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许多人都知道了我在荒山
植树造林的事，可实际上我的老伴儿才
是‘无名英雄’。如果没有她的陪伴，
我这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的人，只怕连
山都上不去。老伴儿不仅是我的眼睛，
更是我最亲密的‘战友’。”璩正茂说。

刚上山时，璩正茂夫妇住在用石棉
瓦搭建的简易窝棚内。山上刮大风，棚
里刮小风；山上下大雨，棚里下小雨。老
伴儿没有抱怨，更没有说过要下山的话。

“每天去哪片山、上哪道梁，全靠
老伴儿牵着我的手往前走。干活时，我

““盲人愚公盲人愚公””的情怀的情怀

博爱县柏山镇北部的深山里，
几道山梁上呈现出与周边不一样的
景色——成片的柏树蔚然成林、郁郁
葱葱；利用野生圪针嫁接的皂荚树也
绿意盎然，并长出了一拃长的药用皂
刺。

在一个山洼里，一间小屋掩映在
核桃树、石榴树等果树之间。小屋的
主人，就是栽种这片绿色的盲人老汉
璩正茂。

璩正茂今年63岁，他承包并住进
这片荒山已有18个年头。18年来，璩
正茂和老伴儿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不分春夏秋冬、不避严寒酷暑，
整日披荆斩棘、挖山刨石、植树造
林。如今，经璩正茂和老伴儿绿化的
荒山已有 360 多亩，种植成活的树苗
有8万余株。

璩正茂就是博爱县柏山镇柏山村
人。早年因地少人多、生活困难，身
为长子的璩正茂初中没读完，便开始
为家庭分担生活压力。山边的缸窑、
矸窑、煤窑，他都干过活，他还当过
生产队的现金保管员和民兵排长。

1988 年 10 月 15 日，是璩正茂终
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在开采石

料放置炸药时出现意外。一声巨响之
后，璩正茂双眼受伤，左手两根指头
也被炸掉。虽经多方治疗，但双目完
全失明，璩正茂从此陷入永久的黑暗
世界。

双目失明，璩正茂不仅什么事都
做不了，还需要别人照顾。而他的 4
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
的才 2 岁。面对自己和家庭的困境，
璩正茂感到绝望，连死的想法都有。

1989 年春季，老天连下 6 天雨，
璩正茂家的土坯房在雨水中轰然倒
塌，老伴儿和小女儿被埋在废墟里。
幸亏村民抢救及时，母女二人得以生
还。之后，乡邻纷纷伸出援手，帮助
他家建起了新房。市残联理事长也写
信给璩正茂，鼓励他坚强起来，勇敢
面对困难。

璩正茂说，市残联领导的话为他
鼓起了勇气。此后，他先是养鸡，可
因为没做好防疫工作最终以失败告
终；之后养羊，也没成功。在前两次
失败的基础上，他摸索出来点儿饲养
门道，又开始养猪。

这次成功了。璩正茂采取自繁自
养的方式养了很多猪，其中仅母猪就

走出黑暗的世界走出黑暗的世界

通 告
焦作市双禾置业有限公司因借款需要，将其开发的位

于焦作市解放东路北侧瑞丰苑小区2号商住楼共12套商铺
在建房产抵押给焦作市解放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凡对该
抵押房产有异议的相关单位和个人，请与焦作市解放区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联系（电话：2633307赵主任）。否则，一切
后果自负。

特此通告

焦作市解放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焦作市双禾置业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4日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
考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
达的观点发给我们，本报将择优
刊发读者来论，共同碰撞思想的
火花。来稿邮箱：jzrbsp@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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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川人物

据《长江日报》报道，对武汉市硚口
区宝丰街社区的老人来说，如果腿脚不方
便，领高龄津贴时就比较麻烦，需要其家
人带老人持当天报纸拍的照片去复审，以
证明老人活着，这让老人心里特别不舒
服。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北宁老头儿：这是个奇葩的做法。

相关部门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考虑解决问
题的方法，多一些人文关怀。当今社会网
络技术如此发达，百姓足不出户也可解决
验证身份的问题。发放高龄津贴本是政府
爱老、敬老的体现，但以此形式证明老人
活着，让人难以接受。

