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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哑”已经“乐不思蜀”
昨日一早，记者和荥阳慈善总会的徐冬来

到李焕周家中，李焕周把记者让进家门，在他
身边还站着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他就是

‘老哑’。”李焕周介绍说，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
的姓名，习惯性地称他为“老哑”。

李焕周说，为了调查“老哑”的身份，荥阳
市公安局派哑语老师跟他交流，可是“老哑”既
不会写字，也不识数，连哑语也不懂。

李焕周说他根据“老哑”的一些生活习惯
判断他是四川人。他说，“老哑”特别爱吃辣
椒，一看到大熊猫就高兴得呀呀直叫。

李焕周用手比划着，开玩笑要让“老哑”卷
铺盖回老家。“老哑”的脸立马变得很难看，生
气地用手比划着“说不回”。

“他不想回家了。”李焕周的妻子王花敏
说，他们原来也想送他回家，带他到火车站，指
着电子屏上的“上海”、“武汉”、“成都”等地址
问他，他都“说”是他老家。当记者问他为啥不
愿回家？“老哑”比划着说，在他 10多岁时，父
亲开拖拉机出了车祸，双腿从大腿处截了，母
亲离家出走，哥哥经常打他，他只好流浪在外。

每年第一碗水饺端给“老哑”吃
这份感情还得从1992年说起。那年春节

前，在外打工的李焕周回家准备过春节。走到
村口的公路边，见母亲正跟一个人说话，只见他
蓬头垢面，衣服破烂不堪，露出瘦骨嶙峋的身
体。李焕周和他一交流，发现他是哑巴，顿生怜
悯之心，母亲对他说：“让他跟我们回家吧。”

春节那天，第一碗饺子盛好，李母把它端到
年轻人面前说：“孩子，吃吧。”按照当地习惯，第
一碗水饺应当让给家中最可敬的人，从那年
起，李家每年第一碗水饺都是端给哑巴的。

李家的邻居朱林虎说，李母和李焕周都是
大好人，他是个孤儿，是李母养育大的。

“老哑”捐款万元谢谢好乡亲
“别看他聋哑，可他是有心的人。”李焕周

说，他自己琢磨会编篮子，看会了修自行车，学
会了养蜜蜂。

时常有乡邻说：“‘老哑’是流浪来的，你开着
车把他扔远点，让他回不来。”可李焕周不忍心。

“和他在一起，我心里就舒坦多了，因为我
们之间‘心有灵犀’。”李焕周说，2002年，“老
哑”因为与工友闹矛盾出走，他每天都魂不守
舍，整天骑着摩托车到街上到处散发名片找

“老哑”，直到2005年“老哑”回来。
“他现在已经40岁了，将来怎么办？”李焕

周有些担忧，有人建议说，帮他办个户口，给他
办个养老保险，申请个低保。需要办理收留公
证，今年 5月，李焕周和妻子与“老哑”一起来
到荥阳公证处。李焕周经常叮嘱儿女：“你们
一定要像对待我一样对待你哑叔叔。”

“老哑”听说分水岭村要修路时，主动捐出
了自己积攒下的一万元。昨日，他高兴地用手
比划着说，他养老有希望了，得谢谢李焕周和
乡邻，就利用这种方式来把爱心传递下去。

线索提供 徐冬 王智敏

企业闯进500强
请来明星谢员工

昨日下午，在巩义豫联工业园区内的露
天广场上，尽管寒风凛冽，天空还飘起了雪
花，可台上台下的15000多名演员和观众一
片欢腾，他们在庆祝巩义市最大的民营企业
——豫联能源集团，8年创下总资产、销售收
入“双百亿”，进入全国十大铝业行列，跻身中
国500强企业行列。企业邀请了韦唯、孙楠、
蒋大为、祖海、甘萍、屠洪刚、范军、于根艺、小
香玉等明星来表演以答谢员工。

在昨日的庆典活动中，巩义市委、市政府
对为豫联工业园区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功臣
进行了表彰。 晚报记者 周炜卿 文/图登封土地收购储备有高招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文权 郭建

本报讯 近日，不少县（市）的国土部门
前来登封学习土地收购储备经验，登封市土
地收购储备工作成效令他们大为赞赏。

据统计，2009年前 10个月，登封市已收
购储备土地 2100多亩。据了解，近年来，登
封市积极探索和完善土地收购储备办法和储
备运行体系，走出了一条符合登封实情的土
地收购储备新路子。“在较短时间内，登封市
就能把列入项目的土地收购储备好，这主要
是得益于在土地收购储备中，登封市实行政
府主导、部门协作、上下联动的良好机制，改
变了国土部门单打独斗的不利局面。登封的
经验确实值得更多的国土部门学习和推广。”
一位参观者总结说。

