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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到村头 培养明白人商 城 县

鲁山县评选出首批“美丽庭院”

上街区发布社区服务群众重点项目

大奖福地
间隔两期河南彩民再中
“快乐8”1000万元大奖

□本报记者曹相飞通讯员赵光选寇化增文/图

以前连鲫鱼、鲤鱼等都分不清的郑博，经

过几年的奋斗拼搏，在观赏鱼领域闯出了一片

天。目前，郑博的观赏鱼养殖面积60余亩，年

产值达50余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观赏鱼养

殖大户，并帮助10余户村民养殖观赏鱼走上

致富路。今年3月，郑博被选为村干部。

今年32岁的郑博是邓州市裴营乡小刘

村人，高中毕业后到广州一家锦鲤养殖场打

工，2014年回乡从事中药材及绿化树木种

植，没挣到钱，第一次创业失败了。

不气馁的郑博决定第二次创业。经过慎

重考虑后，他认定了养观赏鱼这条创业之路。

2014年6月，郑博在村“两委”的支持下

投资8万多元，利用村边低洼荒地，建起了6

个种鱼池，从广州、山东等省市购回锦鲤、红

白、大正、昭和等主流种鱼品种，开始饲养繁

殖。当时由于气候条件，特别是管理技术不

成熟，造成种鱼繁殖产卵后死亡，首次养鱼

失败，5万元种鱼款打了水漂。

郑博是个不服输的人，他决心在哪里跌

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为了尽快掌握观赏鱼

孵化技术，郑博经过一番打听，来到了一个有着多年观赏鱼养殖经

验的老板那里，以打工者的身份在养殖场打工，并“偷师学艺”。经

过两个多月的学习，他终于掌握了观赏鱼孵化管理技术。

2015年8月，郑博重整旗鼓，经过与未婚妻商量后，瞒着父母，

将准备购买婚房的20多万元，全部投入到观赏鱼养殖中。

郑博是个能吃苦耐劳的人，种鱼繁殖期间，晚上给种鱼打上催

产针后，他就整夜守在种鱼池旁，等待其产卵，产卵后上巢，再放入

循环池孵化。有付出就有回报，经过耐心细致管理，郑博终于成功

了，当年销售产值就达10多万元。他先后创立了河南南阳锦鲤良

种繁育基地、邓州市花洲锦鲤养殖场。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郑博也紧跟时代，于2019年春季开始，

开通网络直播销售观赏鱼，线上线下销售一起干。目前，观赏鱼线

上线下销售年产值达50多万元。

郑博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建设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标准

化车间，准备打造直播团队，除观赏鱼销售外，还将销售本地名优

土特产品，使群众获得更好收益。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
永安杨洋洋）“你看，人家家里不但

干净，还有这么多花花草草点缀着，

真是名副其实的‘美丽庭院’。”3月

31日，鲁山县瓦屋镇大潺寺村村民

曹玲家来了多名附近村庄的参观

者。该县妇联牵头在全县评选出首

批249户“美丽庭院”，曹玲家榜上

有名。

今年以来，鲁山县妇联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美丽庭院”示范户推荐活

动，激励广大妇女在促进乡风文明、

建设美丽乡村、参与乡村振兴中发挥

积极作用和独特优势。县妇联在线

下通过倡议书、宣传页、大喇叭等方

式进村入户，激发广大妇女共创共建

“美丽庭院”；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和

微信群营造浓厚创建氛围。

张良镇杨李沟村村民李伟不仅

在院内种植花草美化环境，还在全

村开办了第一家“农家乐”。由于设

计新颖，环境雅致，提供的都是农家

风味浓郁的饭菜，李伟的生意红红

火火，他的“农家乐”还被县文旅部

门评为“三星级农家乐”。

目前，鲁山县正坚持以点带面

推动“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全面提

升人居环境整治水平。在工作机制

上，该县像抓脱贫攻坚工作一样，利

用每周周五的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上

路、入村，集中开展环境治理活动，

以人居环境工作迈上新台阶促进乡

村振兴和城市创建工作实现新跨

越。

本报讯（通讯员任学军 蒋士
勋 记者冯刘克）3月30日，荥阳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授予荥阳奥斯

卡影城“红色电影放映厅”。“红色电

影放映厅”的门口、电梯间、走廊、影

厅等地方都被“红色元素”环绕，显

得异常夺目。像这样的“红色电影

放映厅”，荥阳一共打造了4个，为

全市各单位开展学党史提供了良好

的平台。

“聚焦百年党史中的重大事件、重

大成就、典型人物及感人故事，我们遴

选出100部优秀经典影片。同时，我

们还安排有《石榴花开》《小石头下乡

记》等契合乡村振兴、脱贫攻坚题材，

又富有荥阳特色的本土影片。”荥阳奥

斯卡影城总经理张雷介绍。

影厅启用后，荥阳将运用“课

堂+影院”方式，开办“百年党史电

影讲堂”，让党校老师走进“红色电

影放映厅”，讲解建党100周年以来

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让党员干部

牢记党的历史、继承党的优良传统、

传播党的光辉形象。

据介绍，各单位根据党史学习

教育的进展和需要，在不同时段

自行选取不同内容开展“百年党

史电影讲堂”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穆文涛 刘琳
记者冯刘克）“如意街社区建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居住的老年人较

