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出口食品取消包装检验了
本报讯 (记者于晓霞

通讯员赵英良) 记者昨日从
南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
悉，根据质检总局规定，出入
境检验检疫部门即日起不再
对进出口食品包装进行事前

监管。
据了解，2016 年上半

年，南阳市出口食品 3000
余批， 出口食品包装报检
92 批次、186 万件。 上述
改革措施的实施将惠及南

阳 90 家出口食品企业和
出口食品包装企业， 提高
出口食品通关效率， 降低
通关成本， 进一步强化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的主体责
任。 ③1

读者推荐实事 唐河友兰湿地公园暨纪念馆落成
2011 年 11 月 14 日，

友兰湿地公园暨纪念馆落
成典礼举行，友兰湿地公园
总占地面积 1800 亩， 划分

为文化旅游区、 休闲活动
区、生态景观区、滨河休闲
区 4 个区域，是一个集湿地
生态和厚重人文于一体的

旅游新区。 投资 2000 余万
元建设的冯友兰纪念馆，全
面展示了一代哲学泰斗的
生平事迹。 ③4

“民生实事推展评” 投票正
在火热进行中， 欢迎您的参与。
投票方式：读者可搜索“南阳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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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华 兴

八旬老人省吃俭用 10 年，捐资修桥铺路———

“路好走了，我心里就踏实”

平时过日子，她省吃俭用
崔明蓝老人膝下有六个子女，

如今儿孙满堂，正是安享天伦之乐
的时候。 然而自 12 年前老伴儿离
世后， 崔明蓝老人就一个人独居，
不仅做饭、 干家务都自己动手，还
不忘关心村里大事。

兰玉沟村（属青华镇）和张李
庄村（属陆营镇）之间有一条长 1
公里多的路，这段路中还包含了两
座木板小桥，是张李庄的孩子们到
兰玉沟村小学的必经之路。因年久
未修，这条路坑坑洼洼，下雨后更

是泥泞难行。 崔明蓝老人看在眼
里，就萌生了修路的念头。

为了攒钱修路，崔明蓝把子女
们给她的零用钱，加上每月政府发
的 60 元养老补助， 都一点一滴地
存起来。“老一辈人过惯了苦日子，
特别节省，崔明蓝算是‘楷模’了。”
村里一位老人说，崔明蓝生活很节
俭，晚上舍不得用电，天热时就把
床搬在院子里， 连蚊帐都舍不得
买。听说崔明蓝老人要拿出一大笔
钱来修路，乡邻们都觉得意外。

修桥铺路时，却“挥金如土”
当崔明蓝将自己修路的想法

向几位同村老人提起时，老人们都
说，修路可要很大一笔钱，一个人
可应付不了。崔明蓝又专门询问村
里的泥水师傅，了解到修桥铺路估
计得五万多块钱。

“以前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只
好作罢。现在我已经攒了 10 年，差
不多够了。 ”虽然子女们对老人捐
钱修路抱有不同的看法，崔明蓝却
态度坚决地说，“我都到这把年纪

了，留着钱有什么用。 以前村里有
钱的人修桥铺路， 那就是做善事。
现在力所能及了，我也要为村里做
点实事。 ”

下定决心的崔明蓝，跑到村委
会商量捐资修路的事。“这可是大
好事，我们完全支持，有问题都尽
可能帮她解决。 ”村党支部书记华
元喜说，从前也有村里人做生意成
功的，个人出资修路，像 86 岁的老
太太有这般动静的，当真是少见！

修路保平安，心里也踏实
从今年 3 月初开始，经过两个

多月的努力，修桥铺路工程终于完
工。 很多修路师傅都表示，这段路
他们不打算挣钱，只收点基本的人
工费和材料费，“老人家有这样修
路的义举，值得赞扬。 ”

“动工那段时间， 老人每天都
要过去张望张望， 给泥水师傅送
烟、送水，修这路她真是费了不少
心思。”华元喜说，老人曾多次叮嘱
修路师傅们要把路造好。

当天下午， 记者跟随崔明蓝老
人去看看那条新修成的路。“看见路

好走了，我心里也踏实、高兴。 ”听说
要采访她， 崔明蓝连连说做这么点
小事，实在不值一提。 那条路离崔明
蓝老人家并不近， 记者看到，1公里
长的平坦小路加上两座新砌的水泥
小桥，宛如美画一般。 ③4

“河南好人”阮庆华：

七旬儿悉心伺候百岁娘
阮庆华，社旗县下洼镇

高庄村村民。 他年近七旬，
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守候在
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老母
亲病床前。 47 年的漫长岁
月，阮庆华用永不言弃的执
著和乐观，撑起一个家的希
望，也感动一方乡邻。

头发花白、有点驼背的

阮庆华每天最大的任务，就
是照顾 103 岁的失明老母
亲张爱卿的生活起居。 他
说：“她是俺妈， 她生俺养
俺，俺就得照顾她。 ”这些
年，不管农忙农闲，不管刮
风下雨，“照顾娘”， 成了阮
庆华活下去的理由和动力，
哪怕再穷，但“只要有俺一

口吃的，那一定先让娘吃”。
“要说三年五年，还行。

快 50 年了， 他一直都没有
抱怨过。 ”邻居伸出大拇指
称赞，“这样的好娃儿，难找
啊。 ”③4

本报“民生实事推展评”活动稳步推进———

倾心洒雨露 沛然润民生
□本报记者 刘力果 实习生 黄嘉巍

从过去五年的民生实事
来看， 都是直接关系到老百
姓的生活。 比如，就业、困难

群体救助、教育、医疗卫生、
环保等，包含多个方面，涉及
面非常广。 办好民生实事，

虽然不会像大工程、 大项目
那样吸引眼球， 但却真正让
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民生实事办好了 群众就会收获到幸福
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上班的赵先生说， 每一个人
对“幸福”的感知，其实非常
明确而具体： 柴米油盐酱醋
茶、衣食住行教医保，都是实

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民生实
事办好了，民众得到了实惠，
自然也就收获到了幸福。

网友“油菜花”留言说，
五年来南阳的变化非常大，

这些都是相关政府部门重
视民生工程的结果。 希望各
部门能继续保持这种为民
服务的态度， 让南阳更宜
居，百姓生活更幸福。

读者推荐实事 推出“人才新政 40 条”
2015 年 7 月， 市委、市

政府重磅出台《南阳市高层
次人才、 创新创业人才及团

队引进培养办法(试行)》，推
出了南阳历史上分量最重、
含金量最高、 吸引力最强的

“人才新政 40 条”。 人才新
政首次建立“5＋1”人才分
类机制。

核心提示

今年 86 岁的崔明蓝，是卧龙区青华镇一位普通的农村老
太。 别看她岁数大，却是村里有名的热心人，谁家有困难她都
乐意帮忙。 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们平安上学，崔明蓝 10 年来省
吃俭用，自费 4 万多元修了两座桥、铺了一条路。

本报记者 王维纲 摄提起这条路，老人有说不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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