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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百倍迎新春

———普通市民的兔年感悟和龙年寄语

本报记者 王龙卿

不知不觉中 ，

2011

年已经离

去。 在辞旧迎新之际，记者采访了

几位普普通通的人，回顾过去的一

年他们感慨万千，展望新年又有了

新的目标。

“冬夏”：再跑两个马拉松

黎明脚步的 “冬夏”，

2011

年

参加了两次马拉松比赛，一次是

3

月份的郑开马拉松比赛， 一次是

10

月份的北京国际马拉松赛。

郑开马拉松比赛对她来说十

分有趣。 “冬夏” 原来没有计划参

加，是临时顶替跑友的资格去跑

5

公里的迷你马拉松。穿着裙子和皮

鞋的她打扮得让许多同行者都认

不出她了，当她说主要任务是来帮

助大家拿东西搞后勤服务时，许多

人把随行的物品一股脑地塞给了

她。

背着十几公斤的背包跑完了

5

公里，“冬夏” 感到很不过瘾，就

继续跑了下去，目标是半程马拉松

21

公里。 跑到十公里后，“冬夏”才

感到背包的沉重，有了放弃的念头

时， 她遇到了郑州的跑友李辉，两

人一边聊一边跑，互相交流、互相

鼓励，共同跑到了终点，并相约每

年郑开马拉松赛不见不散。

北京国际马拉松赛 “冬夏”是

跟妈妈一块参加的。 “冬夏”报的是

全程

42.159

公里 ， 妈妈报的是

9

公里。 从起点一出发，“冬夏”立志

要将马拉松全程

42

公里坚持到

底。 她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

难，用时

5

小时

16

分

25

秒跑完了

她人生的第一次全程马拉松，妈妈

也坚持跑了

10

公里才停步。 她开

始为母亲感到骄傲，并为此行的决

定感到自豪。刚跑完马拉松的全程

42

公里终点，“冬夏” 就给自己定

了一个完美的马拉松之梦———

42

次北京马拉松的全程体验，她要拥

有

42

次北马的奖牌。

前不久，“冬夏”和妈妈又报名

参加

2012

年

4

月

8

日的郑开马拉

松比赛 ，

10

月份她还将和妈妈在

北京天安门前再次起跑，希望在新

的一年两个马拉松比赛又能有新

的收获和感动。

王金凯

:

无偿献血帮助别

人也帮助自己

从

2001

年起王金凯就开始了

无偿献血 ，坚持

10

年了 ，到

2011

年

9

月份，他已经无偿献血

21

次，

捐献稀有血型 “熊猫血 ”

