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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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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朵朵开，新郑美啊美

巩义大峪沟镇表彰先进鼓士气
□晚报记者 周炜卿

近日，地处崇山峻岭的巩义大峪沟镇为表
彰先进，举办了一台别开生面的颁奖晚会，在
欢歌笑语中表彰了各条战线上涌现的“共产党
员十佳标兵”、“五好党支部”。

颁奖活动也搞得新颖别致，学生给老师颁
奖，妻子给丈夫颁奖，普通老百姓给自己的村
官颁奖。每位获奖者在领奖前，大屏幕上都先
介绍其主要事迹，主持人、颁奖人、领奖人、观
众全场互动，中间穿插一些文艺表演。

大峪沟镇党委书记刘冠勋告诉记者，该镇
依托科学发展推进惠民实践，围绕“工业强镇、
旅游名镇、商贸重镇、生态靓镇”的建设目标，
要把大峪沟镇打造成充满活力的魅力山镇。

百名作家齐聚黄河中下游分界线
□晚报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徐法林

本报讯 7月17日，以歌咏黄河母亲为主旨
的黄河两岸当代作家创作研讨会100多位会员
来到桃花峪，畅谈创作心得，交流美文佳作。

据国家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1995年黄
河年鉴等权威资料记载，黄河中下游分界处在
桃花峪。2000年9月，高21米的黄河中下游分
界线碑矗立在桃花峪。

100多位黄河两岸当代作家创作研讨会会
员来自郑州、焦作、山西河津等地。

黄河天赋神韵，界碑伟岸雄姿，感染了众
作家们，笔墨丹青直抒胸怀。

牛庆辉走了，留给石灰窑村的是没有做完的工作，留给家人的却
是永远的哀痛。

对于工作，家人从没因为家事让牛庆辉分心。
父亲前年不慎摔伤头部，至今未愈，母亲身上长瘤子，术后身体一

直不好。而当牛庆辉要跟前尽孝时，二老总是嘱咐他：“年轻人不能只
顾家事，应以事业和工作为重。”

牛庆辉为了村里殚精竭虑，他没有时间带妻子和 4岁的孩子外出
旅游，也没有时间陪妻子逛商场。

“我也渴望庆辉能像别的男人对待妻子那样对待我。”妻子袁蕊泪
流满面地说，“但是我知道他在忙工作，我从不怨恨他。”

袁蕊说：“当初我就是冲着庆辉这种高尚品德才嫁给他的，支持他
我无怨无悔！”

放弃机关工作，主动到基础薄弱的乡村当一名村干部
身患绝症人仍念念不忘村里的事

中牟数千人泪别大学生村官
“牛庆辉，大学生村干部永远怀念你！”、“好人牛庆辉一路走好！”、“功绩显著为举乡同悼，精神不陨与事业长存”……7月

16日清晨，中牟县城最繁华的青年路上，一条条白底黑字和黑底白字的条幅诉说着人们对一位大学生村官的怀念。
在中牟县烈士陵园，早就聚满了人，他们都是自发来为大学生村干部牛庆辉送最后一程的。 晚报记者 刘路 通讯员 朱星伟

新郑市新港大道两旁，一片片荷花映入“拍客”王先生
的眼帘。

新郑市旅游局办公室主任樊战东说，新郑自古就有种植
莲藕的历史，1923年在新郑出土的公元前8世纪的青铜莲鹤
方壶，表明3000年前莲藕已广泛种植。《诗经·郑风》“山有扶
苏，隰有荷华”诗句，描绘的就是中原一带郁郁葱葱、生机勃
勃的莲花美景。新郑有条莲河，至今还种植着莲藕。

新郑市属于干旱地区，农民种植莲藕用的是井水。井
水莲藕的主产区和庄镇有6500亩的莲藕。

和河水相比，井水没有污染，井水莲藕品质更好，切片
后，在锅里煮熟，次日，藕片依然白白亮亮，不变色，深受消
费者的欢迎。

盛夏，市民消暑，新郑市区的郑风苑景区是个好去处，
那里映日荷花别样红。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庆辉在乡里工作时间太短了，否则真的能干出一番事业……”灵
堂前，刁家乡党委书记樊守峰脸上写满了遗憾与惋惜。

今年 31岁的牛庆辉，原本在中牟县水利局工作。2008年 6月，经
过严格选拔，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干部。他主动要求到基础薄弱的刁家
乡工作，成为石灰窑村村委会主任助理。一到任，他就赶上新农村建
设热潮，需要整治村容村貌。时值“三夏”时节，农民忙于农活，无暇清
理卫生环境，于是牛庆辉主动请缨埋头苦干，10天后，村里面貌焕然一
新，通过了郑州市新农村建设工作验收，他赢得了村民的信任。

2008年8月，牛庆辉找到村主任冯志强，提出村里应该搞养殖，带
动村民致富。很快，他在村里成立了养猪合作社，创建了中牟县第一

个环保养殖小区，并为此争取到了100多万元的养殖专项资金。
牛庆辉的心血没有白费，年底就实现了当年投入当年见效的目

标，每头猪盈利500多元，让乡亲们尝到了致富的甜头。
牛庆辉的成功引起了许多大学生村官的关注，他们纷纷来石灰窑

村“取经”。谈及成功的秘诀，他深有感触地说：“当好村官必须戒掉 5
个陋习：一是工作浮躁，二是不务正业，三是傲慢气粗，四是纪律松弛，
五是嘴馋手长。以民为本，用实际行动关爱父老乡亲，这是每一名大
学生村干部最起码的工作态度。”

中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书彬评价牛庆辉说：“他是个实在人，从
不给组织添麻烦，总是沉下身子为村里服务。”

他创建了中牟首个环保养殖小区，带领乡亲脱贫致富

哀乐响起，石灰窑村村主任冯志强泣不成声：“庆辉才 31岁，他干
工作生龙活虎，谁知道他竟患上了癌症！”

进村工作不久，冯志强就发现牛庆辉在工作中，经常突然弯腰，用手捂
着肚子，然后往嘴里塞点方便面、花生米，等稍好后，又接着忙起来。

冯志强曾几次劝牛庆辉到医院好好看看，可是他就是不去，到了
2008年年底，牛庆辉实在忍受不住了才去医院检查，竟然是肝癌。

接受了第一次手术，不久，牛庆辉就以回家静养为名提前出院。
他出院后就直奔村里又开始忙起来。

今年春节过后，牛庆辉到省人民医院复查，结果是，肝脏癌细胞已

经扩散转移，病情到了晚期。
7月9日，牛庆辉去世的前3天，见到病床前的村干部，他撑着不足

百十斤重、瘦骨嶙峋的身子，紧握着对方的手说：“这些天，我耽误了村
里好多事情，等我出院了，一定要赶时间补上……”

可是，牛庆辉再也没机会回到他日夜牵挂的石灰窑村了，7月12日
下午3时，在中牟县第二人民医院，他年仅31岁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7月16日，刁家乡和石灰窑村的乡亲们早上5点多就出门了，赶到
中牟县烈士陵园送别牛庆辉。从石灰窑村到烈士陵园，25公里路上，
洒满了他们对牛庆辉怀念的泪水。

带病坚持工作，去世前3天还念念不忘村里的事

忙工作，他没有在生病的父母床前尽过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