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 4个产业集聚区
总体规划通过省评审
□记者 邓少华

通讯员 付海波

晨报讯 7

月
24

日
至

27

日， 河南省产业集
聚区总体发展规划评审
会在郑州召开 ， 我市宝
山、鹤淇、金山、黎阳

4

个
产业集聚区总体发展规
划率先通过评审，我市成
为全省第一个产业集聚
区总体发展规划全部通
过评审的地级市。

据介绍，此次河南省
产业集聚区总体发展规
划评审会上，全省共有

8

家产业集聚区被列入第
一批评审名单 ， 我市宝
山、鹤淇、金山、黎阳

4

个

产业集聚区均被列入第
一批评审名单。

宝山循环经济产业
集聚区规划面积

17

平方
公里，以煤电化材产业为
支撑 ， 重点发展煤盐化
工、 金属镁等有色金属、

建材等产业。 鹤淇产业集
聚区规划面积

25

平方公
里， 重点发展光伏产业、

机械制造、 食品产业等。

金山产业集聚区规划面
积

12.4

平方公里，重点发
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光
机电一体化产业和金属
镁深加工产业等。 黎阳产
业集聚区规划面积

9

平
方公里，重点发展食品产
业、生物产业等。

摩托车下乡

商家不喷涂下乡标识
农户领补贴难
市财政局：可拨打 3363255举报

□记者 陈海寅

实习生 王婧

晨报讯

购买了摩
托车下乡产品后，商家却
不肯在摩托车身上用漆
喷上“ 摩托车下乡 ”的字
样。

7

月
27

日，山城区鹿
楼乡的马女士向记者反
映她最近碰到的这件事，

因为摩托车身上没有漆
喷的“ 摩托车下乡”字样，

这让她领取家电下乡补
贴时费尽了周折。

马女士半个月前在
山城区小庄市场附近的
一家名为“ 五阳本田专卖
店”的店里买了辆摩托车
下乡产品。“ 一个星期后
我去鹿楼乡政府领摩托
车的下乡补贴时，工作人
员却说 ，摩托车上的‘ 摩
托车下乡’字样是用胶布
粘上去的，不是按标准用
漆喷上去的，不能领取补
贴。 ” 马女士对记者说，

“ 我马上又找到那个专卖
店， 向商家说明了情况。

但店主却说，他卖给别人
的摩托车都是用胶布粘
上‘ 摩托车下乡’几个字，

并拒绝给我的摩托车喷
字。 ”随后马女士又多次
到该店要求商家往摩托
车上喷字， 几经周折，店
主终于同意给马女士所
购的摩托车身上喷上“ 摩
托车下乡”标识。

7

月
28

日， 记者采
访了市财政局金贸科的
郭科长。 郭科长说，财政
部下发的《 关于“ 汽车摩
托车下乡”产品标识及使
用规范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中明确规定 ，经销商
在将摩托车下乡产品销
售给农民时 ，须将“ 摩托
车下乡”字样按要求用油
漆喷涂在侧板显著位置。

“ 如再遇到此类情况时 ，

可拨打
3363255

向市财
政部门投诉。 ”郭科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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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带来欢乐是我最大的心愿”

退伍老军人自制小玩意儿免费送市民

□记者 李崇

晨报讯 7

月
27

日
6

时
40

分左右，一位精神矍
铄、 身穿印着米老鼠图案
上衣的老人出现在新区新
世纪广场， 他刚一出现就
被人们围住了。

“ 高大妮，今天又带来
了什么东西？ 来让大家伙
儿瞧瞧。 ”

“ 没什么，就是些格格
帽、 健身锤之类的， 老样
子！ ”

听着周围市民与老人
之间的一问一答， 记者才
知道， 原来这位老人是这
儿的“ 常客”。 老人名叫高
仁义 ，今年

81

岁 ，他手里
所拎袋子中装的物品 ，都
是他自己一针一线缝好 ，

要免费送给其他人的玩意

儿。

高仁义
1944

年加入
游击队打鬼子，之后，他又
跟随部队转战山东、 河北
等地。 一直到

1951

年，高
仁义才转业回到了原籍濮
阳市清丰县， 结束了自己
的军旅生涯。 在部队生活
了那么多年， 高仁义学会
了缝补衣服的针线活。

退伍后他闲来没事 ，

就自己出钱买了布和其他
物品，自己动手设计、制作
了健身球、老人拐杖、健身
锤 、佛珠 、格格帽等

10

几
种强身健体、 养心又好玩
的玩意。每天

6

时左右，高
仁义就提着自制的小玩意
在新世纪广场上免费向过
往市民发放。

“ 我女儿怕我做这个
把眼睛弄花了， 刚开始怎

么也不同意我做。 后来看
我自己弄得挺开心的 ，也
就不再反对了。 ”高仁义乐
呵呵地告诉记者。

据不完全统计， 几年
来 ， 他制作的健身球有
420

余个，健身锤
260

个，

仿古头箍、格格帽、博士帽
等

200

余个；此外，还有拂
尘、佛珠、双节棍等健身养
心的玩意 ， 共计

1100

余
件。

“ 老高做的东西还被
郑州和安阳的豫剧团给要
走了几件呢！ 当时人家要
给他钱，他不要。 ”经常和
高仁义一起在新世纪广场
锻炼身体的吕曲老人对记
者说。 当记者向高仁义问
起此事时， 高仁义憨厚地
笑笑说：“ 当时他们是来鹤
壁演出的， 看见我的东西

