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节三夏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久贫家中无贤妻。但在荥阳市
高山镇竹园村有一个普通的农
村妇女，20多年来背井离乡，背
着双腿无法行走的丈夫去干
活，不离不弃。她就是“2014感
动荥阳十大人物”祝贤桂。

祝贤桂老家在青海省西宁
市，1982 年她与来自荥阳市高
山镇竹园村、同在西宁打工的
王华强相识、相恋，最终走入婚
姻的殿堂。为了方便照顾老
人，祝贤桂跟随丈夫回到了荥
阳市高山镇竹园村。

正当他们憧憬未来的幸福
生活时，一场灾难不期而至。
丈夫王华强摘柿子，一不小心
从树上跌落，从此站不起来
了。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一
家人的平静生活。那一年，祝
贤桂 29 岁，王华强 30 岁，唯一
的女儿还不到1岁。

丈夫瘫倒在床，女儿还不

到 1 岁，70 多岁的老母亲和一
个憨傻小叔子都需人照顾，一
家 5口人的重担全压在了祝贤
桂一个人身上。多少人劝她带
着孩子再走一家，面对别人的
劝说，善良的祝贤桂选择了留
在丈夫身边，撑起这个濒临“破
碎”的家。

从没干过农活的祝贤桂
学会了挑水、种田，学会了养
鸡、养猪，4 亩多地全靠她一
人耕种；为了省钱给丈夫治
病，祝贤桂不舍得给宝贝女儿
买零食，女儿上初中时的校服
她也穿了整整 8 年。瘫倒在
病床上的王华强吃喝拉撒都
离不开人，祝贤桂出去干活就
把丈夫背到地头，到穆沟集上
卖头猪，也要用架子车一头儿
拉着猪，一头儿拉着丈夫和女
儿，生怕丈夫受罪，更怕丈夫
想不开。看到种地实在无法
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祝贤桂就

到村里的阀门厂打零工，把丈
夫安置在厂门口，随时照顾。
在祝贤桂的精心照料下，丈夫
已经能够拄着双拐慢慢站立
起来。

“女儿慢慢长大，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龄，真不知道该
怎么给俺娘家人说……”祝贤
桂抹了一把泪，到河南23年了，
丈夫瘫痪的消息祝贤桂对青海
的父母瞒了23年。她不想让年
迈的爹娘和兄弟为自己揪心，
23 年间，她只回过青海老家 4
次，每次都是一个人匆匆去，匆
匆回。

下班了，祝贤桂搀扶着丈
夫一瘸一拐地走在回家的小路
上，“我这一生最难熬的时光已
经过去，只要一家三口相伴而
行，就是最大的幸福。”祝贤桂
告诉记者，现在丈夫也能站起
来了，孩子也自力更生了，自己
多年的付出也值得了。

家门口这条
小路，见证了祝贤
桂为丈夫的23年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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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
员 跃伟 建伟）夏收在即，登封市
粮食局提前着手，改善、提高仓房
储粮性能，提升粮食接卸、入库机
械化作业水平，通过腾、并、挤，目
前已备空仓 48 座，可容量 26360
万公斤小麦。

据了解，今年登封市麦播面
积 41.1 万亩，预计总产量 1.05 亿
公斤，小麦商品量为 4000 万公斤
左右。登封市粮食局负责人介

绍，为做好今年的夏粮收购工
作，该局从入库仓房、器材、宣
传、市场监管、服务农民等方面
都进行了精心组织安排。对接
收入库的检验、保管、财务、统计
人员进行了岗前培训，实行持证
上岗；会同质监部门对全市所有
收购网点的磅秤、容重器、水分
测定仪等进行了统一校验，从根
本上杜绝压级压价、缺斤短两现
象的发生。

自该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
国有粮食企业全部退出市场，给农
民卖粮造成了一定困难。登封市粮
食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引
导各类粮食收购主体积极入市收
购，在该市西部重点产粮乡镇培育
了15家个体粮油收购门市，方便了
群众卖粮。同时利用网络信息发
布、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向全市种粮
群众、收储加工企业、各粮食收购
门店宣传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统一