多。我们经过科学研判，计划在小

区、楼栋内安装休闲椅、伸缩椅，让

老人们院里能休闲，上楼能休息，

实现居民生活区全面提档升级。”3

月 30日，郑州市上街区举行社区

服务群众重点项目发布会暨启动

仪式，公布选定的社区服务群众项

目，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落在实

处、落在为民办实事上。此次发布

会上，上街区共发布了8项重点项

目，涵盖了幼儿看护、青少年培养、

老年人服务、社区安防等方面。

据悉，上街区以党史学习教育

为契机，积极探索社区服务群众项

目化管理机制，在前期充分调研、广

集民意的基础上，精心策划了一大

批群众呼声高、反响强烈的服务群

众项目，截至目前，共确定服务项目

1000余个，项目涵盖居民生活的方

方面面，涉及自治、德治、法治等社

区治理方向，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

提升相关社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世旭

3月16日，郏县茨芭镇付村烟叶育苗基地几

个塑料大棚里，白花花地长出一地灵芝菇，远远

望去犹如盛开的一大片巨大花朵。李宗典走在

畦间的边埂上，观察着棚里的这些“宝贝”，满心

欢喜。

李宗典是郏县烟草公司的退休职工，也是

这个育苗基地的负责人。2013年，他在付村承

包土地，建了24个塑料大棚搞烟叶育苗。不育

苗的时候，他就在棚里种些上海青、莜麦菜、菠

菜、芫荽等大路菜，一方面不让大棚闲着，另一

方面也为当地群众找点活干。

2020年10月，他从一个朋友那里了解到种

植大棚灵芝菇效益不错，就赶到外地进行了实地

考察，随即又和郑州一家公司签订了产销合同，

开始种植富硒灵芝菇。

当年11月，李宗典把从公司引进的2亩灵芝

菇菌种菌棒，分散种在5个大棚里。种菇的那几天

里，他领着20多个人在大棚里挖沟、打畦、排菌

棒；种上菌棒后又几乎天天到棚里来，看看温湿

度，盖盖遮阳棚，对这些“宝贝”关怀备至。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种的灵芝菇成功了，头

一茬就收了2万多斤，最大的一个灵芝菇有26斤

重。

李宗典算了一笔账：按最低产量，一亩地的

纯利润在3万元以上。

“头一年种这种菇没经验，不敢多种，现在可

以放心种了。今年冬天，我准备在育烟苗的间

隙里，把全部大棚都种上灵芝菇，也可以动员其

他群众来承包管理，我负责技术指导，大家一起

共同致富。”李宗典说。

□本报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
通讯员曹良刚

3月27日，虽是周末，商城县丰集镇二

小的教室仍然座无虚席，该镇石头岗村的近

百名群众正在这里进行水稻、玉米、油菜、花

生种植及水产养殖技术培训。

“这是我们学校和惠泽职业培训学校校

企合作，针对农民群众进行的实用性技能培

训，本次培训共五天，两天理论培训，三天实践

培训。”该县职业高中副校长张香峰介绍说。

据了解，在培训之前，培训学校做了充

分的调研，石头岗村地处丘陵地带，荒山较

多，稻田也有1300余亩，有大小水塘98口，

综合效益都不高，缺乏人才和技术支撑。

“我们针对当地的情况，专门邀请到

县农业农村局水稻种植专家贺焕志、县水

产中心养殖专家陈明发、何光群三位老师

为大家授课，本次培训全部免费，同时每

天为学员补助误工生活费30元，旨在提

高农民种植养殖技术，增强致富本领，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奠定乡村振兴基础。”培

训学校负责人雷鸣介绍说。

“我每年都种有20多亩水稻，都是常

规水稻，综合效益不高，通过这次培训，我

知道了再生稻的种植技术，从明年开始，我

也要学着种植再生稻，一季种两季收。”水

稻种植大户郑发富说。

据了解，这是该培训学校进行的第二

期培训，之前在商城高山茶核心产区苏仙

石乡秦河村进行了一期茶叶种植、炒制和

销售的培训。该县除了结合培训学校的

技能培训外，教体局、农业农村局、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局、特产中心等单位都有针

