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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胡瑞琪李宏宇陈建政

“电工师傅们，辛苦了……”7月13

日13时许，正阳县汝南埠镇顺欣佳园

小区业主群里热闹非凡，潮水般的点赞

声刷爆了朋友圈。

原来，当日上午11时许，正阳县汝

南埠镇顺欣佳园小区突然断电，导致

8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用电。接到抢修

命令后，汝南埠供电所立即组织抢修人

员奔赴现场检查故障原因。经紧急排

查故障原因和故障点，发现该小区变压

器母排烧坏，变压器漏油并存在缺相情

况。发现故障后，抢修人员迅速拟订抢

修方案，做好防护措施，拆除、修复、紧

固、安装……为尽快恢复供电，抢修人

员顾不上头顶的烈日和午时的高温，时

间一分一秒流逝，汗水早已浸透衣衫，

抢修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紧急抢修，该小区恢复正常

供电，供电公司高效的抢修服务和履职

尽责的敬业精神受到围观居民点赞。

这同样也是该公司积极践行党史学习

教育、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随着盛夏的来临，在高温高

负荷下各项电力故障报修逐渐增多，为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用上安全电、清凉电，

正阳县供电公司将优质服务、抢修保电

和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

的生动实践。突出学用结合，聚焦群众

烦心事、忧心事，立足解决群众用电具体

需求，推动党史学习走深，为民服务走实，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本报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张庆元吴双

俗语讲：“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

来。”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中医养生的重

视，小小的艾草也成为人们养生保健的

好帮手。可你知道吗？除了门前插艾、

中医艾灸、用艾草做枕头、香囊、泡脚包

外，南阳市宛城区这家全国唯一的艾草

床垫专利生产企业，还可以让人们与

“艾”共眠。

“这张1.8米乘2米的艾草床垫垫芯

可以卖800元，我们生产的成品床垫售

价5000元到1万多元，现在可以说是供

不应求！”7月13日，在南阳市宛城区高

庙镇邰庄村的华翠艾制品生产车间内，

艾草床垫发明人陈全喜介绍道。

今年53岁的陈全喜是土生土长的

邰庄村人，2015年，他怀揣在外打拼多

年挣的1200万元回乡创业。当时老家

周边许多村都在种植艾草，南阳地区的

艾制品加工企业数量也颇多。陈全喜

考察走访后发现，这些企业多以生产艾

绒、艾柱等初加工产品为主，且很少有

自己的品牌，多为代工厂。思来想去，

陈全喜决定在流转土地种植艾草的同

时，结合自己之前搞机械制造的特长，

生产艾草床垫。

经过一次次的改进和重造，陈全喜

的床垫生产机终于问世，而如何保证艾

草制成床垫后既不失药效，又能抗菌不

受潮，他更是尝试了各种方法来试验，从艾草茎和叶

选用比例，第几茬儿采的艾秆硬度最合适，到高温蒸

汽处理的流程，每一个环节都反复试验，以获取最满

意的生产标准。资金大都投到了产品研发上。2018

年，陈全喜的第一条艾草床垫、坐垫的生产线上马。

今年3月，他又新上了4条生产线。企业固定用工30

多人，季节性用工能达近百人，仅艾草床垫垫芯年销

售就近5万张，企业年销售收入近6000万元。

目前，陈全喜拥有发明专利14项，华翠艾草有

限公司今年通过了省级高新技术开发企业初审。“下

一步，我的研发重点是从艾草中提炼黄酮素以及石

墨烯加热艾草床垫的生产，作为一名党员，我既然迈

出了回乡创业这一步，就一定要让乡亲们在家门口

富起来！”陈全喜说。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范长坡吴丁玲

7月11日，在叶县田庄乡金岗李村的雅利达磨具

有限公司内，吃罢午饭的工人们陆陆续续回到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切割砂纸片、磨具打胶、做百叶轮……经