制作国家公布的粮食质量标准、价
格及服务承诺、举报电话等内容的
公示牌，在全市各收购网点醒目位
置悬挂，让售粮群众卖明白粮、放
心粮。

该局负责人表示，将联合工
商、物价、质监等部门组
成联合执法小组，加大
对夏粮收购市场的监管
力度，建立粮食流通市
场周巡查制度，保障粮

食流通市场平稳有序，防止出现
群众卖粮难问题。同时规范收储
行为，严防出现“打白条”、“转圈
粮”、违反质价政策等问题，做到
农民“粮出手钱到手”，真正维护
好种粮群众的切身利益。

三夏收割不远，大片麦田集中
的新郑梨河镇、城关乡、辛店镇一
带的农资店、农机修理店铺、五金
店等开始活跃起来，农户们开着轿
车、骑着电动车来到这些店铺为三
夏“会战”备足所需物资。

47岁的岳文军是一家农机修
理铺的老板，店铺的位置在通往郑
尧高速的主干道上，沿途有很多乡
村和麦田。往年这个时候，老岳总
会让妻子魏艺红购买加长线板、灯
泡、手套、洗洁精、肥皂、水桶等，而
他则要跑到许昌、长葛等农机配件
销售集中的地方购进机油、油头、
大灯灯泡等零配件。可是，眼下三
夏就在跟前，记者却没有在老岳店
中见到太多崭新的物件。

“小老弟！早些年，一到三

夏，我这里红火得很，加长线板几
乎可以扯到马路对面，夜间修车
的照明灯泡一夏天能卖上十几
个。还有，洗洁精、肥皂都是成箱
子买，也不够车主洗手用……”对
于今年没有“准备行动”的三夏，
老岳一边向记者讲述昔日的辉
煌，一边感叹如今的变化，他告诉
记者，新郑现在发展的是现代农
业，大型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是
主力，农用三轮车、手扶拖拉机等

“小农机”基本上靠边站。所以，

“小农机”这个生意不好弄了。
嘴上没有生意，但和记者交

谈过程中，一辆卖西瓜的农用三
轮车还是来到了老岳的店中。

“咋啦？兄弟，车是哪里的问
题？”老岳热情地迎上去，并递给
驾驶员一支烟。皮肤黝黑的驾驶
员毫不客气地接着烟点上，然后
说：“水温老是高，你帮帮忙吧！
老哥。”老岳听后，弓着身子开始
检查，并在仔细听过机器运转的
声音后，开出了“药方”：换水箱

盖、胶管等，但治不了根，发动机
时间太长。开农用三轮车的驾驶
员马上让换，并希望老岳能够好
好修理一下水冷系统，但老岳表
示无奈，原因是店内配件太少，只
能做基本修理。

十几分钟的简单修理后，农
用三轮车开走，老岳满头大汗地
回到店里喝水。“老弟，你知道刚
才那个兄弟说啥？他说他讨厌
死农用三轮车了，今年挣了卖瓜
钱就换个五菱面包开，凉快又不

用被柴油弄得一身油污。”看着
远去的农用三轮车，老岳眼里有
很多无奈，他说，曾经在庄稼地
里欢跑的“小四轮”“手扶”等，能
拉麦子、拉肥料、拉种子，现在也
就是出来卖个瓜、卖个菜，而今
稍微挣点钱的瓜农也不想用了。

“老本行”的黯淡让老岳有些
伤感，但“新创业项目”却给了他

“二次创业”的激情。老岳对记者
说：“虽然‘小农机’这个行当低迷
了，但我却积累了一个不小的‘修
车客户群’。天津一家电动车厂看
上了我的客户资源，邀请我去厂家
培训。现在，农村到处都是电动两
轮、电动三轮，甚至电动四轮，我有
多年的机械修理技术和客户资源，
应该能重新做起来一份好生意。”

新郑规划5年内
初步建成智慧城市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巴明星 李笑征）在公共
场所畅享免费WIFI，足不出户了解社区信息，水、电、气
费一卡支付，井盖丢了上传一张照片就会有人处理……
昨日，记者从新郑市召开的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2015—2020）工作汇报会上了解到，随着该市深入实施
智慧城市建设，新郑人的生活将更加高效轻松。

