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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红立见习记者张惟一通讯员杨洋

近日，在洛阳市新安县磁涧镇镇区一家饭店里，百岁老人吕秀英的

寿宴办得热闹喜庆，儿女、孙辈一大家几十口人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只

为给老人祝寿。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今天也是母亲100岁生日，我和兄妹几个

商量，要好好为母亲办一个寿宴。她以前吃过太多苦，现在日子好了，

我们也想让她好好享受一下。”说起办寿宴的初衷，吕秀英57岁的小儿

子程远勤说。

寿宴现场，老人的6个孩子排队为母亲祝寿，把提前准备好的大红

包塞到母亲手里。吕秀英开心地看着孩子们为她点蜡烛、唱生日歌、切

蛋糕。虽然年事已高、听力下降，但吕秀英还是感受到了儿孙的热情，

她拉着孩子们的手，不断重复着：“你们都回来了，真好。”

1921年出生的吕秀英，和党同龄，她和党一样，经历过艰难的岁

月，体会过新中国建设发展的不易，也感受了改革开放给生活带来的巨

大改变。她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见证者，也是百年来人民生活不

断改善的亲历者。

在程远勤的记忆里，母亲一生都在忙碌。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

个人承担起养育6个孩子的重任。“小时候，每天晚上母亲都点着煤油灯，坐

在窗户下纺棉花、织布、做衣服。那时候家里所有人的衣服，都是母亲一针

一线做出来的，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最后补丁摞补丁也不舍得扔掉。

可即使这样，日子也比母亲小时候要好得多。”程远勤说。

新中国成立后，日子才一点点好起来，但一开始还是吃不饱。直到20世

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一家人才彻底摆脱吃不饱穿不暖的困境。

吕秀英老人一家8口最初住在磁涧镇兰洼村的几栋土窑里，遇上刮风

下雨，土窑岌岌可危。屋里除了几张破床外，再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

后来，兄妹几个相继工作、成家立业，家里又加盖了两间小砖房，程远

勤和二哥也先后在村里建了漂亮的砖瓦房。几年前，兰洼村决定在镇上建

社区，程远勤和二哥又先后报了名。如今，他们已搬进了新房，屋里电视

机、冰箱、洗衣机、空调一应俱全。“买房子还有补贴，以前根本想不到，自己

有一天还能住进楼房里，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程远勤说。

如今，老人在6个孩子家里轮流住，无论住到谁家，上下楼梯都有人

背，一日三餐做好了直接放在她眼前。尽管听力下降，说话也不利索，但

吕秀英老人还是断断续续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她说：“现在的日子太好了，

孩子们生活得也很好，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带给我们的，我永远都会记得

党的恩情。”

□本报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通讯员董勇

“我的三个女婿和外甥女，都是我的徒弟！”4月14日，国家级、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信阳毛尖采制技艺传承人”双料奖项获得者、

信阳市浉河区浉河港镇黑龙潭村制茶大师周祖宏告诉记者。

1952年出生的周祖宏，17岁就开始学习信阳毛尖炒制。“最

开始的时候，在大集体炒茶叶挣工分，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同

时炒七锅鲜叶。分田到户以后，我自己炒茶叶出去卖。一路走

来，就是因为我肯吃苦，始终坚持传统手艺炒制信阳毛尖绿茶，

慢慢地，我就成了全市唯一的国家和省级制茶大师。”谈起制茶

经历，周祖宏感触颇深。

周祖宏的二女儿周志辉是黑龙潭村党支部书记。她告诉记者：

“老爷子的三个女婿都会炒茶制茶，就连我爸最疼爱的外孙女肖珺

景现在也回到家乡做起了茶叶电商，在网上直播带货卖茶叶。”

2019年，肖珺景从郑州大学毕业。梦想到大城市闯荡并已被

上海某航空公司录用的她，手握高铁车票，回头望了一眼送站的

父亲肖兴亮（周祖宏的大女婿），被那个“眼泪淌多长”、依依不舍

的父亲所感动，放弃了都市生活和飞航梦想回到了村里，以先进

的理念担起了“网络直播销售信阳毛尖”的重任。

每到产茶旺季，年近七旬的周祖宏还会在深夜监制炒茶，工

人几点休息，他就几点睡觉。“做人要做好心人，做茶要做良心

茶！我带的徒弟有100多人了，他们也都成了远近闻名的炒茶大

师，现在他们的聘用工资比我还高。曾有一位徒弟对我说，周老

师，如果不是你当初对我那么严格、教我那么仔细，我哪有现在的

收入啊。”说到传统技艺传承人的培养，周祖宏自豪地说，“每年市

里的茶文化节，我都会去参加炒茶大赛，都能遇见我的徒弟们。”

