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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新闻

去年9月份，记者在位于登封市卢店镇与大冶镇
交界的凤凰岭采访，曾报道了马鸣寺一头野猪与4头
家猪的“爱情故事”，时间过得真快，如今它们已经有
了“爱情结晶”——活蹦乱跳的18只野猪仔。

据马鸣寺住持释行丰介绍，今年2月初，4头家猪
中有3头分娩，这头野猪似乎很懂得“妻子们”到了关
键时刻，尤其是每天夜里，都要守候在猪圈旁边，一动
不动地注视着猪圈。“3天时间，3头猪先后生下27头
猪仔。可惜，由于照顾不周，27只野猪仔死了9只，现
在只剩下18只。”

野猪仔各个长相似松鼠，有的通体棕色，有的满身
灰色，有的身上带有白色花纹，身材俊秀，形态可爱。

释行丰说，这些野猪仔生下来半个月，他就强制让
它们断奶了，“早断奶，有利于早日驯服，这样它们长大
后性情就和家猪一样温顺，易于圈养，只是长得慢些。”

释行丰表示，明年还会再添更多的野猪崽，“因
为，在小野猪刚满月时，这里又来了两只体型很大的
野猪。”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张朝晖 文/图

□晚报记者 周炜卿

本报讯 2009年4月8日，本报报道了巩义市鲁庄镇东庄村的95岁
老汉李书功 20年植树种绿一座山的事迹。今年植树节到来之际，记者
专程回访了这位当代“愚公”。

昨日，记者来到李书功家中。阳光明媚的农家小院里，老人正躺在
椅子上晒太阳。老人精神状态很好，虽然有些耳背，但记忆力很好。

他回忆两年前接受采访时的情景，还能顺口说出当年他编的植树
歌：“一把镢头，一张锨，一个耙子，一根钎，立下愚公移山志，要把荒山翻
一翻。一日不成功，继续往下干。改造荒山吐翠绿，子孙万代享甘甜。”

据了解，经过本报报道后，李书功老人一下成了新闻人物，他被评
为巩义和郑州的文明市民，但老人还是照样天天上山，不是种树，就是
照料他的“宝贝”树木。

今年，李书功已经 97岁高龄，家人担心他上山有闪失，入冬后就不
让他再上山，对此老人颇有“抱怨”。当他看到众多媒体记者来采访，

老人又有了上山的“理由”。
老人一边走一边对记者说：“其实他们担心是多余的，这20多年，种

树是我唯一的乐趣。”
来到村北海拔 300米的万寿山上，老人抚摸着一株株树木，就像抚

摸自己的孩子。这棵树该剪枝了，那棵树该培土了，这棵树又长高了，
那棵树又长粗了。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记者看到老人为了保护水土不流失，满山都是用碎石垒起的整齐
石堰时，啧啧称叹：“太了不起了，这要多大的耐心啊。”

村支书李世举对老人说：“你是咱村有功之人，你侍弄的这片山林是
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老人说：“我种树不是为了自己家发财，这山是国家的，人都是国家
的。人来到世上赤条条的，但在走的时候一定要给这个世界创造点什
么，才不枉一生啊。”

“我母亲活了 101岁，我很有希望再活 20年，我还要再种 20年树。”
李书功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再种绿一座山。

“丈夫高位截瘫，妻子不离不弃”新闻追踪

三八节，魏红受镇政府表彰
爱心人士表示要为她提供帮助

□晚报记者 周炜卿

本报讯 3月4日，本报报道了巩义市
涉村镇涌泉村的魏红14年如一日照顾高位
截瘫的丈夫，最终使被医生“判了死刑”的
丈夫重新站立起来一事，连日来，记者不断
接到爱心人士电话，不少人表示要给魏红
两口子提供帮助。

昨日，记者来到巩义夹津口镇铁生沟
小学，在校园内的一间宿舍里，魏红正在给
丈夫做饭。

魏红的丈夫激动地说：“俺家的事经
晚报报道后，不少媒体跟着也来采访了，
俺这口子确实是个好心人，如果没有她的
精心照顾，俺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魏红在铁生沟小学担任临时代课教
师，她把丈夫也带过来了。“这些年我走到
哪里，就把他带到哪里。尽管他已经能生
活自理，可我还是不放心啊。”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分内事，却引来这
么多人的关爱。镇政府在三八节表彰会上
表彰了我。昨天我到夹津口办事，听到路
旁有人喊我的名字，‘你就是魏红吧，你是
这个。’说着竖起了大拇指。亲戚、熟人也
给我打电话问候，说我成名人了。其实，换
了别人我想也会这么做。”

