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天三顿不离大碗辣椒；曾
一口气吃下12个号称“断魂椒”的
印度魔鬼椒；成功挑战中国最辣
辣椒“涮涮辣”……这就是有着

“中国辣王”之称的李永志的“食
辣”传奇。近日，记者驱车前往新
郑市龙湖镇沙窝李村，听“辣王”
讲述他与辣椒的故事。

53岁的李永志对记者说：“我
从小就特爱吃辣椒，一天三顿饭
不能没辣椒。但真正开始挑战吃
辣椒，还得从 10年前的家庭变故

说起。”10年前，他是一名在郑州
搞装修的工人。一场突如其来的
车祸后，他年幼的儿子不幸被撞
断双腿，肇事车辆逃逸。之后，几
十万元的医疗费愁得他连续三四
天油盐未进，昏倒在路边。

“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也会
为你打开一扇窗。”当年的情形历
历在目，心中仍然藏着伤痛的李
永志说，他努力从悲痛和昏迷中
挣扎起来，找到一家餐馆想吃饭，
但餐馆已没有饭菜，他只好吃了

两碗辣椒、喝了口水，然后匆匆赶
回医院。不过，他当时感觉自己
吃辣椒“不太正常”。

一瞬间对辣椒的异常感受，
让李永志觉得他也许与“辣”之
间有“电”。于是，他开始频频

“触电”，尤其是有外出吃饭的机
会时，他总让同伴打掩护，偷偷
吃上三四碗辣椒，过嘴瘾。其
间，李永志和工友们在郑州一家
饭店吃饭时，将所有餐桌上的辣
椒扫荡一空。不想吃完出门时，

却被店老板怀疑他和工友把辣
椒装在身上偷走，而不是吃了。
双方争论不清，还叫来了 110。
不过，这一场误会，最终在李永
志当场吃下一大碗辣椒收场。
此事完结后，李永志就此火了，
能吃辣椒的他迅速成为频频登
上头条的人物。一时间，闻名大
江南北。

有了名气之后，李永志觉得
他与辣椒之间还是有些“浅”，他
觉得自己在辣椒身上应该还有更
大成就。于是，为挑战食辣的最
高境界，李永志于 2009 年 9 月在
被称为“三辣之乡”的湖南省隆回
县摆下吃辣椒擂台，以一敌多，赢
得冠军，捧回隆回县委、县政府为
他颁发的“辣椒王”的荣誉证书；
受《你最有才》、《乡村发现》、《谁

与争锋》等知名电视节目的邀请，
李永志挑战各地能吃辣椒的人，
不曾遇到敌手；2012 年，到印度
参加节目，李永志一口气吃掉 12
个印度魔鬼椒（辣度 6500 度左
右，盛产于印度东北部山区的一
种辣椒，不能用手碰，一般人不能
食用）。

“不管哪里的辣椒，只要我尝
上一口，辣的度数就能说出来个
大概。”李永志说。疯狂地吃辣
椒，很多人都担心他的身体。但
是，他从没有感到身体有任何异
常，不上火，也很少生病。

李永志对记者说，目前，他正
在做印度魔鬼椒的小规模种植和
研究，他希望将来能大面积种植
这种特色辣椒，可以为家乡经济
发展做贡献。

“辣王”传奇
本报记者 高 凯 通讯员 刘 冬 沈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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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店镇的市场街是镇里最热闹的地方，
记者沿着市场街往邙岭深处走，快到山顶的
时候便来到了杜甫陵园。“以前唐代式样的大
门楼有些小，今年又重新进行了设计。”杜甫
陵园负责人闫俊杰介绍说，以前在清明、十月
初一等节气祭拜杜甫的人比较多，但近两年
平时前来参观的游客多了起来，所以政府也
加大了对园区的投入力度。

走进园区，一尊高约5米的花岗岩杜甫雕
像栩栩如生，低额锁眉，神情凝重，像是一位
唐代的老者在向每位到访的游客诉说着那段
不堪回首的历史。雕像身后便是享殿，“享殿
在明清时都存在，当时前来享殿祭拜杜甫的
人很多，香火很旺，但在民国后便毁掉了，今

年又重建了。”闫俊杰告诉记者，享殿目前正
在布展，布展后将对外开放。

由享殿再往里走，便是杜甫陵园的核心
区域。在居于区域正中的杜甫墓的坟冢上，
有两块墓碑，一为唐代所刻，一为清康熙时期
为留，而正是这座唐代的墓碑，佐证了杜甫墓
的真实性。杜甫墓西便是其两个儿子——宗
文、宗武之墓，当地群众称“圣人三冢”。

