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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带瘫痪父亲上学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高君晓

“如果没有当时的坚持，就不会有今天。”2月2日，在江苏省昆山市水秀路

908号的富利洋五金模具批发中心，谈起到昆山的务工创业经历，叶县籍人士

赵钦阳感慨地说。

赵钦阳是昆山市叶县商会副会长，他的富利洋五金模具公司占地近14亩，

主要从事模具贸易，也做一些非标准件模具的生产，年销售收入8000多万元。

1974年出生的赵钦阳，是叶县常村乡李庄村人，家里五个兄弟姐妹中他最

小。为减轻家里的负担，1996年，22岁的他只身一人来到昆山市打工。“当时，

富士康公司在昆山建厂，我就在工地挖了三个月的地基，一天23块钱。”赵钦阳

在食堂打过杂，卖过西瓜，做过中介。

2004年，赵钦阳开始做起了五金模具销售。

为了给附近的厂家送模具配件，他买了一辆摩托车，一天到晚奔波于各个

厂家，最远的有两百多公里。从2004年年底到2007年，赵钦阳摩托车的里程

数达29万公里之多。

2008年，颇有收获的赵钦阳已经积累了不少客户关系。在和家人商量后，

他用房屋做抵押从银行贷款15万元，在昆北路开店做起了五金模具的生意。

还是那辆摩托车，还是同样的路线：苏州、常德、上海……赵钦阳带着自己

的宣传页又开始了他的“快递”生涯。由于做人诚实、厚道，赵钦阳在五金模具

行业渐渐有了名声，认可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管什么时候，有一说一，诚信为本。”在赵钦阳刚开店4个月的时候，店

内楼板发生坍塌，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但是店内的货物却损失严重。关键

时刻，叶县老乡向他伸出了援手。

随后的6年时间里，赵钦阳的五金模具生意越做越好，年销售收入从几十

万元到几百万元，再到2014年的两千万元，又先后四次搬店面，最终在水秀路

买下一块近14亩的地皮做五金模具的贸易和部分非标准件模具的生产。

如今，富利洋五金模具批发中心已经小有规模，公司吸收了50多名外来打工

者，来自叶县的就有20多人，月工资不低于5000元。“现在考虑着能不能回乡做一

个五金模具产业园，以实体产业为主，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尽一份力。”赵钦阳说。

□本报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通讯员洪唱

“我不仅能拿到‘高薪’，下班后还能回家看望爸妈。”日前，在淮滨县苏美达

服装科技有限公司，淮滨县台头乡何庄村的毛伊利说，“去年受疫情影响，没有

外出打工，县里村里专门派人来招工，这里离家近、收入高。”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唱响经济发展“好声

音”，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吸引了一大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和创业。丰

厚的工资待遇、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企业人性化的管理，还有浓郁的思乡情结，成

了越来越多“候鸟”留下的理由。

“为响应县委、县政府关于精准扶贫的战略部署，对口扶贫单位国机集团的

子公司苏美达在淮滨县产业集聚区建立服装工厂，总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规

划用地40亩，总建筑面积30000多平方米，设有业务、技术、裁剪、生产、仓储和

行政后勤等配套部门，为群众在当地就业提供更多岗位。”苏美达服装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副经理姜鹏讲道。