上街“创业促就业”见成效
□晚报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李林

本报讯 今年，上街区实施“以创业促就
业”战略，目前已帮助 413人创业，带动就业
1300多人。

上街区将扶持内容从原有的政策扶持、
资金扶持扩大到创业项目扶持、经营场地扶
持。在江南小镇欢乐街创业孵化基地内，通
过为餐饮、休闲、商务等创业者提供生产经营
场地、创业培训和落实小额担保贷款、场租补
贴、税费减免等服务，降低创业成本、减少经
营风险，从而帮助 50余人创业，带动就业人
数500余人。

新密农村小学校长郑州
挂职锻炼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陈玉峰

本报讯 为加强农村小学校长队伍建
设，提高新任小学校长的管理水平，新密市教
体局启动了农村小学校长赴郑州市名校挂职
锻炼活动。近日，第一批30名校长分赴郑州
挂职锻炼。

首批挂职锻炼的校长奔赴挂职学校后，
深入到学校的各个职能处室，通过看、问、听、
思，全面感受郑州知名小学的教学管理、新课
程改革等。

在郑师附小挂职的曲梁牛集小学的王丽
娟校长，她不仅了解了郑师附小先进的教学
管理，还从在该校挂职的一位新加坡的校长交
谈中，学到了新加坡学校善于培养学生创造
性思维的先进教育管理模式。

巩义21家食品企业建立
标准体系
□晚报记者 周炜卿

本报讯 为提高巩义市食品企业的质量
管理水平，该市质监局对食品企业原辅材料
采购、生产加工、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环节加
以指导。昨日，记者从巩义市质监局了解到，
目前已有21家食品企业建立了标准体系。

为了掌握食品企业有关情况，巩义质监
局抽出专门工作人员，到企业摸情况，按照饮
品、桶装水、面粉、糕点4类进行指导，通过一
系列措施帮助企业建立健全企业标准体系，
并登记建档，对缺少有关标准的，及时督促企
业制定完善。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胡云峰

本报讯 中牟姚家乡塑料大棚被大雪压
塌后，抢救出来的辣椒急于销售，但前来收购
的经销商却很少，延秋辣椒价格下落不少。

昨日，记者在姚家乡的田野里看到不少辣
椒塑料大棚被大雪压塌，为加快辣椒塑料大棚
抢修和辣椒采摘进度，防止辣椒受冻而腐烂，
不少椒农喊来了亲朋好友帮忙采摘，有的甚至

以每天30元的价格雇人帮忙。
“大雪过后，不少大棚的竹竿、塑料膜都不

能再用了，就像我这个大棚，损坏的东西更换下
来得2000多元。”一位正在抢修大棚的村民说。

据了解，姚家乡种植了近万亩塑料大棚辣
椒，是当地农民创收的主要途径之一，不久前
这些延秋辣椒才成熟，原来预计上市时间可以
延续到春节前后。“前一段时间，天气比较暖
和，辣椒长势非常好。下雪前，我们这里的辣

椒刚上市，经销商将辣椒一车车运往外地城
市，行情非常好，一公斤红辣椒卖到了 2~3.2
元，青辣椒每公斤在 1.6元左右。而现在大棚
被压塌了，我们只能一边清理被压塌的大棚，
一边卖辣椒，要不然损失会更大。”一位村民
说，现在价格下降了，红辣椒每公斤2元钱，青
辣椒每公斤只卖1元。现在由于道路不好走，
前来收购辣椒的外地经销商非常少，大批辣椒
运不出去。这场大雪，椒农损失很大。

10多年前，荥阳刘河镇
分水岭村的李焕周收留了一
位流浪的哑巴，10多年来，他
把哑巴当成兄弟一样对待，
为让哑巴老有所养，他到公
证处办理收留公证，要为哑
巴办户口，申请低保，办理养
老保险医保等，深受感动的
哑巴将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
来的一万元钱捐给村里修
路，以答谢这里的好乡亲。

晚报记者 姚辉常 文/图

中牟延秋辣椒贱卖了
大雪压塌大棚，抢救出来的辣椒急于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