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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母亲15载盼儿归

坍塌的墙壁，四处漏雨的瓦
顶，布满蛛丝网的木窗，这就是彭
继娥老人的家。 村民告诉记者，
整个渣沐村最穷的就是她家。

彭继娥老人满头白发，背
驼得很厉害，身体每况愈下。她
生育两女一儿， 如今两个女儿
分别远嫁四川、江苏，丈夫2014
年去世， 留下她一个人孤苦伶
仃地生活。

据老人回忆，2003年秋天，
儿子李春成高中毕业后外出打
工，之后再也没有跟家人联系。
至于儿子为何不跟家里人联
系， 老人也找不出理由， 她猜
测：“可能因为家里太穷吧，他
离家那年跟父亲吵过架。”

水口山镇党委书记刘晓亚
告诉记者：“考虑到老人一个人
生活太艰难，政府给老人办了低
保， 前年还拨给她4000元房屋
改造费用，去年准备给她报拆迁
户，迁到外地新房安居，但老人
很固执，不愿离开自己的家。”

彭继娥告诉记者：“我走
了，万一儿子回来会找不到我。
我要在家等儿子回来。”

“失联”或许跟读书有关

二姐李志云比弟弟李春成
大3岁，据她回忆，因为家贫，她
14岁便外出打工了， 与弟弟最
后一次联系， 得知他在长沙一
家广告公司打工， 后来再也联
系不上。“父亲去世他都没有回
家， 不知道他究竟什么原因这
么恨家人。我也找过几次，但长
沙那么大，怎么能找到？”

“可能是恨家人没送他读大
学，他高考复读过两届，每届都考
上了大学，家里穷没钱送他读书。
父亲又好赌。”李志云的姨父黄金
明告诉记者。“也许这也是他不回
家的原因吧，家里穷，没办法，他
爸打零工赚点钱就赌了。”彭继娥
老人流着泪说。

看着母亲流泪， 李志云的眼
眶也红了， 她说：“我们全家都盼
望弟弟回来， 妈妈身体越来越不
好了， 我和姐姐想把她接走跟我
们生活，但妈妈不愿离家，她怕弟
弟回来没有家。”

“回来吧，孩子。无论你过得
好不好”

“回来吧，孩子。无论你过得
好不好，我都在等你。”彭继娥用
颤抖的声音说，似乎在喃喃自语。

记者问李春成以前有没有电
话？ 彭继娥立马背出了儿子的手
机号， 记者试着拨过去， 居然通
了，老人的眼睛泛着光。但对方否
认是李春成， 并且声明这个号码
他用了十多年了。

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结， 趁着
母亲还在，回家尽尽孝吧，想想母
亲这么多年的盼望， 想想母亲衰
老的记忆能立即背出你曾经留下
的电话号码，李春成，回家吧，别
让母亲再在村口等你！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今天
从株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获悉，该市日前发布《关于维护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
权益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以维护住房公积金缴
存职工购房贷款的权益， 规范
房地产市场秩序。

《意见》指出，由市房产管
理局监管， 房地产开发企业不
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减少
价格折扣等方式限制、 阻挠、

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不得要求或变相要求购
房人签署自愿放弃公积金贷
款书面文件。由市国土资源局
不动产登记机构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受理住房公积金
贷款预抵、 抵押登记申请，在
10个工作日内完成预抵、 抵押
登记手续。

《意见》要求，各相关部门
应切实落实国务院“互联网+
政务服务”要求，建立住房公

积金贷款业务办理信息共享机
制，让数据多跑路，职工少跑路。
同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对限
制、阻挠、拒绝职工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房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和销售中介机构，要责令立即
整改；对违规情节严重、拒不整
改的，采取降低信用评级、暂停
预售许可等相关权证、暂停项目
网上签约和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的资金拨付等处罚。

■记者 李永亮

本报4月10日讯 本月起，
株洲市城管局在全省率先实
行公厕“所长制”，市、区两级
城管系统领导班子成员及中
层干部分别“认领”，成为58座
公共厕所的主要责任人。

今年3月， 株洲市城管局
借鉴“河长制” 管理方式，出

台了《株洲市城区公厕管理
“所长制”实施方案》，从市区
两级城管局领导班子，到各区
环卫处中层干部，每人负责对
一座公厕的管理、 设施维护、
保洁各方面进行督查。