8000

毫

升。

在去年

11

月份召开的焦作市

稀有血型无偿献血者联谊会上，王

金凯的获奖感言“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感染了在场的许多人。

在焦作拥有稀有血型的只有

几百人，王金凯知道，他们这个群

体只有拉起手来，互帮互助才能更

好地走下去。当听说我市要组建稀

有血型无偿献血应急救助队时，他

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

2012

年王金凯表示仍将继续

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继续奉献爱

心。他还将通过自身的经历去动员

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

去。

高旺： 让乡亲们的生活

更富裕

作为武陟县圪垱店乡高伊村

的党支部书记，高旺在新的一年考

虑更多的是如何带领群众更富裕。

高伊村离武陟县城不远 ，有

800

多口人 ，

680

亩耕地中有

500

多亩种植蔬菜。该村是我市蔬菜种

植基地、河南省无公害蔬菜生产基

地、 河南省反季节蔬菜种植基地。

目前村里有蔬菜大棚

200

多座，是

武陟县“一村一品”发展先进村。去

年由于受市场影响，该村十几万公

斤的蔬菜严重滞销，在焦作日报社

全体员工的热心帮助下，村里滞销

的蔬菜销售一空。

2012

年，“我们将进一步把发

展蔬菜大棚作为重点，蔬菜专业合

作社进一步规范发展，打响我们的

蔬菜品牌‘勃科’，与超市搞好农超

对接，彻底解决蔬菜销售难题。 ”高

旺谈起新的一年农业发展信心十

足。

喂

药

难

题

﹃

逼

出

﹄

专

利

本报记者 王龙卿

近日， 焦作大学干部靳国栋收到了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说起这个专利“一种

日用品包装体”的由来，靳国栋说源于孩子小时候喂

药的难题。

十几年前，在孩子还小的时候，遵医嘱经常需要

服用一些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保健品和药品。 然

而由于工作忙，加之生活经验不足，偶尔不是忘记了

给孩子喂服， 就是喂服后记不清楚给孩子喂服过了

没有。为此，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后来，他和爱

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去详细地

记住这些琐事。 想到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俗

语，于是靳国栋就开始在挂历上或周历上做记录，有

的时候打个“

√

”，有的时候画个圈，这样就可以避免

漏服或重复服药的现象发生。

将这些情况记录在挂历或周历上， 靳国栋总觉

得不方便，每次给孩子喂药前，都需要先找到挂历或

周历，才得以方便记录和标注。后来，他就想到，假如

能在这些商品的包装体上印制上日历之类的表格，

不就方便记录了吗？这样他设计出了最初的“商品使

用记录表”。 随着孩子的长大，孩子也参与到了修改

设计“商品使用记录表”的过程中来。

他们设计的“商品使用记录表”看似简单，但是

融汇了一家人的智慧。 记录表由“六横七纵”的表格

和表格右上角的

XXXX

年

XX

月

XX

日组成。表格

中的第一行七个小格中依次标明“星期日、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或它们的

简写“日、一、二、三、四、五、六”，以及它们的英文缩

写 “

SUN

、

MON

、

TUE

、

WED

、

THU

、

FRI

、

SAT

”。 排

列顺序与周历或挂历中的排列顺序相同，便于记录和标志。其他的均为

空格，便于使用时标注和识别。需要使用的商品，多以食用、日常用等商

品为主，以内服药品、保健品、部分食品和外用药等居多。如老年人使用

的降压药等药品，中年人吃的保健品和孩子们吃的营养品等众多方面。

“商品使用记录表”简洁、明了，可以及时有效地提醒使用者该日用品的

使用情况。

这样方便易行的好东西不能让它只在自家中发挥作用， 去年

4

月

份，靳国栋咨询了有关单位，整理了有关资料，正式申请专利，去年

12

月份顺利通过了评审。靳国栋希望这一专利尽快能发挥作用，造福于更

多的人。 近期，他正准备与我市的几家医院和药厂联系，希望他们能尝

试使用。 近日，他告诉记者，目前市第六人民医院已同意使用。

近日 ，为

迎 接

2012

年

龙年的到来 ，

修武县七贤镇

关工委邀请我

市民间艺人张

发展来到七贤

镇韩庄安全小

学进行了 “捏

泥龙” 迎新春

活动。 图为小

学生们在展示

张老师指导下

完成的作品。

本报记者

王正义 摄

警惕被语音电话忽悠

本报讯 （记者高小豹 通讯员

户名娜） 近日， 不法之徒再次利用

语音电话， 假借焦作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名义，让人到法院领取传票、判

决书，否则将缺席判决或强制执行，

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恐慌， 影响了法

院的形象。去年

12

月

30

日，焦作市

中级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负责人提

醒： 法院不使用语音电话通知当事

人。

自去年

12

月份以来，焦作市中

级人民法院共接待反映语音电话的

来访群众

20

余人次。该负责人提醒

广大市民朋友：首先，法院不使用语

音电话通知当事人， 如有案件也是

通过邮局特快专递送达传票、 判决

书。 其次，不要轻易回拨来电，语音

电话有很多是无法接通的网络电

话，但也有少数人工电话，对方通过

人工电话询问个人信息及家庭情

况，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

“希望广大市民提高警惕，谨慎

对待， 如有疑问可以到法院相关部

门咨询， 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法律

支持与帮助”。 该负责人说。

老年“舞鞭队”舞出夕阳红

本报记者 杨 帆

在孟州市西虢镇戍楼村的大街上，经常有一群老年人，

手中甩动着大鞭噼啪作响在村里表演， 鞭声引来众多村民

驻足观看。这就是该村的老年人自发组织的“舞鞭健身队”。

这支老年“舞鞭健身队”，是该村七旬老人乔承祥在几

年前倡导组织起来的。 这个队伍中大龄者

80

多岁，最小的

也

60

多岁了，他们中有退休教师、退休工人，也有在村里待

了一辈子的老农。

据了解，乔承祥老人前几年身体不好，靠甩鞭子强健了

身体。看到村子里还有许多和自己一样体弱的老年人，他就

找来木棍当鞭把，寻来线绳做鞭子，自己动手在家编鞭子，

半个月制作了十几条长鞭子。他把做好的鞭子免费送给村里

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并教他们甩鞭子的技巧和方法。 经过一

个多月的光景，这些原本身体病弱的老头子，都成了甩鞭子

的能手，并且个个精神抖擞。原来身体不太好并做过手术的

马久常老人和长期患有肩周炎、颈椎病的李团生老人，经过

长期甩鞭子锻炼，现在都精神饱满，身体壮实。