近年来，淮滨县委、县政府把“引来人、留住人、用活人、激励人、塑造人”作

为产业集聚区的人本要素，在集聚区内规划建设了桂花、和顺、立城三大综合服

务区。在产业集聚区服务区居住房租每人每天不超过1元，满三个月的新进员

工每人发放600元生活补助。

家住桂花社区的祝凤是公司的老员工，离家近，能照顾老人，让她工作起来

很有干劲；丰硕的工资待遇，让她对美好生活有盼头；产业集聚区落到实处的各

项政策，让她不自觉地变成了招工达人。如今，她逢人便夸，家里的企业真好，

处处温馨，开心不断。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张甜甜李晓敏

“这是毛主席肖像、雷锋肖像、襄城县农民丰收节农民劳动图、双牛犁地丰

收图、襄城人民制作烟叶图、建党一百周年主题图……”2月4日，襄城县交通运

输局职工孟坤鹏，把一幅幅剪纸作品展现在记者面前，每一幅剪纸，都栩栩如

生，把握时代脉搏、带有美好寓意。看着他的这些宝贝，孟坤鹏的眼神里盛满了

笑意和满足。

耳濡目染“染”上剪纸瘾
今年40岁的孟坤鹏，不仅是襄城县交通运输局一名普通职工，他还有另外

一个身份——襄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许昌市民协会会员。

孟坤鹏对剪纸艺术的热爱是受家庭的影响。“我小时候闹人，为了哄我，妈

妈会剪一些小蝴蝶、小兔子，吸引我的注意力。随手三两下就可以剪出这么漂

亮的小动物，我央求母亲在闲暇时教我。”谈及对剪纸艺术的热爱，孟坤鹏打开

了话匣子。上学后，孟坤鹏在美术课本上看到了剪纸作品，才知道原来母亲教

他的这叫剪纸，是民间艺术，才有了剪纸的概念。

本以为小孟坤鹏只是一时新奇，剪着玩玩，结果他却认真了，这一认真，引

来了不少人的质疑。“手工活儿都是女娃娃干的，一个男娃娃，整天学这，多‘不

务正业’”。而孟坤鹏就是放不下剪刀，断不了“剪纸的瘾”。耳濡目染下，孟坤

鹏沉浸到剪纸世界中。这一沉浸，就是三十多年。

匠心淬炼“炼”出好剪功
一把剪刀、一屋纸屑，每天夜深人静时，孟坤鹏便拿出剪刀、纸张，琢磨起剪

纸，白天工作，晚上读书琢磨剪纸，在传承剪纸艺术的道路上，孟坤鹏越走越起劲。

平时，孟坤鹏除了拜访各地剪纸艺人外，还刻苦自学，临摹剪纸大师作品，

博览群书，利用互联网和从未谋面的各地“剪友”交流学习。在融会贯通中、不

断实践中，他摸索出了一套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和南方剪纸的细腻婉约、兼

顾传承与创新的剪纸技艺，在现代剪纸基础上保留传统元素。他剪刀下的雷锋

肖像逼真传神，社会的变化、美好的生活、民俗文化、美丽的风景，都通过他的剪

纸一一生动呈现出来。

在孟坤鹏的剪纸作品中，他最满意的要数雷锋肖像剪纸。1981年出生的孟

坤鹏心中的偶像是雷锋，他将对偶像的敬爱倾注在喜爱的剪纸中，从2003年的第

一版雷锋肖像开始修改，到第二版，再到如今的第三版，他剪刀下的偶像肖像愈发

生动，在第三版雷锋肖像中，孟坤鹏尝试着加入了素描元素，根据人的阴影面不断

深加工，第三版的雷锋肖像眼神生动，“画龙点睛”，人物顿时栩栩如生。

浓厚的兴趣、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孟坤鹏的剪功越发娴

熟。孟坤鹏的雷锋系列、抗疫系列与传统剪纸系列作品多次被网络媒体刊发及

名家收藏。

执着坚守传承剪纸技艺
怀着对剪纸的挚爱，对传承剪纸艺术的责任与担当，工作之余，孟坤鹏将剪

纸艺术教授给自己的儿子，他进学校、进社区，把一身功夫免费传授给其他爱好

剪纸的孩子和乡亲们，给孩子讲雷锋故事。“我有一个心愿，传承、弘扬剪纸艺

术，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剪纸这一传统文化的魅力，并以剪纸为载体，把雷锋

的种子种在孩子心中。”如今，在襄城，孟坤鹏已小有名气，在文化下乡、进社区

等活动中，频频能见到他努力发光发热的身影。

“我想有一个雷锋剪纸馆。”谈及梦想，腼腆的孟坤鹏眼里充满了坚定。他表

示，作为襄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有义务和责任把剪纸艺术传承和发扬光

大。同时他也相信，深深扎根于这片沃土的剪纸文化艺术也会迎来明媚的春天。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猛严相合