过一道道工序，一个个百叶轮做了出来。

“我们公司是专业从事磨料磨具生产和销售的进

出口企业，主要生产平面砂布轮、立式砂布轮、羊毛

轮、卡盘轮等，年产值 3000 余万元，出口销售占

85%以上。”该公司负责人李俊平说。

今年41岁的李俊平是金岗李村人。2002年，20

岁出头的李俊平经人介绍，到郑州一家磨具厂打工，

制作百叶轮片，他一路从学徒、班长一直干到管理80

多人的车间主任，工作虽然有压力，但很稳定。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时间

长了，李俊平觉得打工不是长久之计。他看准百叶轮

行业市场前景良好，有很大商机，便想返乡开创自己

的事业。

李俊平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起打工的妻子，妻子

非常支持他的决定，二人一起辞工返乡。“返乡创业不

是任性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决定。”李

俊平说。

回到家乡后，夫妻二人买来原材料、工具，在家里

建起了作坊式磨具加工厂，开始了最初的创业。李俊

平辗转到广东省等沿海城市的造船厂等联系业务，很

快就接到了订单。

“刚开始都是纯手工制作，每天只能做两三千

片。”李俊平回忆道。

随着李俊平的努力，订单不断增多，事业的版图

不断扩大，家庭式作坊已经不能满足需要。2018年，

田庄乡政府得知李俊平的情况后，主动帮助他协调土

地、资金等，在金岗李村路边为他规划了占地30余亩

的厂区。李俊平投资300余万元，建成了7000平方

米的现代化厂房，吸纳120余人就业，月均工资3500

元，并投资1000余万元购买了全自动生产线，目前可

日产磨片10万片。

“近几年，我们主要做出口订单，产品销往韩国、

日本、德国、俄罗斯、印度等20多个国家，年创外汇

130余万美元。”李俊平说。

经过多年的摸索，李俊平了解到，全球需要的

磨料磨具70%以上都是在中国采购，为将事业做

得更大，他在郑州成立了贸易公司，招聘十几位

985、211高校毕业的大学生，专门做出口贸易。

“目前百叶轮市场仍供不应求，接下来，我将继

续扩大企业规模，往规范化、国际化上不断迈进，

为家乡发展、为百姓就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李

俊平说。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郭亚鹤

小狗无袖背心、短裤、连衣裙、宠物

鞋……7月9日，在宝丰县赵庄镇张庄村

张英凡的家中，一件件宠物系列服饰让

人眼前一亮，真没想到宠物服饰也能做

得如此精美。

宠物服装是返乡创业的张英凡的家

庭作坊中生产出来的。张英凡既懂裁缝

又有经营头脑，在外经历了“宠物保姆”