目前， 该市已有58座公厕
确立“所长”。这些公厕门口均

设置了统一标牌， 内容包括公厕
编号、开放时间、管养单位、质量
标准、管理制度、监督电话，以及
责任人、 维修人员、 所长的姓名
等。挂牌上还有“株洲城管”的微
信公众号二维码，市民“扫一扫”
关注后， 也能拍照并向该平台举
报反映信息。 ■记者 李永亮

离家15年无音讯，七旬母亲盼儿归
“失联”或跟“家穷没钱读书”、“父亲好赌”有关 如有知情者可拨打本报热线提供线索

4月6日下午， 天空下着小雨， 零陵区水口山镇渣沐村路口，
70岁的彭继娥老人头戴斗笠，眺望着远方。又是一年清明，儿子
李春成依然没有回来，老人很失望，泪水打湿了眼眶。

儿子外出打工“失联”15年了，每逢节日，彭继娥老人都要到
村口等儿子回家，这一等就是15年。她不知道，生命不多的岁月
里，是否还能等回儿子。 ■记者 黄海文

放弃高薪回家当“牛倌”助村民脱贫
张显有扑在牛场三年没和家人过年，创新养殖新模式

株洲：开发商拒贷公积金将降低信用评级

株洲市区58座公厕有了“所长”

彭继娥在破败的屋前诉说思念儿子的艰辛。

李春成， 生于1982年农
历十二月十四日， 零陵区水
口山镇渣沐村人， 如果你知
道其下落，请拨打本报热线：
0731-84326110。本报将继续
关注。

4月9日早上， 得知前晚一
头母牛生了一头小牛崽，64岁
的张显有赶到牛棚前， 眼睛眯
成了一条缝， 和小黄牛轻言细
语地对话， 然后又用手轻轻抚
慰牛妈妈。

2013年12月，张显有从国
家电网公司湖南供电公司湘西
供电分公司工作岗位上退休
后，放弃沿海公司35万的年薪，
婉拒自治州供电公司返聘，毅然
决然地回到贫困的泸溪老家，办
起了湘西黄牛互助养殖示范基
地。他几乎每天扑在牛场，三年
没有和家人一同过年了。

推出互助养殖模式

“趁着还没老，就为家乡做
点事吧。”湘西黄牛是国家农业
部早就认定为特色品种， 根据
泸溪县地理气候， 养殖湘西黄
牛是一个脱贫致富的好项目。
思考再三， 张显有决定回村当
“牛倌”，发展养牛事业。

2014年， 张显有和他的公
司让180户农户实现增收，400
余人实现脱贫。 但张显有很快
发现了问题，随着规模的扩大，
特别是承担养牛扶贫任务超过
300头后，就捆住了养殖户的手
脚， 每天要放牛， 什么也做不

成，一些贫困户不接受。
针对这种情况， 张显有创

新养殖模式， 推出互助养殖，
即： 养殖户将牛集中在一个牛
棚，每天由几个人看养，各养殖
户轮流， 这样每个养殖户每个
月只要值养三天。“因为它提高
了劳动效率， 节约了劳动成本，
让每个养殖户在养牛的同时还
能抽出大量的时间从事其他创
收项目。”基地养殖户老王告诉记
者，这个模式被乡亲普遍叫好。

一间办公，一间吃住，一间
兽医室， 在基地牛棚旁边盖的
这三间活动板房， 就是张显有
住了几年的“家”。尽管生活过
得清苦，然而，看到家乡的贫困
户逐步脱贫， 张显有还是十分
欣慰。

要做一个增收致富产业

截至2017年， 养殖基地已

扩大至5个， 牛棚增加到2000平
方米，给农户发放养牛共达到302
头，参与贫困户280户，受益人数
达到950人。

现在， 张显有每天都能接到
购牛及牛肉制品的电话。 深圳一
个老板一次就要500头湘西黄牛；
北京绿色食品协会在检验了张显
有提供的牛肉样品后， 当即就要
签合同，有多少要多少；长沙天水
公司曾总前天还打电话， 问能不
能给他们的超市提供货源。 每当
接到这种电话， 张显有都是有喜
有忧， 喜的是他所养殖的湘西黄
牛市场前景十分喜人， 忧的是受
资金制约，规模上不去，深加工实
现不了。

“想把基地养牛扩展到5000
头以上，然后建设深加工项目，增
加附加值， 真正形成一个能让老
百姓长期稳定增收致富的产业。”
张显有有自己的计划。

■王小华 李响 记者 陈柯妤

张显有（右一）与村民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