2月2日上午，西华县皮营办事处润农种植合作社里春意盎然：150亩大棚

番茄长势喜人，菜农们喜上眉梢，他们合计着一年的收成，欢笑声不时从大棚里

传出……

“嘀嘀嘀”，一阵清脆的汽车喇叭声响起，菜农们一听就知道老板来了。

菜农们所说的老板就是润农种植合作社理事长、皮营办事处双楼理社区党

支部委员，被当地群众誉为“番茄大王”的理三。

“理三有股钻劲，这些年依靠大棚番茄种植，不仅自己在城里买了新房、开上了

轿车，还带动周边群众走上致富路。”皮营办事处工作人员何冰涛说，理三虽然是

“80后”，但他在大棚蔬菜尤其是大棚番茄种植方面是一位名声在外的“老把式”。

理三2010年外出返乡后，一头扎进大棚里，潜心专攻大棚番茄种植。“第一

年在36亩土地上建了6个棚，当年就收益30多万元。”理三回忆起创业之初的

情形，记忆犹新。

看准市场前景的理三没有满足现状，他一边考察市场，一边外出学习取经，

几年下来，从大棚建设、土壤配方、选种育苗，到栽培管理、市场推销，他样样精通。

在皮营办事处党工委主要领导的指导下，理三在2013年4月与别人合伙

成立了润农种植合作社，从此他的大棚番茄种植产业风生水起。

皮营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高华说，目前合作社已覆盖到周边双楼理社区，辐

射到东王营乡袁庄、河湾乡大许村等村庄，种植面积扩大至220余亩，年番茄育

苗达90余万棵，供应市场产量可达600余万斤。合作社为番茄种植户创收

3000余万元，可带动周边130余人务工，带动10户脱贫户就业。

现在，润农种植合作社的大棚番茄已经远销安徽省和我省南阳、驻马店、许

昌、周口、漯河市等地。但理三说，他有一个梦想正在奋力追逐——

“ 让更多的市民吃上我们的放心绿色番茄，让更多的乡亲都能像我一样奔

上小康大道，为乡村振兴的美丽中国梦增添一份绵薄之力！”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武鹏亮

近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0年12月“中国好人榜”，今年19岁的禹州市火

龙镇后董村郭家宝荣膺“孝老爱亲好人”。

郭家宝生于2002年3月，现就读于中原工学院。十多年前，因为一场意

外，郭家宝的父亲瘫痪在床，那时候，刚刚5岁的郭家宝扛起了照料父亲的重

任。从刚和灶台一样高，做饭溅一脸油，到一年后学会拉烩面，郭家宝已经照顾

瘫痪的父亲14年。他洗衣做饭，每天为父亲按摩八九次，手法有模有样。

2014年，郭家宝上初中，他开始带着父亲上学，一边读书，一边照顾瘫痪的

父亲。2020年高考，他取得了553分的成绩，被中原工学院录取。“这么多年照

顾父亲都已经习惯了，父亲在哪儿，家就在哪儿。”郭家宝说，在他心中，能继续

上学，又能陪伴父亲，已经很满足了。“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把我压垮，反而让我变

得更加成熟，社会各界的关爱也让我觉得十分温暖。”郭家宝说。2019年9月，

在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评选活动中，郭家宝荣获第356期正能量奖。

2020年河南省坚持在规范推荐评选、扩大群众参与、增强实际效果上下功

夫，积极推荐“中国好人榜”候选人。此次“中国好人榜”共有101位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登榜，河南省有7人光荣上

榜。截至目前，2020年河南共上榜66人，总数达到1119人，每月排名均稳居全

国前列。

□本报记者董伦峰通讯员陈世威司利强 叶中琳

杞县人民法院长期把传承“好人精神”作为彰显为民担当的检验标准，涌现出诸多

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时挺身而出，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好人好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个

个故事，就像一朵朵晶莹的浪花，涤荡着无数人的心田。

冰河一跳，勇救落水儿童
“刘叔叔，今年我在北京过年了，不能回家看您了。”2月6日上午，杞县人民法院法官

刘献和接到小保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刘叔叔的救命之恩，小保终生难忘，非常感谢您给了

我第二次生命，我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我要向叔叔学习，做善事，敢担当。”

