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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8月17日，《漯河
内陆特区报》刊登的的士降价
消息。

召陵区青年镇冷饭村，有一位
退休老教师，虽然她已经退休多
年，可是村里人提起她无人不竖大
拇指，“徐老师可是个好老师，村里
很多年轻人都是她教出来的。”

村民口中的这位好老师，叫徐
小青，今年64岁。从1982年起直到
退休，她一直坚守在冷饭村小学，
那是一个没有围墙，只有六七间漏
雨教室的乡村小学，1999年，徐小
青和她的这所乡村小学被报道后，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彼时
的乡村教育环境下，徐小青不忘教

书育人的理想信念，为一个个乡村
孩子点亮了前行的明灯。

乡村小学响起“凤凰琴”

电影 《凤凰琴》 讲述了在偏远
的山区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张英
子，她被山区艰苦的教学条件所震
惊。老校长每天给几十个学生娃娃
做饭，仅有的两位教师不仅上课，
还要天天接送学生……

在召陵区青年镇冷饭村也有一
个“凤凰琴”的故事，故事的主人
公就是徐小青老师，一位朴实的农
家妇女，自从 1982 年嫁到冷饭村，
她就把自己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冷饭
村小学。

冷饭村小学是一个没有围墙的
乡村小学校，只有六七间漏雨的破
教室里坐着全村人的“希望”。1999
年 3 月份，记者来到学校采访时，
教室房门上的木板已是七零八落，
有一道门就只剩下门框了，教室的
地面坑洼不平，厚厚的尘土差不多
没过脚脖儿，学生的课桌是一溜儿
高一些的长条凳，椅子是矮一些的
长条凳，有些凳子的腿断了，就干
脆用砖支起来，所谓的黑板是用水
泥在墙上抹出一块一米见方的平
面，再刷上些黑油漆。

“村里不能没有学校啊”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教学条件
下，学校老师走马灯似的来了又
走，像候鸟一样的留不住，而徐小
青坚持了下来，她总是希望让老师
们安心地留下来，和她一起把学生
教好，可事实证明了她的努力是徒
劳的，那里的环境太苦了，连个坐
的地方都没有，想喝杯水就更困难
了，老师们只好怅然地走了，后来
学校就剩徐小青老师一人。她相
信，还会有老师来的，学校会好起
来的。看到这些黑眉黑眼的孩子，
她就该把工作干好，门上的木板掉
了，徐小青就自己动手钉，教室的
地面本来就坑洼不平，下了雨学生
脚上又会带来不少泥，徐小青就拿
来铁锹把土都铲出去，到了冬天，
她会及早地带着学生把窗子堵上。

多年后，徐小青接受记者采访

时，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幕，她说：
“苦是肯定的，不过没有人愿意来我
们这儿，只有我在这儿了，村里不
能没有学校啊，那样的话孩子们上
学会不方便。”

舍不得退休

后来，冷饭村小学的教学条件
稍微得到了一点改善，破败的瓦房
被改建成了几间平房，随着乡村教
育环境的变化，冷饭村小学逐步和
一公里外的田庄小学合并，班级越
来越少，只剩下了一年级和二年
级，可是徐小青依然没有离开，一
直干到了2009年退休。

“前前后后在冷饭村小学干了27
年，退休那一刻还真有点不舍。”徐
小青说，随着她的离开，学校也是
每况愈下，后来冷饭村小学的一年
级和二年级也合并到田庄小学，学
校便不复存在。

“虽然有点不舍，但这也是现
实，没办法啊！”徐小青说，虽然学
校没了，但是她对自己当了一辈子
教师还是很自豪，“刚当老师那会儿
每月工资也就是三五块钱，后来涨
到了每月十二块钱，现在我每月的
退休工资有 3000 多块钱。”徐小青
说，“就这很满意了，看着自己教出
来的学生个个都有出息了，自己也
就很欣慰了。”

徐小青：扎根偏僻乡村小学27年

人物小史

徐小青，女，1982年嫁到漯河
市召陵区青年镇冷饭村，并任职于
冷饭村小学。直到2009年退休，她
把自己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当时教学
条件极其艰苦的冷饭村小学。提及
徐小青，村里人无人不竖起大拇指。

1999年，徐小青和冷饭村小学
被经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而她不忘教书育人的理想
信念，为一个个乡村孩子点亮了前
行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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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24日~26日、7月3日~4日，沙河、澧河、颍河流域大面积普降大雨和暴雨，沙澧河上游水库
不断泄洪，给我市舞阳县、郾城县、临颍县、源汇区和市区带来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2000年6月26日，漯河市遭遇澧河最高流量达到每秒2480立方米，超过保证水位1.02米；泥河洼首次进
洪，11个小时里进洪量达2720万立方米。7月14日，“6·26”洪水过后仅8天，一场更大的洪水向漯河袭来。
7月15日，澧河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漯河出租车起步价降价，
这样的好事还真发生过。1999
年 8 月 15 日起，经市物价局批
准，我市的士价格面的 （如昌
河） 起步价将由原来的3公里5
元降至 4 元，车公里租价由原
来的 1 公里 1.2 元降至 1 元；轿
的 （车价10万元以上，如桑塔
纳）起步价为3公里5元，车公
里租价1公里1元。这次运价调
整也是我市出租车行业发展史
上唯一的一次降价。