@清秀小丹：我觉得能够享受高龄津
贴的群众并不是特别多，相关部门为什么
只用本本主义要求群众做自我证明工作，
而不下基层获取第一手资料呢？这只能说
明我们的公务员缺乏换位思考的思维习
惯。让老人证明自己还活着，是个让人非
常伤感的话题。

@JohnChan陈佳恒：在我国，类似
的情况太多了。这说明我国公民的整体素
质不高，诚信体系建设还处于初期阶段，
所以才会出现如此多的“自我证明”。凡事
按制度执行固然好，但也要根据客观情况
灵活掌握。

@暖暖小月儿：如今，很多权力都下
放到了街道、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完全可
以通过走访的形式获取第一手资料，为什
么还要如此折腾老人呢？基层工作无小
事，高龄津贴是国家给老人的福利，老人
应该顺利拿到手。

@Z阳春三月去踏青：如果老人在户
口所在地居住，社区工作人员可以上门认
证；如果老人在外地居住，可以在当地社
区开具相关证明进行认证。

@平常一个人015：如此为难老人的
做法，实在有损职能部门的形象。我们的
公务员应该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倾听百姓
心声，增强宗旨意识，把口号落实到具体
的工作细节中。

@不知潇湘在何处：这种证明方式肯

定会让老人心里不舒服，但工作人员也有
苦衷，毕竟，有人冒领、骗领高龄津贴的
事件时有发生。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维护更多老人的合法权益，相信广大群众
会慢慢理解这样的做法。

@山西马全和：只要老人拿着合格的
照片去复审，就可以领到高龄津贴，还能
杜绝其他人冒领津贴，这样做是应该的，
双方应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

@活力的试试啊：这样的做法也是无
奈之举，为了避免极个别家属在老人过世
后冒名领高龄津贴。只要人还活着，就配
合一下吧！毕竟，这样的做法不是针对某
个人，如果这样想，或许心里就会释然了。

@工程师-作家-湖南女子学院张闻
骥：这种做法看似荒唐，但也是相关部门
的无奈之举。我想，只要勇于探索，办法
总比问题多，只要相关部门肯花心思研究
问题，一定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江苏谢庆富：老人对于生死问题很
敏感，让他们拍照证明自己活着，确实让
人心里不舒服。工作人员应该采取更容易
被老人接受的方式妥善处理该问题，而老
人也应该体谅工作人员工作量大、人力不
足等难处，双方相互理解，共同推进问题
的解决。

【下期话题】

“冷漠号”车厢
最近有网友提议，希望动车可以增加

“冷漠号”车厢，里面的乘客都是不喜欢打
电话，不喜欢大声说话，不喜欢来回走
动，即使与亲朋好友一起乘坐，也不愿意
叽叽喳喳聊个没完的人。这些人只喜欢一
屁股坐在那里，老老实实玩手机、看书，
插着耳机看电影、听歌，或者干脆睡觉，
每个人都通过“冷漠”的方式保持车厢安
静。对于这部分网友的集体诉求和内心期
待，您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日
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活着的证明

正准备装修房屋的北京市民王先
生，在选购材料时犯了难：网上五花
八门的“品牌排行榜”，到底该信
谁？仅乳胶漆一项，就有“最受消费
者喜爱”“最具性价比”“最安全环
保”等各种各样的榜单，不仅名目众
多，所推荐的品牌也不知是真好还是
假好。

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当下，如何选
购高性价比的商品，成为摆在许多消
费者面前的难题。在“互联网+”不
断融入日常生活的今天，利用网络来
获取商品信息，成为一种低成本、高
效率的手段。可是，面对互联网上的

纷乱信息，面对五花八门的“网络排
行榜”，消费者往往难以得到实用、
靠谱的信息。

“网络排行榜”的初衷在于为消
费者提供参考，但在功利主义的裹挟
下，“网络排行榜”陷入了野蛮生长
的状态，沦为一个个捞钱的工具，编
织出一个个消费陷阱。那些精致的利
己主义者和伪装者，通常会将行业内
公认的、无法避开的大品牌纳入“网
络排行榜”，余下的名额则需要众多
急功近利的小微品牌用金钱的比拼和
角逐来争取。“网络排行榜”一旦变
成电商平台与商家的利益合谋，一旦