“我救人的事已经过去15年，不值得一提了，这事当时遇到谁都会像我一样去做

的。”刘献和用手擦拭着因救人荣获的二等功勋章，说得是那么的轻松。

2005年12月10日清晨6时，天寒地冻。刘献和像往常一样起床跑步，当他经过县

城西侧的海河桥头时，突然听到“救命”的喊声。借助微弱的路灯灯光，他看到河水中有

一个黑影起伏挣扎。

刘献和顾不上脱去身上厚厚的棉衣，纵身一跳跃入结了冰的河水中。瑟瑟发抖的

他咬紧牙关，挥动双臂快速游向落水者。

由于海河河岸用石头砌成，非常陡峭，冬天岸壁结冰十分光滑。无论怎么抓，刘献

和都找不到可以攀爬之处。迫不得已，他托着落水孩子二次回头，去寻找可攀爬的地

方。左手奋力托起落水儿童，右手攀爬，刘献和抠着河岸的石缝，4根手指血肉模糊。

孩子救到岸上后，孩子家长赶到，刘献和没有留下姓名信息，悄悄地回到家中。直

到第二天，孩子家长多方打听来到法院表示感谢时，同事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轿车自燃，不顾爆炸危险抢救财产
2020年夏天，杞县建设路和银河路交叉口一辆宝马轿车突然起火，现场浓烟滚滚，

情况十分紧急。司机和其他乘坐人员从车中逃出，万分焦急，一时惊慌失措。

看到这种情况，侯传波、王明阳两名法官没有丝毫犹豫，快步跑进附近法院停车场，

打开自己车后备厢，拿出日常配备的灭火器，转身跑到自燃车辆现场。

此刻，腾空烟雾被风吹散，火势更加猛烈，携带满箱汽油的车辆宛如一颗“炸弹”，随

时都有可能被引爆。

被浓烟包围的侯传波、王明阳努力睁大眼睛，沉着地打开灭火器阀门实施灭火。火

被快速扑灭，一场因车辆自燃而引发的险情短时间内就得到控制，车辆和财产减少了损

失，侯传波、王明阳奋不顾身的灭火行为受到过往群众的交口称赞。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全市各县区法院发出向侯传波、王明阳两名同志学习的号

