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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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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印迹

下期预告

2012 年 3 月 17 日至 18 日，时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来到河南省漯河市视察。在两天
的视察中，温家宝总理深入临颍县、
舞阳县，到田间地头，入科研院所，
察麦田、问科技、访农家、话农事，
先后三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农村干
部群众、农业科技人员、省市县党政
领导干部面对面，倾听民情、细问

“三农”、了解中原经济区建设有关情
况。

温总理视察市农科院

近日，记者在市农科院采访时，
这里的干部、职工回忆温家宝总理视
察农科院的情形时，就像昨天发生的
事，仍然能记得温总理的一颦一笑、
一言一语。

市农科院院长张运栋当时是副院
长，他全程参与了温总理在市农科院
视察时的接待工作。回忆起当时的情
况，张运栋仍然很是激动，他说：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温总理会来，这
充分表明了国家对农业发展和咱基层

农业科技人员的重视。”
张运栋记得温总理下车后，直接

来到市农科院实验楼。在品质分析实
验室和分子育种实验室，温总理向工
作人员询问了有关实验检测工作情
况，并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面筋检测实
验。随后，总理又来到位于办公楼二
楼的河南省农作物展室参观。

张运栋说，温总理当时提到“在
实验室看到的实验设备和仪器很多，
要让这些设备和仪器真正在基层发挥
作用”，这不仅是对我市农业科技的
肯定，更对农业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张仙美是市农科院总农艺师、研
究员，河南省优秀专家，从事农作物
新品种培育工作已 30 多年。温总理
视察时，张仙美负责河南省农作物新
品种展示厅的有关准备和接待工作。

“自己培育的品种能够参加全省
新品种展示，并且在自己参与组织的
展示厅里接待温总理，那种感觉无比
激动，也无比自豪！”张仙美告诉记
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农作物新品种
培育的科研人员，在温总理来漯河视
察时，她最受鼓舞的就是总理提出的

“发展现代农业，科技这条腿一定要
硬起来”，这也让全院干部、职工备
受鼓舞。

农业科技创佳绩

面对温总理的殷切期盼，进一步
增强了市农科院做好农业科技工作的
信心。2012年以来，该院以温总理视
察农科院为契机，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我市农业发展
大局，认真实施“科技立院、创新强
院、人才兴院”战略，结合工作实
际，统筹规划、科学部署，在科技创
新、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三农”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记者了解，2012年以来，市农
科院获各级各类科技成果奖共 22
项，其中，获省级奖 13 项，获得国
家新型实用专利9项，审定颁布了地
方标准栽培技术规程9项，发表论文
158篇，每年争取和承担省部级科技
项目 10 余项，先后选育农作物新品
种12个，其中国审品种6个，选育的
红薯新品种漯紫薯1号是我省第一个

通过国家级鉴定的紫薯新品种，填补
了我省该领域的空白。科研实力在全
省农科系统处于领先水平。“漯”字
牌小麦、玉米、芝麻等优良农作物新
品种在豫、苏、皖、冀、鄂等省累计
推广面积7000多万亩，增产粮食3.5
亿公斤。

近年来，市农科院先后荣获全省
农业科研系统先进单位、“漯河市服
务‘三农’工作先进单位”、“2014年
漯河市直单位领导班子综合考核三等
奖”、“党的基层建设先进单位”、“
省、市级卫生先进单位”等 17 项荣
誉称号。

村民们收到温总理回信

近日，记者来到舞阳县莲花镇韩
寨村采访了韩记栓老人。今年已经
78 岁的韩记栓老人身体非常硬朗，
走进他的家里，墙上悬挂着与温总理
的合影。

说起当时的场景，老人还历历在
目。“当时是下午两点多，我就坐在
温总理的右手边，总理第一句话就问
我贵姓和年龄。得知我已经 74 岁，
还称呼我为老哥。”想到一个十几亿
人口的大国总理，对自己称兄道弟，
韩记栓老人就非常的激动。在激动之
余，老人还不忘跟温总理拉家常，聊
村里乡亲们生活的变化。

看到眼前的温总理比电视上的
瘦，韩记栓老人就情不自禁地说了一
句：“总理，你瘦了。”同村的村民马
毛接了一句：“总理瘦了，群众胖
了。”韩记栓老人回忆，当时自己已
经在家吃过饭，而温总理从邻村来到
自己村直到离开时都没有吃过一口
饭。