融入过多的名利和算计，很有可能形
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局——“花
钱买排名”立竿见影，让一些商家趋
之若鹜，“网络排行榜”的虚火越烧
越旺，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健康的
行业生态，让“不买榜就没法活”成
为一种无奈的现实。

一旦“脚踏实地不如投机取巧”得
到了更多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一
些商家即使对“网络排行榜”不认可，
也要身不由己地参与其中。

一味钻进“钱眼”里的“网络排
行榜”，显然背离了其肩负的社会责
任，如果任由“网络排行榜”自弹自

唱，最终将会陷入孤芳自赏、无人喝
彩的境地。只有公共部门加强市场监
管，电商平台等市场力量履行社会责
任，让“网络排行榜”更加专业化、规范
化，才能提升“网络排行榜”的公信力，
更好地服务于商家和消费者。

功利的“网络排行榜”公信力何在？
□杨朝清

【事件】非法吸储和集资诈骗，正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途中
避不开的“暗礁”。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尚可正常
运营的网贷平台为2431家，较3月底减少了30家，为连续第4个
月减少，而被曝光的问题平台累计已达1630家，累计待收金额
达728.1亿元。

【观点】要推动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需要通过鼓励国内金
融市场的分工市场化、专业化和众多专业金融服务公司的众包合
作，矫正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航向，使之真正实现去中心化和去信
用中介化；对那些存在资金池业务、期限和规模错配等的互联网
金融平台，要按照现有法律进行归类监管，构建规范监管和程序
监管体系，以应对市场外部风险。 ——《新京报》

互联网金融需要矫正发展航向

《京华时报》近日报道，《中国诚信
建设状况研究报告》在京发布，相关数
据显示，我国企业每年因不诚信导致的
经济损失高达 6000 亿元人民币。商业
欺诈、合同违法、制假售假等诚信缺失
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
健康发展的顽疾。从长远看，一个企业

要想在商业大潮中发展壮大，必须守住
诚信底线。有道是：

不守诚信损失大，犯规违法
当受罚；

企业理应走正道，踏实前行
展风华。 吴之如 作

本报记者 陈作华

太行再现新“愚公”
——记坚守荒山植树造林的盲人老汉璩正茂

核

心

提

示

一个双目完全失明的老汉，已坚守荒山 18 年，不分春夏秋冬、
不避风霜雪雨，每日披荆斩棘、挖山植树。如今，他已绿化荒山360
多亩，种植成活的树苗有8万余株。

深山草屋，漏风漏雨，没水没电；荒山野岭，坡陡沟深，野兽出
没……这位盲人老汉是如何生存、如何劳作、如何坚守的？近日，本
报记者走近这位“感动焦作十大人物”，记录他手中的锄头与石头之
间的“对话”，一睹这位太行山上“盲人愚公”缔造的传奇。

挖坑，她刨土；我栽苗，她浇水，每
一棵树都是俺俩一起种下的。除了种
树外，一天三顿饭也都是她来做。所
以，老伴儿出的力不比我小，流的汗
不比我少。”璩正茂的话中既有夸奖也
有感激。

住在深山里，老伴儿不仅是老璩
劳动、生活中的帮手，还是为他多次
化险为夷的“保护神”。一次，在去一
个山梁的路上，一条碗口粗的蟒蛇突
然从草丛中钻出，距离他们仅五六米
远。那蟒蛇见有人来，把头昂起半人
多高，嘴里吐着鲜红的信子。老伴儿
惊慌之余，紧拽着他站着不动，继而
慢慢后退，再后来拉着他一阵猛跑，
才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夫妻二人经过一片红
薯地时，突然有两大两小 4 只野猪窜
了出来。老伴儿告诉他眼前的情景
后，二人背靠背各持工具高声吆喝，
才把野猪吓跑。

山上至今没有电，二人的生活单
调、清苦。老璩干活之余就是听收音
机。一次，他听到一首歌，歌词是感
激妻子的话。老璩觉得这首歌一下子
唱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便让儿子把它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反复学唱。之
后，他把歌词进行了修改，没事就唱
给老伴儿听。