1999 年的漯河出租车市场
车辆分为面的和轿的，面的车
有昌河、长安，轿的有夏利、
富康、桑塔纳，“车的档次不一
样，乘车价格肯定也不一样，
这次调价拉开了各个档次车的
运价，供市民有不同的选择。”
出租车司机老张已经开了18年
出租车，这些年来，漯河出租
车每次调价他都经历过。

漯河出租车的运营价格虽

然在1999年降了，但是好景不
长，2000 年 10 月 1 日起，面的
起步价又恢复到了 3 公里 5 元，
轿的起步价也进行了调整。这
次调价的不仅有出租车，公交
车票价也调整为六站以内每人1
元，六站以外每人1.5元。

2005年8月5日，市发改委
再次发文，对我市出租汽车价
格进行调整，此次调整起步价
不变，保持每 2 公里 （含 2 公
里） 3 元，但运行 2 公里之后，
每行进 300 米 0.5 元，600 米 1
元，1000米1.5元。此次调价给
出的原因是2004年以来，由于
出租汽车燃油价格连续上涨，
大大提高了城市出租汽车运营
成本，考虑到城市居民承受能
力，才进行了调价。

2009 年 4 月 28 日，我市出
租车运价再次做出调整。市发
改委出台了一个关于漯河市出
租车加收燃油附加费的通知，
出租车起步价仍为3元（含2公
里），运价仍为每公里 1.5 元，
单次乘车加收1元燃油附加费。

这 次 涨 价 曾 引 来 许 多 争
议，直到2013年，市发改委召
开听证会，再次对出租车运价
做出调整时，这 1 元燃油附加
费被取消。

每一次出租车调价，背后
都是一次利益博弈。近两年
来，随着网约车的兴起，出租
车行业改革的呼声也很高，而
出租车未来究竟发展趋势如
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变绿了，变亮了，变美了！”
“变得有秩序了，变得有内涵

了，变得更文明了！”
对于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市

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和创建全国卫生城市，
让咱老百姓品尝到了幸福的果实。

漯河人民对文明生活的向往一
刻都没有停止过。20 世纪 90 年代，
漯河人就立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并于 1999 年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先进城市”的称号，是我市建市
以来获得的最高城市荣誉。

回顾当年走过的创建之路，关
键就是要使文明成为广大市民的自
觉行动，能够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这样，文明才会深深扎根在这
片土壤上，并且开枝散叶。

城市呼唤文明
文明提升城市

1996 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
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
决议》，第一次把文明城市与文明村
镇、文明行业并称为“三大”群众
性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写进党
的《决议》，引起各级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成为全国
各地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
抓手，全国迅速掀起了以创建文明
城市为龙头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
活动热潮。

1998 年，中央文明委发文要在
1999 年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前夕表彰
首批“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
城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漯河
拉开了文明城市创建的序幕。

除了时代背景以外，城市的发
展也迫切需要漯河进行文明创建。

当时，漯河作为一个新建的省
辖市，城市发展还很落后，与全省
先进城市差距还很大。基础差、底
子薄的现实问题决定了漯河经济建
设的硬件优势不多。在这样的现实
条件下，靠什么实现“赶超”？

要靠坚持不懈地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致力于提高人的素质，使之
产生内聚力，增强竞争力，进而为
经济建设提供动力。特别是 1996 年
以来，我市在实现建省辖市之初，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三年小变，
五年中变，十年大变”的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后，又确立了“创建文明
城市，优化城市环境，带动区域经
济快速崛起，再造新优势”的发展
思路，及时推出了创建卫生城、园
林城、文明城等一系列重大举措，

进一步加快了我市经济发展速度，
推动了科技、文化、卫生、教育等
社会事业的发展，形成了两个文明
相互促进、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的
态势。

共建共创
众人拾柴火焰高

从 1998 年开始，沙澧大地掀起
了一场争创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
城市的热潮。从城市到乡村，从大
街到小巷，从机关单位到普通市民
之家，处处可见文明创建的身影。

“当时漯河之所以提出要创建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城市，除了时
代背景等因素以外，重要的一点是
漯河当时也有创建基础，就是我们
在全省开展的城市创‘三优’（优美
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 活动
中名列前茅。”当年参与到创建的人
员向记者回忆说，当时市文明办仅
有 4 名工作人员，为了能够成功创
建，市委、市政府抽调城建、工
商、卫生、文化、交警、教育等部
门人员成立指挥部，每季度开一次
协调会，解决当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说实话，当时搞创建，市政府
拨付的财政资金很有限，但当时各