“所以我第一眼看到温总理时就
感觉他瘦了，才有感情地说出一段动
情的话。”韩记栓回忆当时说完这句
话后，现场响起一片掌声。同在现场
的村民刘汉业还告诉温总理，政府给
自己的母亲发了一个领取养老金的小
本，老人很激动，向总理表示感谢。
总理听完村民的话后，说这本子里有
钱了，老人就可以有钱花了。但是这
本子里的钱还不多，我们还得努力，
让里面的钱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总理上车离开前，还拉着我的
手说，老哥，你要保重身体，我祝你
长命百岁。有机会我再回来看你。”
韩记栓说。

2012年5月份，距温总理来韩寨
村视察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不少村民
在想念温总理的同时，希望给温总理
写封信汇报一下村里的夏粮的收获情
况，盼望温总理在百忙之中能再回到

村里看一看。韩记栓当时作为村里为
数不多的文化人，大家伙一致同意推
荐他代笔写信。

“2012 年5月27日开始给温总理
写信，当时大伙儿围坐在一起，你一
言我一语地给总理‘捎话’。韩记栓
就在一旁边听边记，草稿写了一遍又
一遍。大伙儿总觉得给总理有说不完
的话，这封信先后写了七遍。6 月 3
日，给温总理的书信最终写好。”韩
寨村党支部书记韩红回忆说。

“请河南省转告韩寨村乡亲们，
来信收悉，得知小麦喜获丰收，十分
高兴，衷心祝愿大家日子越过越
好！”2012年6月13日，温总理对韩
寨村村民的这封来信作出批示。相关
领导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到韩寨
村里，将温总理的美好祝福和殷切希
望传达给村民，村内一派欢腾。

村民生活越来越富裕

转眼四年已经过去，韩记栓老人
的家里虽然简单朴素，但已经“四世
同堂”，一大家人生活得幸福美满。
村里越来越干净漂亮，村民们的生活
也渐渐富裕起来。“我们老一辈人，
都是一点一点儿看着村子在变化。以
前住的都是草房，路上只要一下雨都
是泥，根本没法走。”韩记栓老人回
忆前几年，家里条件差不多的才盖平
房，拖拉机很值钱，村里有汽车的村
民也很少。现在走在韩寨村里，每条
路都是铺的水泥路，在文化广场上还
有健身器材。在村里转一圈，就会发
现大多数村民盖的都是两层楼。村里
的汽车现在至少也有30辆。

尽管韩记栓老人已经 78 岁，但
是他和老伴经常下地干农活。“我家
的8亩地，一直都是自己在种。以前
粮食也打得少，一亩地最高也就800
斤。除去交的粮食，刚够家里人吃。
现在雨水充足的情况下，能达到1300
斤，多的还能卖成钱。”韩记栓说。

“现在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村里
不少孩子都外出上学或者打工，许多
地都流转给别人了。50 岁以上的村
民都留着地自己种，收获粮食的同时
锻炼身体。一些家里夫妻两个人都外
出打工，虽说现在工厂经济效益不景
气，但是至少每月也能挣几千块钱供
全家人生活。就连每逢集会，集会上
卖衣服的商贩都说我们韩寨村村民的
收入高。500元一件的羽绒服，在其
他村里大家都嫌贵，在我们这一天能
卖 8 件。”韩记栓笑着说，村里的一
系列变化，都是得益于党的政策好，
让村民得到实惠，腰包也就自然而然
的鼓了起来。

忆难忘经历 创优异成绩

2012 年 9 月 19 日上午，漯
河开源景区受降纪念广场项目
奠基仪式举行。我市作为抗日
战争胜利15个受降点之一，是
当年全国唯一一个建受降亭的
地方。

为了铭记这一重大历史事
件，源汇区在河上街古镇重修
受降亭、建设受降纪念广场。
受降纪念广场总占地面积1.2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000 平方
米，包括受降亭、抗战胜利纪
念馆、纪念广场、受降广场牌
楼等。受降纪念广场建成后，
将成为民众纪念抗战胜利、了
解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
圣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
败投降。当年为了铭记历史，
教育子孙后代勿忘国耻、发愤
图强，漯河民众自发捐建受降