对农民群众的职业技能培训，这些培训都

直达乡村，直达田间地头。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文/图

“看到这幅画又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宿鸭湖工

地上激动人心的劳动场景……”3月28日，在汝

南县板店乡群众文化艺术馆“梦苑”长廊（如图），

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板店村70多岁的老党

员苏志斌一边参观一边与身边的人聊起往昔的

岁月。

板店乡群众文化艺术馆是祖籍板店乡的著

名画家、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教师李新国投

资2000多万元历时4年建成的，是一个建在群

众家门口的艺术馆。艺术馆建成后，慕名前来参

观学习接受教育的人络绎不绝，开馆至今已接待

社会各界人士1万多人次。该馆以“泥土香”为

主题，集中展现了李新国几十年来“一手伸向生

活，一手伸向传统”的艺术风格。艺术馆主要由

孝道园、乡愁记忆馆、农耕体验园、牡丹园、泥土

香美术馆五个部分组成。

“一样老物件，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

留住乡愁记忆是乡村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

是乡村文明发展的最好见证。”李新国说，“我

建‘梦苑’的初衷不仅是要让更多的人重拾记

忆、留住乡愁，还要让年轻一代了解他们祖辈

勤劳节俭、踏实奋斗的故事，提升他们对祖辈

艰辛创业情况的认知和过去农村淳朴生活的

缅怀，教育他们要饮水思源。”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4月1

日，在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联合主

办的2020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

务“四个100”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

动中，南阳市梁海磊荣获“最美志愿

者”称号。据了解，我省仅3人获此

殊荣。

作为南阳市宛城区百姓宣讲团

团长，梁海磊坚持为基层党员群众讲

党课。2010年，梁海磊组建“宛城区

百姓宣讲团”，秉持“让党的创新理论

和百姓更亲更近”的理念，不断创新

载体，锤炼队伍，打造阵地，10年坚

守，深耕基层，累计讲党课3000多

场（次），宛城区百姓宣讲团也由原来

的7人发展到百余人。

本报讯“王哥，最近咋样，家里

还好吧？有啥困难没有？”3月30日

下午，西峡县双龙镇双龙村包村干

部郭振社来到脱贫户王庆申家，详

细了解其目前的生活状况、收入保

障和存在的困难。这是该镇实施回

访脱贫户，落实脱贫攻坚“四个不

摘”的一种体现。

在脱贫户王春娇家里，当了解

到王春娇的儿子待业在家时，郭振

社劝导其积极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学习技术，改变家庭状况，并当场表

示，愿意为他学习技术提供帮助；在

脱贫户王庆申家，郭振社详细了解

了其收入来源，积极为他介绍就业

岗位。

今年以来，西峡县双龙镇将预

防贫困反弹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实行定期回访制度，按照“四个

不摘”要求，开展入户回访，一周与

脱贫户联系一次，半月入户一次，一

月回访一次，加强对脱贫户的联系

和监测，随时掌握脱贫户的生活状

况，发现返贫风险，及时采取措施解

决，防止贫困反弹。

（常露 刘剑飞）

4月2日，汤阴

农商银行员工到汤

阴烈士陵园开展“祭

先烈、学党史、悟思

想”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肖敬泽摄

南阳梁海磊获评全国“最美志愿者”

荥阳市打造“红色电影放映厅”

西峡县双龙镇定期回访脱贫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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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乡愁馆”留住“泥土香”

郏 县 李 宗 典

种植灵芝菇 拓宽致富路

4月5日晚，福彩“快乐8”第2021085期开

奖，“选十中十”头奖开出3注，单注奖金500万

元，其中河南彩民收获2注，这也是河南彩民间

隔2期后，再次中出“快乐8”大奖。

从河南省福彩中心获悉，这2注500万元

大奖出自郑州市41011619投注站，为“选十”

单式票，投注金额20元，收获奖金10000000

元。截至当期，目前河南彩民今年已收获“快乐

8”500万元大奖7注。这也是全国中出的第2

个“快乐8”1000万元大奖，全国第一个则出自

河南开封市。

同时，当期“选十中0”开出170550注，“选

九中 0”开出 310541 注，“选八中 0”开出

168933注，“选七中0”开出209889注，中奖金

额均为2元，也就是说，“一个号码不中，也有

奖。”

当期全国销量为47209990元。计奖后，

“选十中十”奖池累计金额：67963539.55元，下

期彩民朋友仍有机会2元中得500万元。

福彩“快乐8”，向快乐出发。福彩“快乐8”

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每天开奖，共

有“选一”至“选十”10种玩法，39个奖等；其中

“选十”“选九”“选八”“选七”玩法中，若投注号

码与开奖号码全不同，也能获得奖金。简单又

好中，惊喜500万，赶快行动参与收获属于自己

的好运。 （豫福）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带头人”为乡村振兴赋能

直播销售观赏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