“对于今后的发展，一要加强宣传力度，让信阳毛尖茶进入千

家万户，提高知名度；二要加强原产地标注，让大家品尝到正宗的

毛尖茶，让大家认识到‘青山绿水出好茶’的神奇。”对于信阳毛尖

品牌的保护，周祖宏颇有心得。

周志辉说：“下一步，我们要深入发展旅游产业，让茶旅融合

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已进入春茶生产旺季，来买茶和游玩的

游客特别多。村里牵头把人居环境治理好，为群众配备了垃圾

桶，做到垃圾随时入桶。我们把居民房前屋后都种上了兰花和杜

鹃等，下功夫把环境治理好，给游客留下美好的印象，让他们开心

地游玩、放心地买茶。”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曹耀强白贺阳

“寇文谟，爷爷好，革命斗志高。反苛捐，抗杂税，人民称英

豪。做宣传，搞统战，抗日把国保。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立功

劳。”4月19日，记者走进上蔡县西洪乡寇庄村小学，稚嫩的脸庞

透露出坚定的神情，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操场，让人不禁升腾出

英雄气概。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农民，他

叫寇大毛。

歌曲中的寇文谟，是上蔡县最早的中共党员和上蔡县早期党

组织的组织者和创建者之一，他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47年壮烈牺牲。

“从小我就听村里的长辈讲寇文谟同日伪军及国民党反动派

英勇斗争、壮烈牺牲的事迹，我就想把他的故事记下来、传下去，让

子孙们记着咱寇庄有个好榜样，咱寇庄的男儿都是好样的！”虽然

寇大毛只上过高小，文化程度不高，但写英雄、唱英雄的念头从未

改变。

近20年来，他一方面从党史、县志、文化部门和寇文谟烈士后

代那里收集一批文史资料，一方面骑着自行车寻访上蔡县城、塔桥

白圭庙、华陂史彭、百尺竹园张、西平五沟营等寇文谟烈士生前曾

经战斗过的地方，采访当地的老党员、老教师、老农民，积累了大量

的第一手资料。

“写写改改，改改写写，我不会用电脑，只能手写，用了十来年

才完成初稿！仅修改稿就有一尺多高！”靠着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寇大毛终于创作出了史志《寇文谟全稿》、戏剧《忠烈英雄寇文谟》

以及大量的快板书、诗歌等红色作品。

翻开《寇文谟全稿》和《忠烈英雄寇文谟》，寇大毛的作品中

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更没有“画龙

点睛”的神来之笔，有的是对英烈朴素而真诚的感情，有的是记

录历史写好英雄的执着，有的是用英雄的事迹教育引导下一代

的责任。

如今，80岁的寇大毛仍担任着寇文谟烈士纪念室的义务讲解

员和义务管理员，并承担着寇庄小学校外辅导员的职责，“让后人

记住英雄，也让英雄的故事影响后人，将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为

人民奉献的精神传递下去，我相信咱国家会越来越强大。”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任晓卿

“想都没想过，老了老了还能打工挣钱。家里不指望我挣这几个钱，但有

总比没有强，再说活动活动筋骨也比天天坐那儿好。”4月15日，在叶县仙台

镇刁庄村一农户家门前，今年已是83岁高龄的老奶奶兰梅边干着手中的活儿

边幸福地说。

当天，十几位老奶奶一字排开加工着假发，她们边忙着手中的活儿边聊

着天，谈笑声中，一套套假发就加工成了。

“送完孙子在家没事干，是梦娟这闺女喊俺来做假发。这活儿好干，像俺

这笨手笨脚的老太婆，一个月能拿1000多元不少了。没想到俺这老婆子在

家门口也能打工挣钱。”该村三组80岁的老奶奶张细妞接过话茬儿，满是骄傲

地说。

为这帮老奶奶找到活儿干的是本村年轻媳妇裴梦娟。裴梦娟从一家

假发厂领回来原材料，组织留守在家的老奶奶加工假发，实现在家门口务

工。

今年35岁的裴梦娟是村里出了名的聪明能干媳妇，家里有两个年幼的孩

子和上了年纪的公公婆婆，丈夫常年在外打工。

去年年初，她看到村里不少在家照看孩子的爷爷奶奶和自己一样，把孩

子送到学校之后，在家闲着没什么事干。她就突发奇想，能不能找一些适合

村里老人干的手工活儿来做，一则让留守老人家门口务工，二则自己也可以

挣钱补贴家用。

去年9月，当她把这一想法告诉丈夫时，谁知丈夫一百个不同意，心疼地对她

说：“你照看两个孩子就够忙了，还要照顾俩老人，还是别干的好。”公公婆婆也劝

她说：“你以为村里老年人会干吗，年龄大了净是事。”可梦娟不这么想，她对公公

婆婆说：“爸、妈，老年人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时间活儿就做了，关键是还有益身

体健康。我一定能干好。”家人见她态度坚决，就不再说什么。

说干就干。她四处托人打听，找适合老年人干的活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0年年底，她终于通过老同学的关系联系到一家假

发厂，通过协商，领回一些适合老年人做的手工活儿。活儿是领回来了，可村

里的老人怕干不好，最初没有一个人愿意干。无奈之下，她只好找了几个近

亲的婶子做给村里人看。慢慢地，看到她们每天都能挣到钱时，一些嫂子大

娘和老奶奶们才转变了观念，来她这儿干活儿。

如今，来她这儿干活儿的已有30多人，有的还是老两口，平均每人一个月

挣1000多元。干活儿的时候，老人们有说有笑很开心，不干活儿的时候她还

给老人们拍抖音、领着老人们跳广场舞。用老人们的话说：现在挣多少钱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天有事干，怪开心！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