现在，老人们手中的鞭子有纯布的，也有铁、布混合的，

这些鞭子最重的一条足足有

6

公斤呢， 但他们甩起来却轻

松自如，他们称手中的鞭子为“长龙喜鞭”。 如今，这支老年

“舞鞭健身队”已在周边村镇赫赫有名，不少年轻人和中年

人也开始参与其中，成为戍楼村街头的一道风景。

瞧，戍楼村的老汉不但能单手甩鞭，还能双手花式交叉甩鞭，让观众拍手

叫绝。 本报记者 杨 帆 摄

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我们告别了充满

挑战、奋发有为的

2011

，迎来了充满希望、

奋发进取的

2012

。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 回顾过去的一

年，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国际

形势空前动荡变幻，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于

9％

， 粮食生产

连续

8

年增产，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城乡居

民收入较快增长， 农民收入增速创

1985

年

来最高，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有望达到

1200

万人，连续

7

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 保障房全年基本建成

400

万套以上、新

开工

1000

万套，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制度基本建立， 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

化建设兴起热潮……我们以各项建设新成

绩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实现

了“十二五”良好开局。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依然深刻、中东北非政局持续动荡的艰难时

局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发展态势，不仅

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信心，更为处于变动和

挑战中的世界带来机遇与希望。

判断一个国家的未来

走向，最重要的是辨明历史

方位，把握发展大势。 我们

必须头脑清醒，看到当前我

国发展中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

很突出，新的一年世界经济

形势总体上仍将严峻复杂，

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上升；我们更应提振信

心， 看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国人民昂首奋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

程上，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向伟大

复兴。

从

2011

迈向

2012

，我们有“中国信心”

的实力。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

开放

30

多年奠定了良好的物质积累、 科技

基础、体制条件，实现更大发展的实力底蕴

深厚；我们战胜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和内外考

验、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

活力不断释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

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深入人

心；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

农业现代化进程方兴未艾，

中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

期待更加强烈，改革发展依

然是党心所归、民心所向；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

调整大变革时期，大国实力此消彼长，对我

国机遇大于挑战。 这一切，为我们充满希望

地迈向

2012

年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有利的

环境。

从

2011

迈向

2012

，我们有“中国信心”

的底气。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

的重要一年， 为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

央确定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

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牢牢把握发展实体

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

这一强大动力，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

一根本目的，这四个“牢牢把握”集中体现了

对中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战略思考，表

明党和政府对国际国内形势有清醒判断，对

复杂矛盾问题有重点把握，对科学发展规律

有深刻认识。 新的一年，只要我们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的总体要求和决策部署上

来，中国发展的步伐就会更加稳健，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就有新进展，深化改革开放就有

新突破，民生改善就有新成效，我国综合国

力和国际竞争力就会迈上新台阶，我们每一

个人的生活也会迎来新变化。

时间将曾经的辉煌留给历史，也将无限

的希望带给未来。

2012

年是我国发展进程

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十八

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进程。 我们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有

13

亿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国发展的

趋势不可阻挡， 中国美好的前途充满希望。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 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

