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迎“六一”

路肩小麦消失 门前建成花池

美化农村公路 扮靓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路肩

随意种上小麦导致过往车辆难行，
宅基地随意侵占公路影响交通……
对于不少农村乡村道路来讲，这些
令人头疼的现象并不鲜见。近日，
记者走访我市部分乡村发现，田占
路、宅占路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整洁有序的出行环境和美丽
家园。

警示桩取代路肩小麦

在临颍县石桥乡藕河村，记者
见到了村支部书记郭金广。“今年
初刚修完村里 1 公里多的路。”郭
金广领着记者走在新修的村道上介
绍起来。

藕河村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
村里1公里多的道路上就有三个90
度的弯道和四座桥。“道路两边没
有安装警示桩时，晚上都不敢开车
出来。”郭金广说，晚上天黑路弯
陡，这三个 90 度的弯道不知道坑
了多少人。

记者在村子北边新修的道路上
看到，道路两边均匀地分布着红白
相间的警示桩，一直延伸到邻村。

“这个拐弯和这座桥现在都装上警
示桩了，一到夜间上面的反光贴老
远就能看到。”郭金广说，以前村
民因为在公路路肩上抢种小麦，还
发生过争吵甚至斗殴事件，现在全
村的过村路段安装了300多个警示
桩，再也没有人因为在路肩上种小
麦等农作物而发生纠纷了。

农户门前建起小花池

在巨陵镇李晋庄，一群穿着橙
马甲的工人正在村子主干道两旁忙

碌：有的正在和水泥，有的正在铺
地砖，还有的拿着工具在硬化排水
沟。

在临街的农户门前，一个个灰
砖砌成的花池十分醒目。花池里，
有的农户种上了月季、玫瑰、石榴
等各种花木。“这个花池是县里免
费给俺修的，门口的排水沟还给俺
硬化了，”该村村民李宏民告诉记
者，他家门口原来的排水沟经常堵
塞，一到下雨天门口通往村主干道
的泥路就没法走。记者看到，一层
透水砖一直从村主干上延伸到了他
家大门口，花园前的排水沟也正在
被工人们硬化。

据市农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市将着重对乡村干道进行整
顿，全面清理农田、宅基地随意侵
占农村公路的现象，把农村公路的
路产路权真正“还路于民”。而临
颍县目前已经整顿了 20 多公里的

“路田分家”，在十字路口等关键路
段安装了2000多个警示桩。

图为农户门前在建的小花池
和道路上新安装的警示桩。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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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LUOHE 03漯河

本报讯（记者 王艳彬 实习生
刘 一） 5 月 26 日下午，在源汇区
干河陈乡政府院内，大家纷纷将衣
服、学习用品等捐赠给云南省丽江
市玉龙县塔城乡十八寨沟小学的贫
困学生。当天，“情系丽江十八寨
沟，衣旧情深爱心传递”捐赠仪式
在这里举行。

十八寨沟小学位于云南省丽江
市玉龙县塔城乡十八寨沟村。十八
寨沟是典型的偏远山区，那里冬天
日照时间很短，气候非常寒冷，由
于地理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和社
会各项事业还很落后，尤其是教

育、办学设施、教学硬件都不太完
善。目前只有三个教学班，一年级
14人，三年级9人，四年级11人，
共34人，多半为藏族学生。干河陈
乡党委书记张勇杰告诉记者：“因为
全国第十四届村长论坛的召开，我
们和十八寨沟结缘，我到村民家中
看到了他们的贫困生活。我们干河
陈乡与十八寨沟村结成了帮扶对
子，今天在这里举行爱心捐赠，把
旧衣物、书籍和学习用品转给这些
需要的人，无论捐赠多少，都将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的困难，让他
们感受社会的温暖与真情。”

经过团市委、源汇团区委、干
河陈乡政府共同努力，大家共为云
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塔城乡十八寨沟
小学的5名教师，34名藏族孩子捐
赠到 3000 多件衣服、100 个书包、
600 套学习用品以及 1000 本图书、
玩具等。其中，源汇区外国语小学
的学生王鑫媛为十八寨沟小学的学
生捐赠了三件棉衣，还送给他们

《弟子规》、《唐诗三百首》。
据了解，随后将把爱心物资用

物流的方式捐赠给他们，以后干河
陈乡将根据十八寨沟小学的需求，
不定时开展捐赠活动。

情系山区学子 市民奉献爱心
共捐赠3000多件衣物、600套学习用品及1000本图书

□本报记者 凌仕东

日前，包括漯河日报在内的全
国 120 多家媒体集结十堰话“突
围”。会上，湖南 《快乐老人报》
副总编辑丁毅就《为中国老年人提
供解决方案》作了主题演讲，引来
到场嘉宾的一致好评。纸媒正在经
历严冬是业内的共识。在这样的大
背景下，《快乐老人报》 逆势创
立，并在严冬中发展壮大，成为全
国报业发展的一抹亮色。