的打工生活后，今年3月返乡，将宠物生

意与裁缝手艺相结合，做起了宠物服装

的新型行当。

张英凡今年31岁，他的宠物服装淘

宝网店开业以来，先是着手设计了中低

档次的“宠物服”，如小狗无袖背心、短裤

等，每件售价20元左右。接着又设计了

较高档次的如纯棉连衣裙、宠物休闲装

等，另外还搭配有宠物鞋、宠物兜等一类

的小玩意儿，层出不穷的想法将单一的

宠物服装设计成了系列套装，备受顾客

喜欢。

目前，张英凡的宠物服装生意已经

步入正轨，月收入过万元。

“虽说现在周边有不少人意识到这

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也做起了加工，但我

认为只要自己不断有新的设计推出，顾

客就不会流失。下一步，我还要继续扩

大规模，带动周边更多的群众共同致

富。”张英凡说。

□本报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
通讯员曹良刚罗玉兰

分拣坏果，组织分装，安

排快递……近日，商城县观庙

镇桃园村的百亩黄桃园负责人

王应琴忙得热火朝天。端午节

过后，作为馈赠佳品的黄桃依然

大受欢迎，订单源源不断，忙不

过来的王应琴只好叫来亲戚帮

忙。

2010年，王应琴返回家乡观

庙镇桃园村创业，2015年成立了

商城县石榴红农林种植专业合作

社，投入资金100多万元，流转该

镇张湾村、桃园村土地150余亩

种植软籽石榴，但在培育过程

中，由于环境、技术等原因并未

成功。“我流转的荒坡原来就是

村里的桃园，后来桃园荒废了，

但我心里一直惦念着。”王应琴

介绍说，在技术人员的建议下，最

终石榴园变桃园，种植了黄桃、蟠

桃等5个品种。

“果木种植见效过程长，但总

的来说，效益一年比一年好，越

来越有盼头。”谈话间不断接到

订购电话的王应琴高兴地说，由

于自家的黄桃口感好，根本不愁

销路，现在线上线下销售火爆，

周边还有好多群众前来体验采

摘，今年预计能收获1万多斤桃

子，每斤15元，总收入比去年多

好几万元。

在大力谋求自身发展的同

时，王应琴没有忘记带村民一起

增收的初衷。合作社成立 6年

来，周边村民除了获得流转土地

的收益外，还可以来园内务工，

主要帮助园区修剪枝条、施肥浇

水等，每天能收入 70~100 元。

此外，王应琴还积极号召乡邻一

起种桃树，帮助他们引进适合的

品种，目前已带动5户村民种植

桃树增收。

□通讯员刘守良韩丰本报记者李燕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

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

牛……”这首耳熟能详的歌被奉为歌颂

父爱的经典，而夏邑一位“烧饼哥”，卖烧

饼14年，供出3个大学生，在当地传为

佳话。

近日，顶着炙热的阳光，记者走进徐

州市博物馆东侧土城巷刘五羊肉馆。这

里有位“烧饼哥”，名叫白玉泉，是夏邑县

韩道口镇韩西村村民，家庭因学致贫，

2014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白玉泉

在徐州卖了14年烧饼，养育的3个孩子

都是大学生，其中一个985，一个211。

在“反手烧饼1.5元一个”的招牌

下，54岁的白玉泉汗流浃背地往炉子

里贴着烧饼，身上橙色T恤后背上“北

京交通大学”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师傅

这件衣服不错呀！”有顾客主动搭讪，白

玉泉瘦削的脸上顿时露出自豪的笑容：

“俺儿学校发的！”

“我儿子白雪涛是北京交通大学毕

业的，今年又以专业排名第二的成绩考

上了本校研究生。”老白高兴地说道。

“烧饼哥”文化程度是初中毕业，但

他清楚地知道，儿子就读的北京交通大

学是211高校，二女儿白洁毕业的武汉

大学是985高校。

说起教育心得，老白坦诚地说：“夏

邑是孔子的祖籍，重视教育代代传承。

俺家里虽然贫困，但寒门有志气，孩子们

为了改变命运拼命学习。我们当父母

的，能做的就是支持他们，鼓励他们。”

3个孩子都没辜负老白的期望。老

大考入郑州一所大学，成为家族中第一

个大学生；老二考入武汉大学，当年是全

县的中考状元，被县重点高中录取；老三

考入北京交通大学，今年4月在校入党。

升入大学后，3个孩子个个勤工俭

学，给父母减轻负担，特别是老二，一年

生活费只跟家里要过三四千元。

善良的“烧饼哥”深知孩子在外求

学不易，在徐州经常会帮助附近师大的

贫困学子。只要注意到有的大学生只

买两个烧饼果腹，舍不得点菜，老白便

会悄悄塞给他们30元、50元零花钱，让

他们补充营养，“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

己的孩子一样，心疼。”老白说。

老白每天凌晨5点起床，5点30分

开工，晚上9点打烊，工作十分辛苦。好

在儿子读高中住校后，妻子顾彩云就过

来给他帮忙了，夫妻俩互相有个照应。

打烧饼最苦的季节就是夏天。“烧

饼哥”的工作间仅有两平方米，一个案

板、一只炉子、几袋面粉就摆满了。这是

个西晒日头的房间，三伏天炉子一烧，室

内温度就接近50摄氏度，而且连风扇都

不能开，因为风会影响炉子的火候。

和面也是个力气活儿，20斤的大面

团要在案板上反复揉搓摔打十几分钟。

把饼坯往炉子里贴的时候动作一定要

快，否则手就会被炉内的高温烤出水泡。

老白说，每年夏天他都会瘦10斤，

好在身体一向不错。但毕竟岁数不饶

人，以前一天忙到晚浑身都是力气，过

了50岁以后，每天晚上躺到床上，浑身

都像散了架一样。

夫妻俩一直省吃俭用。他们在莲

花小区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民房，不

见阳光，没有空调，一个月租金380元，

两个人每月的生活费也就千把块钱。

每年的“五一”“十一”假期，儿女们

都会从各地来到徐州看望父母。老白

就在宾馆里开几个房间，一家人一起奢

侈一次。那是他们最幸福的团聚时光。

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抢修

“烧饼哥”供出3个大学生

李俊平办磨具厂年创汇13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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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岗敬业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志鹏刘辉