陵园内还有一座长约百米、由著名书法
家启功先生题名的长廊，又称“诗圣碑林”，廊
内容纳石碑百余通，汇聚了国内外著名书法
家题写杜诗的墨宝。

当地专家孙宪周表示，杜甫墓葬变迁传说
众多，或墓，或冢在全国竟有八座之多，分别

是：湖北襄阳，河南偃师、巩义，湖南的耒阳、平
江，陕西富县、华阴以及四川成都。但从史书
来看，河南偃师、巩义的杜甫墓真实性比较经
得起推敲，其余应为衣冠冢。

孙宪周说，巩义杜甫陵园内康熙十九年的
石碑上，名为《巩县杜少陵先生墓碑记》的碑文
中明确记载：“读偃师县志云，先生归葬常附
于当阳侯之墓侧，复移墓于巩县。”再者司马
光以及南宋姜少虞等多名史学家均在书中有
杜甫葬于巩义的记载，这些无疑都进一步证
实了杜甫墓就在巩义的说法。但他同时也表
示，其究竟葬在何处没有太大意义，真正有意
义的是要把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这
才是杜甫文化传承的价值所在。

康店邙岭“圣人三冢”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文/图

初冬，寒意浓浓，但
不时有游客往巩义市康
店镇邙岭山头高处前
行，和全国很多不起眼
的自然村一样，大山岭
深处都会有个叫“山头
村”的村子。但对于康
店镇的山头村来说，这
里又多少和别处有些不
一样，因为这里埋葬着
一代诗圣杜甫和他的两
个儿子，杜甫陵园让这
个山头沾上了灵气。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
员 张效强 尚磊 文/图）“陇海铁
路是条交通大动脉，平均五六
分钟一趟，在不影响正常通行
的前提下施工，难度可想而
知。”昨日上午，在中牟县解放
路铁路立交扩建工程建设现
场，项目经理张广林指着繁忙
的作业工人说，“为确保质量和
工期，我们一下子上了 120 多
人，涉及五六个工种。”

据了解，中牟中心城区段
原有下穿铁路立交桥三座，分
别为解放路铁路立交桥、建设
路铁路立交桥和中兴路铁路立
交桥。近年来，随着中牟县新
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框架
不断拉大，专业园区建设，原有
的铁路立交桥因狭窄通行能力
差，已不能满足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特别是陇海铁路的

阻碍，让中心城区与汽车产业
集聚区之间形成多条“断头
路”，严重制约了产城融合和区
域经济发展。

为加快完善全县路网体
系，加强城区、产业聚集区道路
与对外交通网络的衔接，增强
支撑区域发展能力，中牟县经
与郑州市各项规划对接，依据

《中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投入
7.8亿元，从去年8月开始，升级
改造解放路一座铁路立交，延
伸广惠街、文通路、人文路三座
铁路立交。其中，解放路升级
改造工程需加宽下穿陇海铁路
立交桥，广惠街、文通路、人文
路延伸工程在中牟至圃田区间
内新建上跨及下穿陇海铁路立
交桥。

目前，四座铁路立交桥建

设正在全力、快速推进。文通
路铁路立交桥已完工；人文路
铁路立交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正在铺设立交桥引道进行
扫尾工作；解放路铁路立交桥
已完成铁路南侧引道铺设及泵
房建设工作，东孔、西孔立交桥
箱涵已顶进到位，正在进行铁
路线路改建、铁路道碴回填、边
孔箱涵加固等工作，下一步，准
备进行中孔箱涵的顶进工作，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预计年
底前东孔箱涵可建成通车；广
惠街立交桥施工所用临时变压
器已安装完毕，正在架设临时
线路及施工场地清理工作，施
工企业已进场准备施工。中牟
县城乡建设管理局局长张伍发
告诉记者：“四座立交桥预计有
三座明年五一前竣工，第四座
将在2016年投入使用。”

中牟加快跨陇海铁路立交桥建设
三座明年五一前竣工 一座2016年投用

在保持陇海铁路畅通的条件下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登封“农事周结”赢得群众点赞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冯俊超 闫亮）12月 16
日早，在登封市石道乡西窑村便民服务中心，村民郭跃军
要给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办理户口。村支书曹兰英微笑着
告诉郭跃军：“明天就可以来取了。”听了这话，郭跃军兴
奋地说：“这个便民服务制度真得劲儿。”

临近11点，曹兰英把群众交过来的代办事务整理一番
后，他和村里的另外一名干部便骑摩托向石道乡方向驶
去。“因为村民对办理各项事务的业务不熟悉，来乡里后缺
这少那，有时候跑几回也没办下来，现在村里把这种事务汇
拢后，统一去乡里办，为村民省去了不少时间。”曹兰英说。

石道乡西窑村帮群众代办事务制度是登封实施“农
事周结”工作法的一个成功举措。该工作法是登封市组
织部结合近年来农村基层党建和社会管理工作实际，整
合县、乡、村三级服务力量，以一周七天为周期，以村级组
织为民服务制度为核心，实现农村事务在村级组织的周
循环、周办结的群众工作法。通过村干部每天轮值服务，
日常问题“随时办”，周二村组干部集中服务，热点问题