巩义市人民医院院长李银宽和位于中
牟县城的郑州近人医院来电表示，医院将给
魏红的丈夫提供帮助。

全民植树造林美化家园
建设宜居城市

走入新密，你可以看到，这里山清水秀，鸟
语花香，干净整洁，现代化气息浓厚，这是新密

“美化乡村”百日大行动带来的巨变。
从 2009年 2月份开始，新密市开展“拆

建绿净亮美”行动，先后投入资金 2.86亿元，
出动人力 200余万人次、机械 20余万台次，
拆除违章建筑 17.2万平方米，栽植树木 82
万株，建设游园绿地 13.2万平方米。这次行
动让整个城区及镇区亮了起来，美了起来，
绿了起来，也让人们充分享受到了生态文明
建设的成果。

以项目为载体大力造林，按照“一路一
景、四季常青、立体绿化、适时跨越”的原则，
新密对省道和县乡道路进行高标准规划，设
计出符合实际情况的道路绿化模式。

省、县、乡三级道路 1435公里，铁路 104
公里，沟河渠坝 237公里，按照树成行、道成
网、绿拥村的原则，新密大力进行林业生态村
建设，无论是海拔千米的尖山山区，还是一马
平川的曲梁工业园，在全市 300多个村展开
了广植树行动。村口路旁，房前屋后，能绿则
绿，先后建成生态村100多个，昔日光秃秃的
山坡披上了绿装，污浊的河水变得清澈。

新密还先后投入10亿多元，实施了雪花
山、神仙洞等 40余个造林绿色重点工程，完
成了 120多个公园和游园的建设，造林绿化
总面积40余万亩。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
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目前，全市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39.99% ，林 木 绿 化 率 达
48.78%，新密正在变成一座生态、时尚、宜居
的魅力城市。

“我骄傲，我是中牟人”

“阳春三月，春回大地，暖风轻拂，万物复
苏……中牟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人更
美……”抑扬顿挫的演讲声和热烈的掌声，
不断从中牟县委礼堂传出，3月9日上午，“我
为中牟添光彩，争做文明中牟人”演讲比赛
在此举行，14名演讲人走上演讲台，畅谈身
边的文明人、文明事。
晚报记者 石明顺 通讯员 段长炎 文/图

新密130万元重奖教育功臣
□晚报记者 董占卿 通讯员 陈玉峰

本报讯 昨日，新密市委、市政府拿出
130万元重奖10名优秀校长、100名优秀教
师、100名优秀教育工作者、100名优秀学校
后勤服务工作者。

据悉，近年来，新密市在经济发展的同
时，教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为社会培
养了一批人才，这得益于新密有一支高素
质的教职员工队伍。

昨日，新密市委、市政府对教育功臣
予以重奖。对十佳优秀校长各奖励 2 万
元，对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各奖
励笔记本电脑 1台，对优秀学校后勤服务
工作者各奖励现金 2000元。

可持续发展，从改善生态环境开始
曾几何时，煤炭、石材、建材、造纸，这四大支柱产业让新密成为全省闻名的富裕县，但长期依赖

资源，粗放开采，造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最终影响了新密经济可持续发展，降低了群众的生活质
量。痛定思痛，从2009年开始，新密市吹响了生态立市的号角。

科学发展，规划先行。市委、市政府根据全面建设生态文明和小康社会的需要，以高标准的规
划作为生态建设的前提，科学确立了森林进城、园林下乡、道路林荫化、农田林网化的指导思想。高
起点、高标准、高品位地编制了《林业发展规划》《新密市林业生态建设规划》《新密市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等，把绿化工作和全市经济发展相协调、相一致，三大效益相统一。

新密市成立了“创模指挥部”，市委书记王铁良任政委、市长谢霜云任指挥长，下设5个工作领
导小组，四大班子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27个局委、18个乡（镇、办事处）为成员单位，分工负责。
市、乡、村三级任务落实，主要领导亲自抓，机关干部、村组干部现场抓。林业造林绿化技术服务队
包山包村，深入山间地头现场指导、督察。

“自己栽下一棵树，留给子孙一片荫。”新密市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空前高涨。
岩石密布怎么栽树？开山放炮，刨石掘坑；没有土怎么办？用车运、用肩挑背扛，经过半年的艰

苦奋战，20多座荒山披上了绿装。
据统计，新密市通过以资代劳、认养认建等形式履行植树义务的人数累计达1250万人次，植树

3780万株，建立了青屏山、黄帝宫等义务植树基地250余处，“共青林”、“世纪林”、“八一林”、“意心园幸
福林”等各种纪念林50余处，面积3000多亩。新密市目前宜林荒山、荒地、荒滩绿化率98%以上。

绿化后的青屏山绿化后的青屏山

县市有新闻这样联系我们
登封 袁建龙 13838003513

新郑 王军芳 65306568

新密 董占卿 15515528900

巩义 周炜卿 15824823666

中牟 石明顺 15093392696

荥阳 上街 姚辉常 13838143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