据了解，自 2013年，新郑市作为郑州地区唯一入选
的县级市，被住建部确定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城市”后，该市委托郑州大学编写了《新郑市智慧城市建
设总体规划（2015—2020）》，并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

同时，该市还积极推动构建高速信息基础设施体系、
构建统一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等“两个构建、六大推进”的
八项任务、29项重点工程，并加快城区综合示范区、薛店
镇临空综合示范区、观音寺镇智慧小镇示范区的建设，以
充分发挥这些区域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根据新郑市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和发展情况，预计到
2020年，该市将初步建成城市管理精细入微、公共服务
惠民便捷、生活环境生态宜居、产业创新协同推进的智慧
城市生态系统。届时，新郑市“临空经济强市”的定位将
得到进一步强化，城市品质和内涵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刘少
利 文/图）“太感谢你了，是你让我第一次
吃到蛋糕，圆了梦想。”5月 18日，登封市
宣化镇岳爻村 58岁李花菊大妈，拉着民
警甄晓鹏热泪盈眶。

今年4月，民警甄晓鹏被调到宣化派出
所，为了尽快熟悉辖区的情况，他一上班便
拿起笔记本，在辖区内走村串户了解各种
情况。在一次走访中，甄晓鹏了解到，村民
李花菊自小患有小儿麻痹，丈夫患有白内
障、肺气肿常年卧床不起。长子和儿媳患
有智力障碍，无法正常劳动，次子常年在外
打工，无法照顾家庭成员。将近60岁的母
亲，整日拖着残疾的身躯照顾一家人的生
活，农忙时节还要到田中劳作。

为了给李花菊精神上的安慰，甄晓鹏
回到所里及时与领导沟通，提出要为这位
可怜的母亲过一个特别的生日。简单的
举动，带给李花菊深深的感动——第一次
吃到了人间美味“蛋糕”。甄晓鹏了解到，
李花菊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拥有一辆三轮
车，这样她就可以带上丈夫和儿媳下地干
活。为了给李花菊圆梦，甄晓鹏通过电
话、微信在周边朋友当中筹措，终于在朋
友的支持下得到一辆电动三轮车。

5月18日上午，甄晓鹏将满载李花菊
一家希望的三轮车送到她家。李花菊得知
自己的梦想竟然实现时，人已泣不成声。

图为甄晓鹏在为李花菊讲解三轮车
简单操作。

“甄”心民警义助花菊大妈

本报讯（记者卢文军通讯员潘静文/图）
由于汛情提前到来，昨日，中牟县建设局市政
所举行了城区防汛演练。通过这次防汛演练，
确保工作人员在遇到暴雨等恶劣天气时，能够
在最短时间内充分发挥安全保障作用，能够快
速、高效、有序地实施防汛抢险工作。

此次防汛演练的重点区域有文通路立交
桥、青年路积水点、223线贾鲁河东西两个排
水口。文通路立交桥和青年路积水点在遇到
强降雨的时候易造成深度积水，存在安全隐
患。防汛人员通过下水道管网进行疏通，从
而保持道路畅通。

作为主要排水渠道，223线贾鲁河东西两
个排水口，由于今年年初降水量与降雨次数
高于往年，遇到暴雨天气或上游强降雨，河水
迅速上涨，易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为避免这
一险情，防汛人员对该区域进行下泵抽排，确
保城区雨水及时排出。

市政所所长白卫东告诉记者，为了做好
此次防汛演练，他们在三四月份，已对新老城
区、汽车工业园等 78条道路 400余公里的地
下排水管网，1.7万座窨井进行检查维修疏通
清淤。

图为防汛演练现场。

中牟开展城区防汛抢险演练

“道德讲堂”走进荥阳农村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陈军辉）“每天晚上，无

论自己多么劳累，禹显曾都要打一盆热水，为母亲泡脚，
洒花露水、按摩……”“人生的价值在于为祖国为人民做
些有益的事，只要你做的事对人民有益，有好处，人民是
不会忘记你的……”近日，在荥阳市王村镇留村村委礼
堂，来自王村一中的史志国、张静两位老师声情并茂地为
留村村 120余名干部群众讲述了“2014感动荥阳十大人
物”孝子禹显曾和老队长张冠杰的故事。