“集中办”，周五市乡村三级书记接待服务，难点问题“重
点办”，周六市乡干部下沉网格服务，复杂问题“综合办”，
做到服务重心下移、服务窗口前移，切实使群众事务在村
级办理、问题在基层解决、矛盾在初始化解，畅通和规范
了群众诉求表达、矛盾化解、利益协调的渠道。

登封送表矿区
举行防火演练

昨日上午，在登
封市送表矿区东送表
村西北部的一荒坡
上，该区消防队员、基
干民兵应急排以及村
级护林员100余人，
举行了冬季森林防火
实战演练。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栗松伟 摄

新密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申建中张鹏）近日，新密
市启动冬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决定即日起至2015
年3月31日，在该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四个月的冬季道
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活动，确保道路交通环境安全畅通。

新密市机动车和驾驶员数量迅猛增加，道路通车里程
与交通安全设施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日渐增多。今年以来，新密按照“政府领导、部门协作、齐
抓共管、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总体要求，以道路交通安
全三年综合整治为切入点，着力解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
作存在的问题，全面推进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在整治工作中，该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积极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共出动执法人员 13600
人次，车辆 1550台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46300起，排查
安全隐患70余处，并已全部整改到位。

新郑城镇居民大病保险下月实施

本报讯（记者高凯通讯员巴明星）近日，记者从新郑市
了解到，明年起，该市将按照《河南省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实施
方案（试行）》的要求，全面实施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据介绍，凡在当年参加城镇医保的人员，均可享受同
年度大病保险；新生儿自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之日起，也可享受大病保险待遇。在具体使用过程中，
参保居民一个年度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含门诊规定病
种费用），经居民基本医保基金支付后，个人累计负担的
合规医疗费用超过大病保险起付线的部分，由大病保险
资金按规定支付。

新郑实施的大病保险的起付线参照河南省上年度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确定。目前，2015年度的起
付线确定为1.8万元，起付线以上合规自付医疗费由大病
保险资金按比例分段支付：1.8万~5万元（含5万元）支付
50%，5万元~10万元（含 10万元）支付 60%，10万元以上
支付70%。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30万元。

此外，新的制度还规定，起付线以上合规自付医疗费用参
加大病保险报销后的当次剩余费用不再重复参与累计计算。

荥阳专项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近日，记者从荥阳市人社局获
悉，为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确保农民工按时足
额拿到工资，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该局
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了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工作。

这次专项检查工作与网格化下沉工作相结合，对荥
阳15个乡镇、街道进行了检查。此次检查采取专项检查
与日常巡查相结合，重点监控与全面排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建筑施工、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行
业，不断加大检查力度，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控制、早
解决，对发现的问题依法“快立、快查、快处”，实现了对农
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全天候、无缝隙、全覆盖巡查。主要
检查用人单位按照工资支付有关规定支付农民工工资，
遵守最低工资规定及依法支付加班工资情况，企业经营
者拖欠农民工工资逃匿的情况，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
劳动合同情况等。通过专项检查，确保了春节前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基本结案、群体性事件得到妥善处理，涉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切实
维护了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权益。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许
俊杰 靳国平）为确保产业集聚区企
业用工常态化，近日，新密市产业集
聚区人才市场揭牌，并同时举办了
专场人力资源招聘会。

据了解，该市场由新密市人社
局、人力中心投资30余万元设立的
综合就业服务中心（产业集聚区分
市场）常驻办事机构。主要提供劳
动人事服务，包括职业介绍、人事代
理、小额担保贷款、劳动维权、技能

培训、工伤认定，有效缓解了产业集
聚区企业用工难，方便附近村民就
近就地就业。

为扩大影响，在揭牌当天举办
的专场人力资源招聘会上，本地参
会企业66家，郑州市市属企业10余
家，提供岗位1818个，工种58个，求
职者主要来自当地农村富余劳动
力、下岗失业人员、退伍军人、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 2000余人，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832人。

新密产业集聚区人才市场揭牌

荥阳“四机制”推进农田水利建设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通讯员张志斌黄佳）昨日记者
在荥阳了解到，入秋以来，该市着力强化工作机制、宣传
机制、建设机制、管护机制等“四个机制”，扎实推进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已累计
完成投资4亿余元，新增供水受益人口3.3万人。

强化“分级负责”的工作机制。该市成立了荥阳市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计划的制定、实施、监督检查和组织协调。强化“观摩激
励”的宣传机制。以荣获 2012~2013年度郑州市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中州杯”先进县（市）为动力，组织召开荥阳
全市重点水利项目建设观摩活动。强化“规模治理”的建
设机制。各项工程打破村域、甚至乡域界限，统一规划，
整合资源，整合资金。强化“建管并重”的管护机制。项
目建设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
竣工验收制等“四制”管理。鼓励和支持群众因地制宜推
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护机制改革。

截至目前，全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已累计完成投资
4亿余元，新增供水受益人口 3.3万人，建设村镇供水工
程 24处；完成河道治理 15.73公里、疏浚河道 4.58公里、
修复水毁工程39处。

杜甫陵园里的杜甫像。

杜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