“妻子啊妻子你挺辛苦，丈夫我心
里最有数。一年三百六十五，风吹雨
打跟我种树。刨坑挖土你得干，翻山
越岭你引路。起早贪黑紧忙活呀，劳
动回来就下厨……”记者在一次上山
采访老璩时，请他把这首改编过的歌
唱出来。

近年来，老璩又摸索出一项新技
术，就是利用山上的野生圪针嫁接皂
荚树。这项技术不仅能把妨碍人走路
的灌木利用起来，起到绿化荒山的作
用，还能收获药用皂刺，可谓实现了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今年
春季，记者再次上山看望老璩时，看
到他去年嫁接的皂荚树已长出了十五
六厘米长的皂刺。

“我虽然看不到，但每天都听收音
机，知道国家越来越重视保护生态环
境，我感到自己做的事情对路。让大
山绿起来，对每个人都好。我这辈子
就要以山为家、以林为业，生命不
息、绿化不止，为子孙后代造福。”璩
正茂说。

璩正茂（右）跟老伴儿走在山路上。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摄

有 30 多头，除去卖猪崽外，通常还有
几十头存栏肉猪。两年后，璩正茂家的
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1998 年岁尾，村里为绿化荒山，
鼓励村民承包荒山，植树造林。璩正茂
听到消息后，让老伴儿马上去报名。老
伴儿跟孩子们一说，没有一个同意的。

为此，璩正茂耍起了倔脾气，连续两天
不吃饭。全家人拗不过他，便采用了缓
兵之计，先向村里报了名，等他上山遇
到困难后再说。

谁知道，璩正茂可当了真。1999
年1月，璩正茂让老伴儿领着走上了天
寒地冻的荒山野岭。

没屋没床，没水没电，只有寒风呼
啸、乱石丛生。璩正茂让家人在一处山
洼里搭起了窝棚，就此住了下来。

5天、10天、30天，璩正茂的孩子们
看到，父亲丝毫没有打退堂鼓的迹象。
相反，他不断让家人送来农具。几个月
里，璩正茂用坏了6把农具。

原来，农具用得费，是因为璩正茂
从 早 到 晚 都 在 山 上 “ 排 雷 ”。 所 谓

“雷”，就是荆根。这种根绊人脚，妨碍
种树。璩正茂用脚探到荆根后，就用十
字镐挖。挖多了，他摸索出了仅凭感觉
挖几下就能迅速“排雷”的技术，而丝
毫伤不到自己的脚。

“在荒山上种树，即使正常人也难
做到，何况是盲人，他如何坚持了十几
年？”2011年秋季的一天，记者带着满
心狐疑，第一次走近璩正茂。

山坡上，老璩向记者介绍情况时，
手里的活并没有停下。只见他的老伴儿
先把他手里的十字镐搁到一个位置后，
老璩就挥动十字镐挖了起来，老伴儿随
后把土铲出；老璩接着再挖，老伴儿再
铲土。来回几次，一个比脸盆还大些、
约半米深的树坑就挖好了。栽树苗时，
老璩扶着树苗，老伴儿培土，老璩用脚

把土踩实后，老伴儿再把水浇上。
“再苦再累他都不怕，他只怕山林

起火。”老璩的老伴儿说，有一年春节
前夕，当地村民上坟引发山火，几年种
下的 20 多亩树苗被烧得精光。老璩又
气又急，一下子病倒了。孩子们把他接
到山下住，可刚输了两天液，他就硬要
上山。从此，每年春节他都坚守在山
上，还要让全家人在春节、清明节期间
都到山上防火。

前几年的一个春节，又有一片山林
因当地农民上坟发生火灾，幸亏全家人
扑救得及时，才没造成巨大的损失。为
防山火，老璩直到农历正月初四的中午
才下山吃了一顿过年的饭，饭后马上叫
家人把他送回山上。

山上没水，老璩最盼下雨、下雪。
2012 年农历腊月二十八，山上下了几
指厚的雪，老璩高兴极了，赶紧趁着墒
情补栽树苗，一直干到农历正月十五，
整个儿年里都没下山。“每逢大旱天
气，我就要让儿子到三四公里外的地方
拉水浇树。买水的钱加上运输的油费，
一车水要花费30元钱。”老璩说，他现
在最盼望的就是能在山上修建几个蓄水
池。

太行山上写传奇太行山上写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