动期间，该局出动执法人员 60人次，开展集中
宣传活动 3 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份，检查新开维修企业 12
家，并及时对这些新开维修企业下发办证通知书，督促引导他们
合法经营。通过整治，有力查处了无证经营和越类维修经营行
为，进一步加强了对机动车维修市场的监管，为构建和谐稳定、
健康有序的维修市场环境和树立机动车维修行业“诚信经营，服
务民生”的良好形象奠定了坚实基础。

遗失声明

●刘玉峰，丢失土地使用证，证号：新土国
用（2007）第10012号，声明作废。

●新郑市陶文路一家亲菜馆，税务登记证
副本（豫地税郑字 410184197704301313），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交通之窗交通之窗

趁着周末，郑州市民来到位于新郑市薛店镇的君源有机农场，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采摘“自留地”里的新鲜蔬
菜。近年来，新郑市围绕郑州都市区做服务型、休闲型、观光型农业，着力打造休闲观光农业、花卉苗木、设施农业、生
态养殖、高效林果、加工物流等20多个特色产业园，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大大提速。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近日，新郑市梨河镇
高新庄村郭爱菊母女来到
该镇计生办领取奖学金。
今年，梨河镇政府为该镇
考上大学的计划生育家
庭，按录取分数线每人发
放500、300和200元补贴
奖励，真正让计划生育家
庭政治上有待遇、社会上
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陈淑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