召。

路遇车祸，挺身而出救老翁
2020年12月16日，法警孔继威、杨光等人前往杞县看守所提押被告人开庭。当行

至开杞公路与经四路交叉口时，看到一辆大货车将一骑三轮车老人撞倒，老人被压在三

轮车和货物下。

危急时刻，孔继威大喊“快停车”，几名同志在孔继威的指挥下，上前抬起三轮车，将

老人身上所压物品搬开，快速拨打120电话寻求救援。看到现场车辆拥堵，几名法警还

自发帮助指挥交通，确保现场秩序井然。120急救车辆赶到，法警协助救护人员将老人

抬上救护车。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永安

“用这原始树桩当蜂箱，既是就地取材，也能给蜜蜂造一个原生态的窝。”2

月2日，鲁山县尧山镇桃林村大沟组村民张永林向游客介绍着他的养蜂之道。

今年67岁的张永林和老伴一起在深山谷里养蜂多年，现有110箱蜂。他

家的房前屋后摆着很多别致的蜂箱，制作这些蜂箱需要掏空废弃的大树树桩，

两端再用木板封挡。这个时节花源植物少，张永林割蜂糖时就专门留了一部

分，用作蜜蜂当下的“口粮”。由于蜂蜜品质地道、甜味浓郁，每斤100元仍供不

应求。

这些年，因卖蜂蜜需要，张永林学会了用智能手机玩微信、转账收钱。对于

一些回头客的单子，张永林就背着蜂蜜下山，到镇区快递服务点邮寄，最远邮到香

港、贵州等地。

张永林介绍，他每年割蜂蜜少则250公斤，多时能割500公斤，仅此一项收

入超过7万元。养蜂之余，他在山谷里种了数百棵山茱萸树，每年卖山茱萸能

挣4000元，还在山上散养了60余只柴鸡。“光在早上喂一次，鸡子都上山觅食

去了，要是老鹰不抓、人不逮，我这鸡子一年也饿不死。”张永林说，他家的柴鸡

鸡蛋一枚2元，常年订购的顾客依然不少。

靠着这些收入，张永林先后将两个儿子供到大学毕业。如今，张永林又在

尧山镇镇区买了一套商品房，儿孙们回来既能住，平时自己去镇区办事又能提

供一个落脚点。“看着我们身体很好，孩子们也都很支持我养蜂，最主要的是，我

舍不得自己一手打造的生态名片。”张永林说出“生态名片”这个词时，游客向他

竖起了大拇指。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郭勇睿郑颖勇

2月4日，临颍县台陈镇袁庄村党群活动中心广场上，锣鼓震天，异常热闹。

“‘慰问老党员 表彰好儿子好媳妇’袁炎锋捐赠仪式”的横幅格外醒目。与会的老

党员和村民们笑逐颜开，8名受表彰的好儿子好媳妇披红戴花，端坐前排。上午9时30

分许，捐赠仪式拉开了序幕。

村党支部书记袁颍伟主持捐赠仪式，代表村“两委”高度评价袁炎锋致富不忘乡亲、

尊老爱老、奉献爱心的行为。

今年48岁的袁炎锋出生在袁庄村，现任郑州祥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周口项目负责

人。他靠劳动致富后不忘回报社会，已参加志愿者活动18年，资助帮扶了不少人。这

次他捐资一万多元，购置大米等物资，制作妇女楷模、孝顺之星等奖牌回家乡慰问老人

和袁庄好人。

“早在2018年和2019年，袁炎锋就慰问过村里的老人。这次他还要表彰孝顺媳妇

和儿子。我们认为人一定要找准找对，才能真正起到模范作用。”村委委员袁中民说。

在活动现场，袁炎锋给每位老党员送上2袋大米，给6个好儿媳、一个孝顺儿子颁发

了“孝顺之星”奖牌以及给一个“妇女楷模”颁发了奖牌，每人发放200元的奖金，在村干

部的陪同下逐户把奖牌送到各家。

袁炎锋说：“我生在袁庄村，长在袁庄村。树再大也忘不了根，这里有我的父老乡

亲。钱不多，爱家乡从我做起。让他们感到温暖、让老年人幸福！”

活动结束时，村民们纷纷跷起大拇指。

参与全程监督的村监委会主任邢和平感慨地说：“这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后，一

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我作为村监委会主任，村里召开‘两委’班子会和党员会、村

民代表会，每次我都参加，大家讨论，集体研究，民主决策，公开透明。这次活动从物资

捐赠到发放，都严格按照‘阳光村务’的要求，做到了程序合规、过程真实，群众怎么会不

满意呢？！”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

2月3日，沈丘县周营镇赵寨村宽敞干净的文化广场热火朝天。

当天上午，创业返乡爱心人士赵新生为村里12家脱贫户，每户送上一袋米和一桶

食用油。同时，他还为村里的4名留守困境儿童每人发放500元助学金。

“又来给我们送东西了！”“企业运营成本高，别总挂念我们。”活动现场，不少村民热

情地跟赵新生打着招呼。遇到年龄大的老人，赵新生快步上前，把爱心捐赠慰问品送到

老人车子上。60多岁的村民赵东亮领到了一袋米、一桶油，骑着电动车回家途中，乐得

合不拢嘴。

“这几年，赵新生不仅为村里公益事业积极做贡献，还把老少爷们的冷暖挂在心上，连

续多年为村民捐赠过节生活用品。”村干部赵继良笑眯眯地夸赞说。

赵新生今年50多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外出打工。经过30多年艰辛打拼，他在

郑州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靠着勤劳能干、诚信经营，企业发展蒸蒸日上。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赵新生为村办小学捐赠了90套桌椅，为村里捐赠安装了150

盏太阳能路灯，又买来价值12000元的爱心口罩送到疫情防控指挥部。此外，每年中秋

或春节，他总会拿出部分资金为村里的困难户购买爱心物资，因而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

“点赞”。

“心系家乡，奉献爱心，一直是我秉承的原则。关注并帮助弱势群体，回馈报答社

会，更是当今企业家的责任和义务。”赵新生说，他将一如既往地做好这些“分内事”，也

期盼更多的打工创业返乡爱心人士争相参与其中，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打工仔变身民营企业家

“番茄大王”的乡村振兴梦

阳光下的捐赠

杞县法院里的好人故事

痴“蜜”老汉深山养蜂

幸福就在家门口

剪纸达人孟坤鹏

爱心捐赠赢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