不错就要走了些。 什么钱
不钱的，我跟他们说，这都
是自己做着玩的，不要钱！

算是谢谢你们给老百姓演
了几出好戏。 ”

“ 我做的东西能帮别
人健身养心， 能让大家乐
一乐， 给大家带来欢乐是
我最大的心愿。 收到我的
东西， 能笑一笑我就很满
足了。 ”高仁义高兴地对记
者说。

高仁义还很喜欢扭秧
歌， 经常参加扭秧歌的集
体活动。新区、山城区再有
什么扭秧歌活动， 您可仔
细瞧了， 那个穿着花哨的
衣服、头戴小姐帽、甩着单
辫或者双辫， 活跃在队伍
的最前边或者最后面的那
个个子高高的老头， 说不
定就是高仁义！

贫困残疾大学生可向残联申请救助金

每人最高可获 4000元
□记者 李崇 李潇潇

晨报讯

为帮助贫困
残疾大学生顺利入学并完
成学业，近日，市残联全面
启动贫困残疾大学生救助
方案， 救助总额每人不超
过

4000

元， 按学年计算，

每年救助一次， 每次每人
1000

元。这是记者
7

月
29

日从市残联了解到的信
息。

据市残联相关负责人
介绍， 此次救助对象为拥
有我市常住户口， 参加今
年高考且被中等以上普通
高等学校录取的贫困残疾
大学生。 救助总额每人最
高

4000

元 ， 每年救助一
次， 每次每人

1000

元；救

助金由市和县（ 区）各承担
一半，即市和县（ 区）分别
承担

2000

元
/

人，每年每
次分别承担

500

元
/

人。

据介绍， 受助人签订
《“ 爱心助学”救助协议书》

后，即可领取县（ 区）筹集
的救助金； 之后每年的

8

月下旬， 受助人可持上学
年的成绩单及学校评语到

所在县（ 区）残联领取下一
学年的救助金，直至毕业。

符合条件的残疾大学
生， 请于

9

月
1

日前持录
取通知书、 残疾人证原件
及复印件和 《 鹤壁市贫困
残疾大学生救助金申请
表》到所在县（ 区）残联签
订《“ 爱心助学 ”救助协议
书》 。

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
8月 1日起可申请抚慰金
□记者 周凯楠

通讯员 李雪峰

晨 报 讯 7

月
29

日，记者从市人口与计划
生育委员会了解到，

8

月
1

日至
10

日，我市辖区户
籍人口中领证独生子女
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
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可
申请计生关怀抚慰金。

据了解，我市将于
8

月
1

日至
20

日， 在全市
开展对

48

周岁以下独生
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基
线调查，对符合条件的家
庭发放抚慰金。

计生关怀抚慰金发
放对象：鹤壁市辖区户籍
人口中领证独生子女死

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
或收养子女的夫妻。发放
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女方

48

周岁以下（ 含
48

周岁） ；未违反政策法
规规定生育或收养子女；

领证的独生子女死亡或
被依法鉴定为三级以上
残疾。

符合条件的家庭，请
于

8

月
1

日至
10

日向户
籍所在地的村（ 居）计生
协会提出申请 ，填写《 计
划生育家庭生育关怀抚
慰金发放对象申报表》 ，

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包
括死亡证明或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和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簿
复印件。

上千只燕子聚在浚县王庄乡东枣林村村口的电线上。

□记者 马珂 文/图

晨报讯

“ 最近一段
时间， 每天傍晚都有上千
只燕子很准时、 很有秩序
地从四面八方飞到村口附
近的电线上栖息。”

7

月
28

日， 浚县王庄乡东枣林村
的池先生向记者反映，“ 每
天都有不少村民聚在村口
看燕子。 ”

28

日
19

时左右，记者
来到浚县王庄乡东枣林
村。在该村村民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了燕子晚上固定
的栖息地。

19

时
30

分左
右， 只有零零星星几只燕
子飞来， 记者还担心大批
的燕子当天不会来了。 一
位村民说：“ 时间还没到 ，

这些燕子很准时的， 再过
10

分钟左右肯定来。 ”

果然 ，

19

时
40

分左
右， 寂静的天空出现了成
群结队的燕子。 偶尔会有
三五只燕子落到电线上 ，

但旋即又飞了起来。

19

时
50

分左右 ， 天色暗下来
了， 不断飞来的燕子纷纷
落在两根电线杆之间并排
的

5

根电线上。 远看黑压
压的一片， 近看如五线谱

上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在村民们的指点下 ，

记者看到， 大部分燕子都
是头朝北， 而且每两只燕
子之间的距离也差不多 。

上千只燕子都落在电线上
之后， 它们便如同睡着了
般安静下来。

“ 这种现象已有
3

年

了， 每年麦熟后就开始有
燕子来这儿栖息， 直到每
年的这个时候燕子就会多
起来。 但今年燕子好像特
别多。 ”住在附近的一位村
民说，“ 觉得很神奇， 也不
知道这么多燕子为什么会
聚在这儿。 离这儿不远的
东沙地村也有这种现象。 ”

随后， 记者采访了浚
县农机局、 浚县气象局以
及浚县环保局， 大家对这
种现象的成因都不是很清
楚。 浚县环保局生态科的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

要进一步调查， 才能知道
大批燕子聚在这儿栖息的
原因。

浚县王庄乡东枣林村

上千燕子 不见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