亭。1948 年，受降亭在战火中
毁坏，4块受降碑仅存一块主碑
和大半块残碑。此后，历经历
史变迁，受降亭逐渐淡出人们
的记忆。

1982年，4块石碑中最为重
要的“受降碑”和“建亭记
碑”，被当地文化部门找回并保
存在源汇区文化馆内。2003 年
12 月，源汇区政府成立了受降
亭筹建委员会。

2014年5月1日上午，在开
源景区河上街古镇，重建受降
亭落成典礼隆重举行。“为尊重
历史原貌，新受降亭、亭内石
碑尽可能按照原有记载资料中
描述的形式修建。”承担重建受
降纪念广场的开源集团董事长
林东风介绍说，重建后的受降
亭从地平线到亭顶19.45米，寓
意纪念 1945 年抗战胜利；从地
平面到亭子有八大台阶，每一
大台阶有4个小台阶，象征全民
族抗战经历了8年岁月；碑文也
按照原碑文内容，正面仿刻原
有“受降亭”，其他几面碑文分
别为“攘夷颂”、“建亭记”、

“刘司令长官受降记”。
近日，记者来到受降纪念

广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登上
受降亭观看石碑，并合影留
念。“我们专门带着亲戚来逛
逛，顺便让孩子观看一下受降
亭，让孩子牢记历史，珍惜今
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市民
刘新伟告诉记者。

正能量原是物理学的术
语，2012 年数十位中国草根
火炬手远渡重洋，在大西洋
彼岸参与2012伦敦奥运火炬
传递活动。公众认为这些火
炬手身上所绽放出来的“正
能量”，能够促使社会风气向
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前行。7

月初网友们在微博上进行
“集中点燃奥运火炬”网络活
动，一句名为“点燃正能量”
的励志口号迅速蹿红。“正能
量”也被赋予全新的诠释：一
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
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
幸福的动力和感情。

正能量

一、1月5日，2012中国欢乐健康游河南首游式暨中原人
游中原活动在沙澧河风景区启动。

二、2月27日，我市喜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三、6 月 22 日，“双汇杯”2012 世界女排大奖赛 （漯河

站）举行。巴西队获冠军，中国队获亚军。
四、10月15日，电影《安监局长》放映式在市人民会堂

隆重举行。

2012年大事记

受降纪念广场项目奠基

当年热词

人物小史

薛付喜，1946 年生于河南
省舞阳县莲花镇薛寨村，1963
年毕业于舞阳二中，1971 年入
党，1964 年任薛寨村的大队团
支部书记，2005 年从莲花镇政
府退休。尽管只有中专文凭，
但在退休后的11年里，薛付喜
一边种地，一边进行业余创
作，把自己几十年所见所闻记
录下来。2005 年开始编写 《薛
寨村志》。2012年6月，和同村
朋友薛自芳创作完成 《舞阳
颂》，2016年创作了长诗《漯河
颂》。经舞阳县委宣传部上报市
委宣传部，2016 年 1 月，薛付
喜被评为漯河市“十佳市民”。

舞阳县莲花镇薛寨村的薛付
喜，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喜欢将
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且创
作了不少作品。

编写《薛寨村志》

2005 年，退休后的薛付喜看到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都离开村庄外出
工作，对自己的长辈、村子的历史
和一些人物的事迹并不了解，他便
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编写村志。

为了详细掌握村里的资料，薛

付喜从构思、采访、入户调查和编
写一步一步慢慢开展。为了摸清薛
氏渊源，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薛付
喜翻看了许多书刊，走访村民，跑
遍了舞阳薛姓居住较集中的六个村
庄，寻觅祖先遗迹、碑刻、婚丧嫁
娶礼仪和方言民谣等。白天薛付喜
去村里高龄老人的家里，听老人讲
筑寨抗匪的事迹及薛氏家谱，晚上
就在家里画草图、写初稿。

考虑到村志的严谨性，画“农
户旧址图”和“薛寨农户现状图”
时，薛付喜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根据自己儿时记忆与访问情况，按
比例绘制。“编写其中的薛氏家谱
时，我走访了村里的每一户姓薛的
人家。在聊天中摸清每户上至五六
辈人的生卒年月。”薛付喜说。