这两天，刘先生一有空就会来太康

县某小区，帮着在小区修建喷泉小广场

的施工人员拉水泥、运砖头，一刻都不

愿闲着。“等喷泉建好了，小区的居民都

可以来这里散步、玩耍了。”7月8日，刘

先生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又抓紧时间

干起活儿来。

可是几天前，刘先生还在为这个喷

泉小广场的建造问题四处投诉。

33岁的刘先生是该小区的一名业

主。据其介绍，今年5月底，小区的开

发商通知业主提前验房。可在验房时，

业主们却发现小区先前宣传的喷泉小

广场变成了一片草坪。刘先生等业主

随即向开发商反映。“开发商当时对我

们业主说，放心吧，交房时一定将喷泉

建好。”刘先生等业主对记者说。

6月30日，开发商再次通知业主前

来验房。在验房中，刘先生等业主依然

没有看到喷泉小广场的任何建造痕

迹。“这不是虚假宣传吗？”于是，业主们

再次找到开发商理论，但没有得到结

果。无奈，刘先生等业主将此事投诉到

了太康县住建局。

7月1日上午，接到投诉后，太康县住

建局党组书记宋华立即带领局相关人员，

与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一起来到该小

区进行实地调查走访，并现场办公。此

时，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8摄氏度。根据

调查情况，宋华当场责令开发商限期妥善

处理相关问题。汗水浸透了衣衫，但工作

人员没有一人喊累。在县住建部门的监

督下，开发商迅速拆掉了草坪，进行整改。

6日一大早，看着即将完工的喷泉

小广场，刘先生等业主脸上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县住建局新一届党组及时高

效地为我们解决问题，把工作做到我们

业主心里去了。我们特别感动！”业主

尚先生动情地说。

为向县住建局真心为民办实事表

示感谢，7月6日，该小区的100多名业

主自发制作了一面“办事认真效率

高 为民解忧情意深”的锦旗，于当日上

午送到了太康县住建局。

“为群众排忧解难是我们住建部门

的职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牢记为民

服务宗旨，采取有力措施，组织人员深

入相关建筑单位，开展调查，解民忧、纾

民困、聚民心，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宋华说。

从四处投诉到送来锦旗

真心为民

“孙莹同学，恭喜你完成大学课程，顺利
毕业。”近日，河南省肿瘤医院举办了一场

“一个人的毕业典礼”，背后故事让人动容，6
年抗癌，6年求学，“抗癌漫画女孩”孙莹毕
业了。

时间回到2015年，家住新乡的孙莹在
高考体检时，查出疑似肿瘤，高考完的第二
天，她确诊了霍奇金淋巴瘤。“7月开始，化
疗16次”“11月肺部真菌感染”“痛苦，好害
怕去复查”……一句简单的记录，配上手绘
的漫画，成为孙莹的“抗癌日记”，还分享到
病友群，鼓励病友坚强抗癌。“生命以痛吻
我，我却报之以歌。”不久，她以专业课全校

第一名的成绩，被河南师范大学美术专业录
取。

更不幸的是，当时，她的父亲已是肺癌
晚期。2015年12月，父亲放弃治疗离开人
世，孙莹在日记中写下：“我的超级英雄辞
别了这个世界，人间失色好久好久。”抗癌
的过程是艰难的，大学期间，孙莹坚持一边
化疗一边上课，成绩依旧名列前茅，多次被
评为“三好学生”。2018年4月，孙莹的病
第三次复发，老师和同学们才知道了孙莹
的病情，同学把她的抗癌日记发到了网络
上，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祝福。“虽然病
情不乐观，但我乐观，我一定要撑下去。”孙

莹说。
2018年4月，孙莹对抗癌药产生了耐

药性，之后因重症肺炎进入抢救室。
2019年4月，因病情原因再次办理休学。
2020年 4月，经过医生允许，复学返校完
成学业……23岁，抗癌6年，孙莹一直在坚
持，网友纷纷为坚强乐观的她送上祝福：“乐
观的女孩，加油。”

如今，孙莹顺利毕业，依然坚持自己的
梦想：我想做一名老师，回报社会。孙莹的
抗癌历程引发社会关注，河南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为孙莹加油打气，送去5000元爱心
基金，祝福孙莹早日康复，实现梦想。（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