个部门意见都很统一，决心很大，
市民们也很拥护，可谓是全民参
战。”市文明办副调研员赵海昌参与
了整个创建过程，他说，当时为了
创建，全市上下主要开展了几项全
民参与的重要活动。首先就是在全
市各个学校建立文明市民学校，通
过小手拉大手的活动，多渠道、多
层次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让广大市
民从思想上提高对创建的认识，调
动广大居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创城
工作中来。创建人员深入到学校，
让学生家长和学生共上文明素质
课，后来这项活动又延伸到个体工
商户、医院，由工商人员带动个体
工商户，由医院医生带动病患者及
其家属，由交警带动行人和司机，
基本上是全面开花，推动各个行业
的人员不断提升文明素质。

在城市建设方面，当时创建指
挥部对全市的夜市摊点进行了规
范，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拆墙透
绿”工程，还围绕“沿河治污、净
化空气、爱绿护绿、树立新风”四
个重点，实施“绿色长廊工程”和

“大树进城工程”，打造靓丽的城市
风景带。在道路建设和交通秩序治
理方面，实施路长责任制，市大班
子领导亲自分包路段，对各自分包
路段严格对照创建标准逐条落实。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时
间的创建，1999 年 9 月 16 日，在全
国表彰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电视电话
会议上，我市被评为“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先进城市”，市领导赴北京接
受中央领导的授牌。

超越自我
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记者在回访当年参与创建的人
员时，在他们看来，漯河通过创建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城市，不仅
是一个超越自我的“蝶变”过程，
也是一次“补齐短板”“内外兼修”
的主动冲刺。

“通过一年的创建，最起码城市
环境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

‘脏’‘乱’‘差’现象得到了有效治
理。”几名创建人员说，其次就是城
市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市会展中
心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开始谋划建
设；第三个改变就是城市管理水平
得到了提升，城市有人去管了；第
四个就是完善了市场建设，规范集
中管理了夜市摊群；第五个就是市
民素质得到了提升，闯红灯的人少
了，践踏草坪的人少了，损坏公共
财物的人也少了……

“文明城市创建要靠大家努力，
创建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利用文明
城市创建来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
把道路修好、环境卫生搞好，百姓
在文明城市创建中不仅是最好的支
持者，也是最终的受益者，所以创
城必须走群众路线。”当时负责创建
的有关人员说，创建是加快发展之
策、优化环境之需、更是惠泽民生
之举。

持续发力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当然，漯河被命名为“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先进城市”，只是漯河人
追求文明幸福生活的一个起点，十
几年来，漯河人在创建文明城市的
道路上从未停止过脚步，驰而不
息，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任接着一任干，文明城市建设永
远在路上。

2007 年，漯河市委、市政府从
漯河创建工作的实际出发，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为总牵，全国卫生城
市、全国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
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五城同
创’，有效整合人力、财力资源，统
一规划协调，优势互补，相互依
托、相互促进，配合联动，形成创
建合力。统筹规划和实施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加强城市建设和综合整治，着力完
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品位，营造
良好的城市人文环境、发展环境、
居住环境，树立城市良好形象，提
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漯河于
当年便跨入了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先进市的行列。经过4年多的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漯河又获得了”河
南省文明城市”的殊荣。

2012 年 12 月 7 日，我市又召开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动员大会，拉开
了“创卫”工作的序幕。

2015 年 2 月 28 日，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
大会在北京举行，隆重表彰了第四
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典型，漯河市喜获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

后来，漯河市委、市政府又召
开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
市攻坚动员大会，漯河人民追求文
明城市的脚步又迈向了一个新高度。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每一个
漯河人矢志追求的幸福梦想，是一
场永不停歇的幸福接力，是一段永
无止境的提升过程。

创文明城市 建美丽漯河

1999 年 9 月 18 日中国国务
院修订发布 《全国年节及纪念
日放假办法》，规定春节、劳动
节、国庆节和新年为“全体公
民假日”，其中春节、劳动节和
国庆节为三天，元旦为一天，
还规定这四个属于“全体公民
假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
日，应当在工作日补假。

1999 年国庆第一个“黄金
周”，全国出游人数达2800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长
假制度也被视为是拉动内需、
促进消费的一大举措。

2000 年国庆放假开始，对
国庆、春节和劳动节的休假时
间进行了统一调整，移动节日
前后的两个周末 4 天和法定假
期3天集中休假，共计7天。自
实行这种休假制度以后，每逢
这三个节日的休假称为“长
假”，通常前面冠以节日名称。

黄金周

一、1月27日，漯驻（漯河—驻马店）高速公路郾城段全
面开工。

二、4月20日，源汇区干河陈乡实行农民退休制。
三、4月28日，漯河市政府网站正式开通。
四、9月1日，漯河市换发全国统一房权证。
五、11月15日，我市县级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正式实施。

1999年大事记

运价不断调整 改革永不停歇

徐小青将当年本报刊发她的报
道装裱起来，一直挂在家里。

《漯河内陆特区报》1999年3月
25日三版。

伴随着城市文明的进步伴随着城市文明的进步，，漯河城市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漯河城市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