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

2011

年

12

月

31

日电）

全 球 迎 新

2011

年

12

月

30

日，美国

纽约， 工作人员对时代广场水

晶球进行最后的升降测试。

当天，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

对

2012

年新年夜庆典的标志

水晶球进行最后的亮化和升降

测试。 这一举世瞩目的水晶球

直径约

3.6

米 ， 表面镶嵌有

2668

颗水晶，由

32256

盏高效

节能灯组成， 能变幻出难以估

算的绚丽色彩。按照惯例，水晶

球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

18

时

准时升至时报广场的制高点。

当午夜钟声即将响起的时候，

水晶球缓缓降落，在倒计时中，

纽约迎来

2012

年。

王 雷 摄 （新华社发）

迈向充满希望的 2012

———元旦献词

澳

大

利

亚

澳

大

利

亚

美

国

美

国

中

国

中

国

2011

年

12

月

31

日，扬州市何园

的三名工作人员戴

着利用废弃材料自

制的 “个性眼镜”，

迎接新年的到来。

孟德龙 摄

（新华社发）

个性眼镜

新年水晶球

新年烟火耀悉尼

2011

年

12

月

31

日，江西九江小学的学生展示自制的贴有“

2012

”字样的红灯笼，

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 胡国林 摄

(

新华社发

)

（上接一版） 伸出手与他握手的一刹那，他

竟然愣住了。

“你是河南人吧？ ”温总理亲切的话语

让他激动的心平静了许多。 他急忙答话：

“是的。 ”

“他就是河南的王福军，种了

1700

多

亩水稻，是河南的种粮大户。 ”站在一旁的

回良玉副总理插上话来。

温总理点着头， 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不简单。 ”

王福军回忆道， 没想到温总理是那样

的随和、亲切。更没想到的是他的名字竟被

副总理一下子叫了出来。

表彰会上，王福军还收到了

3

份大礼：

一个奖牌、一本证书、一把车钥匙。 当颁奖

人员把金灿灿的奖章挂到他的脖子上，把

价值

20

万元大型拖拉机的车钥匙递到他

手里时，王福军激动得一遍遍抚摸着它们。

满载荣誉和礼物的王福军， 深深懂得

这一切都是武陟县乔庙乡马宣寨村这个鱼

米村给他的。 他说：“

2006

年，我们

32

户农

民在俺村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几年来，我

们一边进行土地流转，一边扩大种植规模；

一边拉长产业链条，一边坚持科学种田，总

算是没有白辛苦， 让 ‘菡香’ 大米香飘全

国。 ”

如今， 王福军的合作社成了国家级示

范合作社，社员已增加到

226

户，流转土地

1700

多亩，辐射带动周边

2

市

2

县

7

个合

作社

3

万亩土地，生产加工了功能米、有机

米、“菡香”大米等

17

个品种。 由于他的产

品具有“三品一标”，即无公害产品、绿色产

品、有机产品和“马宣寨大米”地理标志认

证保护， 这也是全国农产品认证的最高标

准， 产品畅销到北京、 上海等地。 合作社

还获得了第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博览

会金奖 、 上海

2010

年绿博会畅销奖 ，

“菡香” 大米也早已成了中国著名品牌。与

参加合作社前相比，农民收入也提高了。一

袋

2.5

公斤装的功能米，出厂价为

258

元；

一袋

4

公斤装的有机米，出厂价为

130

元；

一袋

5

公斤装的“菡香”珍米，出厂价为

70

元， 远远高于普通大米每公斤

5.2

元的市

场价。

“温总理是因为我种粮多才夸我，我今

后一定还要继续扩大种植面积、 提高粮食

品质，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不辜负温总

理的期望。”王福军时刻牢记着温总理的鼓

励和鞭策，“今年， 我们又发展了

2

公里长

的莲藕塘；明年，我们还要打造一个葡萄长

廊。 现在，我们正和几个合作社谈判，

2012

年估计能辐射带动

5

万亩稻田。 ”

当地时间

2012

年

1

月

1

日，绚烂的新年烟火照亮澳大利亚悉

尼市上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