据了解，这是王村镇在农村开展“道德讲堂”的一
幕。荥阳市委为了提升全民思想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
在全市开展了“修身行善，明礼守法”全民行动。为了将
全民行动主旨落到实处，王村镇充分把握和利用“道德讲
堂”在农村传播思想道德、弘扬传统文化、学习先进楷模
的积极作用，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以身边人讲
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用一个个感人的邻里故
事向村民们诠释邻里相处之道、儿女亲孝之道、干部奉献
之道。截至目前，王村镇开展农村“道德讲堂”22次，参
与干部群众3000余人。

新密新增机动车检测站
30分钟即可检车完毕

本报讯（记者张立通讯员申建中方亚娟）日前，新密市
三岔口东、密杞公路南侧新增建的祥峰机动车监测站投用。

为更加方便市民审车检测，缩短排队等候时间，提高办
事效率，祥峰机动车检测站在服务和效率上下足了功夫。

“一录一交”是该监测站服务特色之一，服务大厅开设多个
窗口，方便市民办理车辆录入信息，车辆信息录入完毕，即
可将车钥匙给检测站工作人员，有专人驾车前往检测区进
行检测，车主只需在大厅等候即可，30分钟即可审理完成。

使用微信、电话预约也是检测站一大特色，关注检测
站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提前预约，到站无须排队，有专
人为车主办理手续，简单、快捷、方便。如果车主无法及
时到站检测，也可致电检测站，检测站提供上门服务，有
专人上门将审理车辆开回，审理完毕后将车送还。

新密依法取缔21家非法沙厂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申新建 段富战）为了严

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切实改善新密市环境空气质量，遏
制灰霾天气发生，5月 20日上午，新密市大气办联合环
保、工商、公安、国土、电业等部门，对S316公路新密西大
街办事处境内闫晓辉沙厂等 21家洗石点，按照“切断电
源、拆除设备、恢复原貌”等标准依法进行了取缔。

在此前召开的大棚户区改造暨安置房建设推进大会
上，新密市就扬尘污染治理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新
型城镇化建设工作要与大气扬尘污染治理整治治理工作
结合起来，将扬尘治理工作纳入大棚户区改造和安置房
建设工作考核目标。

巩义开展污水排放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王晓辉）近日，记者从

巩义市委宣传部了解到，巩义市环保局开展伊洛河沿岸
污水排放专项检查活动，对伊洛河巩义境内的22条排污
沟渠进行全面排查，并采样化验制定整改措施。

监测结果显示，伊洛河巩义境内有部分排污口主要
水污染物指标超过国家规定的地表水四类水质标准。

针对排查结果，巩义市环保局提出，将严把涉水项目
审批入口关，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加大环境违法查
处力度，严厉打击涉水企业偷排偷放行为，确保废水排放
稳定达标；进一步做好畜禽养殖企业的规划和布局，引导
畜禽养殖散户向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的农村连片整治村镇
小型污水处理厂附近靠拢，提高农村连片整治村镇小型
污水处理厂收水率，改善农村污水排放的无序现状；加强
各镇（街道）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小型生活污水处理厂的督
导检查，并督促巩义在建的乡镇级污水处理厂尽快投入
运行，督促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配套管网加快规划建设
进度，确保尽快建成投运。

“美丽乡村”启动清淤工程
本报讯（记者覃岩峰通讯员 赵红光）日前，记者从巩

义市了解到，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
点乡村之一的小关镇水道口村，今年实施的“美丽乡村”重
点建设项目——凉水泉塘坝清淤治理工程顺利开工建设。

据了解，水道口村凉水泉塘坝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
初，建成时库容只有10000立方米，但由于一直未进行过
有效清淤整治等原因，让这个凉水泉塘坝基本失其作
用。该工程由省财政出资，总计划投资160万元，设计主
坝高 10米、长 60米、宽 5米，共需清挖土石方 20000立方
米，塘坝清淤治理后增容3倍，蓄水量3万余立方米。

该村党支部书记陈占定告诉记者，水道口村凉水泉
塘坝清淤治理工程完工后可基本解决全村群众生活生产
用水难问题，增加灌溉土地600余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