“生在严冬，逆势成长。在全

球报业严冬的大环境下，《快乐老人
报》的发展之路可以说是中国报业
一个现象级事件。”会后，丁毅在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快乐老人
报》创刊于2009年9月，是顺应中
国老龄化社会大趋势而创办的，以

“为中国老龄社会提供解决方案”为
使命感，短短几年，从几万份的发
行量，发展成全国排名第三，发行
量达到200万份的纸媒，成为名副
其实的中国老年第一纸媒，成为湖
南文化产业标志性事件。

记者还了解到，《快乐老人

报》从一张报纸已发展为拥有旅行
社、出版社、杂志、视网等多家子
公司的集团公司。

“市场是报纸的生命线，失去
了市场，报纸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报纸要明确自己的市场定
位，稳定核心受众，争取边缘受
众。”丁毅认为，精准办报、准确
定位受众是《快乐老人报》的成功
经验，“未来的媒体，其特征应该
是有着非常确定的消费市场，有着
清晰的差异化发展空间，具备一定
的盈利能力。”

《快乐老人报》逆势生长闯新路

本报讯（记者 王艳彬 实习
生 刘 一） 5月25日，市实验幼儿
园的5位爱心代理家长带着爱心物
资来到郾城区李集镇牛王庙小学，
给这里的十多名困难留守儿童送去
了衣服和水杯作为“六一”儿童节
礼物。

记者在学校见到其中的留守儿
童田依婷，她告诉记者：我的爸爸
妈妈离异了，平时靠爸爸打零工生
活，爷爷奶奶也不在了，自己在学
校住校，之前爸爸都是半年才回来
一次，爸爸不回来我就住校。今年
开始爸爸就每个星期回来一次
了。”说到这里，小姑娘露出开心
的笑容。

爱心代理家长为留守儿童送
去温暖，留守儿童为表达感谢，
把亲手制作的手工画送给了爱心
代理家长们。“我们市实验幼儿园
这次共来了 5 位爱心代理家长，
从去年以来，每学期至少一次，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都会送爱
心礼物，以表达爱心代理家长的
一片关心之情。很多留守儿童家
庭都很困难，也是我们的帮扶对
象，希望他们安心学习，茁壮成
长，以后市实验幼儿园也会将爱
心持续地传递下去。”市实验幼儿
园园长潘伟红说。

郾城区李集镇牛王庙小学王军
耀校长告诉记者：“我们共有6个年
级，还有一个学前班，每个年级一
个班。共有 257 个学生，其中有
101个留守儿童。因为留守儿童的
爸爸妈妈外出打工，有些孩子跟着
爷爷奶奶住，很多孩子吃完中午饭
没地方去，因此我们学校中午就开
展社团活动，街舞、书法、葫芦
丝、足球社团等都是免费的，每个
孩子都至少能参加一个社团，我们
学校每周五下午全部不上课，由校
外请的专业老师授课，每天中午由
学校老师带孩子去开展社团活动。”

“代理家长”送温暖
留守儿童展笑颜

本报讯 （记者 朱 红）“六
一”儿童节前夕，5 月 25 日下
午，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志愿者
来到顺河街街道五一路社区看望
患血友病的儿童常展贺。

常展贺如今在许慎小学上六
年级。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
庭中，因为患有先天性的血友
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在他一
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他们母子。
常展贺的母亲陈女士原来在农村
信用社上班，由于需要照顾儿
子，现已无法上班。市建设工程
交易中心主任杜明娟与五一路社
区主任李爱红沟通后，了解到常

展贺的家庭特殊困难情况，决定
看望常展贺。

由于常展贺的母亲陈女士去
郑州为他买特效药，记者并没有
见到陈女士。这次市建设工程交
易中心志愿者为常展贺带去了一
些学习用品、课外阅读书籍、小
食品等，还有 500 元现金，同时
鼓励他好好学习，勇敢面对生活
中的不幸，勇敢战胜病魔。杜明
娟表示，在春节期间，他们也去
看望了常展贺，并给他送去了米
面油及 1000 元现金。“我们将尽
力对常展贺进行长期帮扶。”杜明
娟说。

“六一”儿童节前夕
志愿者看望患病儿童

5月26日上午9时，记者跟随市慈善总会，一行来到源汇区问十
乡宁庄村小学，开展“慈善进基层 圆梦微心愿”活动。据市慈善总会
办公室主任卢婕介绍，本次活动，漯河东方关爱基金不仅向孩子们捐
赠了图书、文具盒、书包等用品，而且还给孩子们建立了图书阅览
室。 本报记者 郝河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