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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为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落实好
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政务环境服
务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洛阳市政
务环境治理办公室开通投诉电话，受
理企业在项目审批、项目服务、项目
建设、生产经营、行政执法等方面遇
到的损害企业发展环境的各类投诉。

投诉电话：63912345，邮箱：ly-
qyts@163.com。

特此公告
洛阳市政务环境治理办公室
2013年10月29日

公告

公 告
尊敬的联通用户：

为进一步提高通
信质量，我公司定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
每日 00：00―06：00
实施系统升级改造。
届时可能影响部分区
域手机、宽带、固定电
话、小灵通用户的正
常使用，给您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洛阳市分公司

□记者 李砺瑾 见习记者 王雨/文
见习记者 杜卿/图

25日5时30分，栾川县庙子镇
吕顺村。

10月底的山区清晨气温已经很
低，没有习惯山区生活的人，套上了
秋衣秋裤还是觉得寒冷入骨。天还
没亮，53岁的姜凤英就起了床，到离
家200多米远的一口井挑水，供家里
的17只羊、2头猪、1头牛和6口人
用。如果是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她为
了抢到第一担水还要起得更早，因为
现在水井的位置在那时还是一个小
水洼，连一桶都盛不满就干了，等下
一次蓄满至少要30分钟。

吕顺村，这个有960人的村庄，
早在今年8月就停了水，目前正在打
第六口井。

20多年后重新挑水吃，洗
脸水也舍不得浪费

早上7点刚过，姜凤英厨房里的
两个水桶就盛满了挑来的水。她正
在给刚起床的女儿打洗脸水，水刚盖
住脸盆底。她说，女儿习惯用香皂洗
脸，用过的水除了留着洗手就没啥用
了，实在可惜。为了省水，她和老伴
儿只用清水洗脸，洗好后拿来喂牲口
或者浇仅剩的一小片儿菜地，这才不
算浪费。

姜凤英说，光家里的猪和牛一天
就得用3担水，所以，她和老伴儿每
天至少要挑5次水才够用。而在四
五天前，他们和附近的不少村民，每
天用水还指望着山上小溪断流后的
一个小水洼。那个小水洼不到半米
深，15公斤的桶装不满一桶就干了，
水比较浑浊。那时，最近的水井，他
们也要走上将近一公里。

“20多年都没挑过水了，幸亏家
里扁担还没扔。”姜凤英说。

自来水停了启老井，老井
干了打新井

24日下午，吕顺村村支书胡海
燕指着刚打好的一口井说，这是村里

刚打好的第五口井，第六口井正在
打。村民们住得比较分散，这些井的
位置基本上能保证每户人家在500
米之内能挑到水。

胡海燕家附近有一口连村里最老
的老人也记不清年代的古井，还有一
口50多年都没用过的井……这些尘
封了多年的老井，自从自来水管里不
出水后，经过淘井，再次被利用起来。
但是用了几个月后，村里有5口老井再
也不出水了。于是，在合适的地方打
井，成为吕顺村当前最重要的事。

24日傍晚，不少村民家里已经
升起了炊烟，洛阳晚报记者在胡海燕
家附近的一口古井旁看到，不时有村
民过来挑水。井水没有异味，口感略
带甘甜。

旱得种不成菜，一家人拿
馍蘸着蒜汁吃

尽管目前吃水的问题暂时得到

解决，可所有村民都不得不面对一个
更加现实的粮食问题。

姜凤英家里种有4亩多地，由于
干旱，往年能收20多袋麦子，今年只
收了10袋；1亩多玉米地，今年只收
了7袋玉米；豆子也大大减产……现
在她家里的麦子剩下不到3袋，估计
很难撑到春节。

过去姜凤英在房前屋后种了不
少菜，一家子吃绰绰有余，但如今
只剩厨房旁的树下种着一小片青
菜。这些青菜能在大旱之年得活，
有赖于他们每天的洗脸水。而一
家人现在每天的饭菜，就是馒头蘸
蒜汁。

因为地里没有底墒，麦子迟迟
种不了，村民们只好把希望寄托
在明年的春玉米上，但胡海燕没
有其他村民那么乐观：“天啥时候
下雨谁也说不准，我们得做好长
期抗旱的准备，再打井还得更深
一些。”

□记者 李砺瑾 见习记者 王雨

养的200只羊咋吃水，是栾川县
庙子镇吕顺村的胡海燕必须要解决
的问题。

为了让母羊的奶水更好，胡海燕
往年都会种胡萝卜为母羊加餐，一年
能用大约1000公斤。

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村里现
有的井水仅能保证大家生活用，谁
也不好意思为了私利多抽井水。作
为村支书，胡海燕更不能在这时坏
了规矩。

从今年开始，每当看到天上飘下
一些小雨点，他就满怀希望地赶紧往
地里撒些胡萝卜种子，可每次的结果

都让他失望。
“种一次死一次，实在太旱了。”

看着地里那零零星星的几棵胡萝卜
苗，胡海燕不再对今年胡萝卜的收获
抱希望。

如今，他只好每天开着车，跑到
十几公里外更深的山里，拉回来十几
桶水给羊喝。

□见习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是远

“怎么也没想到，剪报还能剪出来个
全国大奖！”

近日，首届“中国梦想”全国剪报作品
公益展览在北京落下帷幕，洛阳农民王晓
民凭着30多米长的剪报作品《中国牡丹文
化长卷》，获得了该展览的三等奖。

高中时，王晓民的母亲患上了脑血
栓，而家里订阅的报纸上介绍的一些治疗
脑血栓的方法，帮助他的母亲多活了半年
多。从那时起，他对报纸的感情就积累起
来，他也走上了剪报之路。

问起为何选用牡丹主题参展时，王晓
民说，宣传洛阳和牡丹文化，是他表达对
家乡热爱的一种方式。

在王晓民口中，报纸就是他的“老情
人”，他还为自己几十平方米的家取名

“洛阳牡丹藏报馆”。藏报馆中收藏有
30多个国家的6000多种近6万份报纸，
附近的农民朋友都爱到藏报馆看看。有
的村民看了卫生报，学习健康知识，治好
了病；有的村民看了科技报，学到了西红
柿早产技术；有的村民看了法制报，戒掉
了赌博……

“明年，最多后年，我打算把《中国牡
丹文化长卷》做到50米长，还要做个《中国
报头艺术长卷》，收集31个省市区的党报，
作为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王晓民激动地
说起自己的计划。

就恁点儿水，洗罢脸再浇地
水停了溪流断了老井也干了，栾川庙子村民接连打井准备长期抗旱

驱车十几公里，只为给羊找水喝

洛阳农民藏报人
剪报剪出“全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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