时下，走进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村，一条条水泥路四通八达，直通农户庭院；

足球场、文化广场、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桃园、杏园、蔬菜大棚，产业兴旺；粉刷一新

的墙壁上，雕饰精美的龙图腾，一下子把人带回距今约2000年的汉代……

“我们村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变化，杨书记功不可没！”三杨庄村村民说。

村民们夸赞的“杨书记”是驻村第一书记杨清卫。

杨清卫是内黄县文广体旅局的一名干部。2015年7月，他受组织选派，进

驻梁庄镇三杨庄村当驻村工作队队员，2019年接任第一书记。不管是当工作

队队员，还是第一书记，杨清卫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把村庄当家，把村民当

亲人，积极为村里的长远发展谋划，千方百计帮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2015年7月，刚入村的杨清卫满眼看到的是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蚊蝇乱

飞的脏乱差景象。当时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三杨庄村彻底变个样。为改

变这个状况，2017年，杨清卫和时任第一书记及村“两委”干部紧紧抓住上级

重点帮扶三杨庄村的重大机遇，提出“大干300天、旧貌换新颜”的口号。

轰轰烈烈的基础设施建设让三杨庄村“彻夜不眠”。修路、挖下水道、打围墙、

刷墙、铺安全饮水管道……10多项基础建设工程同时开工，晚上，人停机器不停。

2017年，经过一年的整体改造，三杨庄村所有的道路、胡同全部进行了硬

化、绿化、美化和亮化，铺设了安全饮水管网和排水管道，新建了村室、标准卫

生室、文化广场和足球场，设置了图书阅览室、农民活动室……

基础设施建好了，村庄变美了，杨清卫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经济上

来。他积极动员群众发展温棚瓜菜和水果种植。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三杨庄

村已发展大棚瓜菜100余亩，种植水果 300余亩，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为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2020年春节，杨清卫又组织群众自编、自导、自演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春节晚会，让村民的幸福指数再一次得到提升。

在杨清卫、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的共同努力下，2017年，三杨庄村

实现整体脱贫。

“脱贫攻坚我们打了一个漂亮仗，乡村振兴我们也绝对不能落后，接下来

我们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谋划好乡村振兴这盘棋。”杨清卫说。

三杨庄村是一个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村庄，辖区内有国家“AAA”级文物旅

游景区“颛顼·帝喾陵”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杨庄汉代遗址”。怎样把“二

帝”文化和“汉遗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利用起来，让文化资源优势

变成文化产业优势，是摆在杨清卫面前的头等大事。据悉，总投资20亿元的“二

帝陵”“三杨庄”黄河遗址公园项目今年年前已在北京成功签约，即将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鸿雨

“我2010年5月到郏县，现在一家四口的户口都从浙江省金华市

迁来了，我要在这里长久做下去，努力把郏县铸铁锅卖往全球。”4月

18日，在位于郏县广阔天地乡的河南华邦电气炊具有限公司，公司外

贸事业部总经理汪龙说。

汪龙今年45岁，祖籍江西鹰潭，大学毕业后到浙江省金华市一铁

锅制造企业从事外贸业务。“当时金华产能有限，我们经常从郏县购买

毛坯锅，回去抛光、喷漆，赚得也不少。”汪龙说，后来江浙一带铁锅制

造企业纷纷转行，他就和经常联系的河南华邦电气炊具有限公司总经

理雷国平联系，表示愿意到郏县来协助开拓外贸业务。汪龙拥有大量

国外客户，很快就把比利时、英国、德国、巴西和中东地区的铁锅总代

理商引到郏县考察。之后，郏县铸铁锅外贸出口量连年增长。如今，

年出口达300多万口，年创外汇2500多万美元。

“企业效益越来越好，连年提产能、扩规模，无论是环评、用水用电

还是原材料，遇到问题，县、乡领导都会第一时间来调研协调。企业给

了我美好的生活，郏县优良的营商环境给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

间，我决定留在郏县发展，不再回浙江。”汪龙说，今年春节，他说服了

妻子和父母，把金华的两套房子出售，并于2月20日把户口迁至郏县。

近年来，郏县牢固树立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理念，以深化“放管

服”改革为抓手，聚焦企业和群众需求，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能

受益的地方抓，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县长任组长的优化营

商环境领导小组，设9个专项工作小组，制订出台了相关方案，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和各单位工作任务台账，打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

聚焦厘权责促改革，该县积极推动政府权力做减法，分多次取消、

调整和承接222项行政职权许可事项，取消各类证明事项27项，对28

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进行清理规范，全力打造公开透明的法治环

境；把40个职能部门的1761项审批服务事项全部放到县行政服务中

心大厅办理，“一窗受理”事项超过90%。目前，乡级便民服务中心可

办事项26项，村级便民服务站可办事项9项。

“我们要持续在降低生产要素成本、提升法治环境和信用环境上

下功夫，带着感情深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为企业发展提供精准服

务，让市场主体活跃起来，为建设幸福郏县不懈努力。”该县县委书记

丁国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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