初稿完成后，薛付喜委托当地
学校的老师打印成册，并交给村里
有文化、在外工作的人进行修改。
经过大家的修改后，再印制成书。
村民们看到后，都纷纷表示要把

《薛寨村志》传承下去，特别是祖先
筑寨抗匪的精神，应该代代相传。

记者翻开薛付喜家里的 《薛寨
村志》，书中共有十二章、五十五
节，记录了薛氏迁舞六百年大事
记、政区改革、薛氏渊源及舞阳薛
氏血缘关系、历史遗迹传说和薛寨
家谱全集等。记者了解到，《薛寨村
志》 编写成书时，正赶上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县文化馆一行
六人来到薛寨进行调研，决定把

《薛寨村志》作为河南省漯河市舞阳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之一收
藏。

和他人一起创作《舞阳颂》

2012 年 6 月，薛付喜和村民薛
自芳创作的 2800 字 《舞阳颂》 完
成。为了便于保存和阅读，薛付喜
还用毛笔书写成小楷长卷，粘贴在
家中的墙上。仔细阅读《舞阳颂》，
字里行间涵盖了舞阳县的风土人
情。远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人物、历
史典故，近到舞阳县的变迁、发
展，以及温总理视察舞阳、农村人
享受社保和五保户受到照顾的情
况，甚至连邮政业、交通业、农业
等方面的变迁、发展也概括了进去。

薛付喜回忆道：“2012年3月17
日，温家宝总理来到舞阳视察。激
发了我和同村朋友薛自芳的创作灵
感，就商量着准备写写舞阳的变
化。”

一星期后，《舞阳颂》的草稿就
写了出来。为了让草稿的句子更加
通顺押韵，白天忙完农活，晚上薛
付喜和薛自芳就在一起研究。他们
俩前后修改了四五遍，才觉得满
意。薛付喜用毛笔工整书写成长
卷，交给舞阳县委老干部局作为

“七一”献礼。

不用扬鞭自奋蹄

如今已经70岁的薛付喜，从来
没有停下过手中的笔，而是更加努
力地创作。在他的家中，除了整箱
的手稿和书籍，还有一本厚厚的书
籍《守望》。

2009年到2015年，薛付喜怀着
对家乡的热爱、对古今英雄的敬仰
之情，对民间曲艺唱词等收集整
理，编写出 《守望》 一书。全书约
14万字，共分十章、五十一节，记
载着他自己十几年的创作成果。除
了单独成册的《薛寨村志》，里面还
收录有 《舞阳颂》、《成语接龙》、

《识字挂历》、《贤言絮语》、《华夏文
明传承歌》和《二十四孝》等。

记者仔细翻看书中的每一页，
发现其字体不同于其他书籍。“因为
复印这一本书，需要不少的钱。我
自己也不会电脑打字，所以就用毛
笔抄写全部内容，花费了半年的时
间。”薛付喜拿着书感慨地说。后来
舞阳县委宣传部上报市委宣传部，
2016 年 1 月，他被评为“十佳市
民”。

薛付喜家中的墙上，除了悬挂
着《舞阳颂》，还有一篇手抄《漯河
颂》。“漯河在创建文明城市时发生
的变化，让我看到老百姓的生活变
得越来越好，所以创作了长诗 《漯
河颂》。”薛付喜从2016年1月份到8
月 份 ， 写 出 了 3800 字 的 《漯 河
颂》。长诗从历史、地理、城市发展
等几个方面，写出漯河的发展和变
迁。怀着对漯河未来的美好期盼，
薛付喜希望将来能再写几篇歌颂漯
河的诗篇。

薛付喜：坚守农村文化阵地

2013年1月28日上午11点29分，漯河市纪委开通的新浪官方微博“清风漯河”一上线，立即引起我市
网友的关注。在2013年的河南省政务微博培训班上，“清风漯河”被评为2013上半年河南省十大政务微博，
并作为优秀政务微博代表参加“微政道”圆桌会议并发言。

截至2016年10月25日上午11点03分，“清风漯河”的“粉丝”量已经突破239万。

薛付喜向记者介绍《舞阳颂》。

2012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市农科院。

2012年9月20日《漯河日
报》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