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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峰

“雪后初霁晴方好，蜡梅怒放满庭

香”。偶想起一位网友的优美句子，不

禁心有所动，只是刚入冬蜡梅花仍在孕

育。立冬那天狂风之后，一场雨雪和寒

冬不期而至，山村没来得及收的红薯、

玉米秆和远处的山峦，瞬间陷入冰雪世

界，粉黛相间，仿佛一幅巨大的诗意山

水画卷。

欣喜的是文人墨客，山里人则是心

焦萦怀。刚种下的小麦正需要大地的

温暖，却迎来冰雪寒霜；尤其是满地的

红薯，最怕霜冻、雪水，容易坏，这满山

岭的红薯，都不能越冬存储了，只能打

粉芡做粉条了。好多乡亲们还盼着风

再大一些，把雪都吹走才好，而当时大

风已经8级至11级了。

好在，翌日天就晴了，早上霞光万

里，晚上月朗星稀，山里又温暖如春。

起伏的山峦里，纵横的山岭下，又是一

幅忙碌的景象。霜冻过的红薯秧，正好

是肥羊们的好饲料，饱满浑圆的红薯，

也煞是喜人。连绵的香菇大棚里，有的

种植户在整理地面，为下一季的香菇菌

棒准备“越冬养菌”的“床铺”，迎接新菌

棒入住；有的种植户，还在向最后一茬

的夏香菇菌棒注水，有的种植户在采摘

稀稀疏疏的鲜香菇，所有的汗水都是为

了收获的希望，无论当下或明年。

村干部们，也没有闲着，而且更忙

碌。村里困难户王杰家的危房改造项

目，正在克服种种困难施工。因为是老

院子，而且在最里面，只能用小车把洪

水损毁的房子渣土运出来，红砖和水泥

大沙石子等建筑材料，也只能一点点运

进去。老村主任时刻盯着现场，运水、

运料、搅拌施工、封顶，好在终于完工

了。王杰与正上小学的三个孩子，终于

可以有个越冬的家了。

村部广场附近的两座涵管漫水桥，

主体完工，另一座5米跨度平板桥，也已

开始浇筑底座和主体。村部卫生室前

后的路面硬化和防水墙修复，连接主干

道的主出行通道硬化路基整理工作，也

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村支书亲自驾铲

车，把路面上堆积的水洗砂清理出来，

堆积到广场上作为混凝土材料备用，以

节约开支。村部广场附近的两座百吨

污水处理池，也已经修建完毕，只等生

活污水管网连通，就可正式投入使用，

进一步改善居住区周边环境，指日可

待。羊场配套供电线路建设，电料准备

也已经完成，只等架线了！

更让我倍感温暖的是，汝州市委两

位常委领导、“娘家人”报业集团领导到

村里调研慰问，听取重点项目“请求支

援”专题汇报，现场考察村里的产业项

目和重大基础设施投入项目。领导们

调研后仅仅两天，集团财务处的同事们

就告知我，庙湾村申报的河道路面硬化

项目资金已经审批过了，正在办理资金

拨付手续。

村里干涸了30多年的荆河河道，

“7·20”洪水之后，就一直泉水不断，每

遇大雨，河道的小涵管漫水桥就被冲毁

一次，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协调到汝州

市灾后重建资金项目，3座河道桥梁开

始施工并竣工在即，而河道两侧的路面

硬化也必须提上日程。

年龄稍大些的叔叔阿姨们告诉

我，河里的路一下雨就过不去人，泥泞

不堪，上坡路打滑，没法干农活，更别

说硬化水泥路了，村里以前的干部们

除了互相告状外，啥也弄不成事！很

显然，河里的道路通行，是民心所向，

也是生产所需。其实驻村这一年多我

也深有体会，每每下雨过后，我的2.0

排量车上坡也是直冒黑烟，只是村里

用钱的地方太多，尽管年经济收入有

20万元左右，但还难以兼顾到这个项

目。好在报业集团领导，给予了“雪中

送炭”般的支持！

这一周虽是雪后初晴，但山村里的

收获也是满满的，都是关乎乡亲们的民

生事宜，卫生室不怕洪水了，生活污水

可以集中处理了，河道桥梁快要竣工

了，河道出行、村部出行也将更顺畅了，

香菇项目种植季交替事宜有序推进，新

的菌棒正在入棚养护，产业项目发展也

顺利驶入快车道。

“瑞雪丰年山村暖，秋菊凌寒香满

山”，今年的第一场雪虽然来得更早一

些，但庙湾村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却盛

开得更美更艳，引得乡亲们争相采摘，

你来吗？我在山里等你……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

体中心记者郭营战 通讯员齐俊涛）11

月22日，汝州市园林管理中心发来消息

称，该中心日前在汝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G207普查时发现零星“加拿大一枝

黄花”，遂用电话向汝州市林业局作了

报告。

汝州市林业局接报后，第一时间向

市有关部门汇报，并组织局属森防站等

单位赶到现场，科学铲除。

据介绍，“加拿大一枝黄花”属桔

梗目菊科植物，又名黄莺、麒麟草，花

形色泽亮丽，常用于插花中的配花，

1935年作为观赏植物引入中国，主要

生长在河滩、荒地、公路两旁。这种植

物根茎发达，繁殖力极强，一株植株可

形成2万多粒种子，生长优势明显，生

态适应性广阔，与周围植物争阳光、争

肥料，直至其他植物死亡，从而对生物

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被称为“生态杀

手”“霸王花”，已列入《中国外来物种

入侵名单》。

汝州市林业局副主任科员刘选普

说，11月17日，该局接到报告后，相继在

中国汝瓷小镇东侧路南绿化带内，汝河

湿地公园怯庄段汝河旧河堤附近，发现

30余株“加拿大一枝黄花”，为防止已基

本成熟的种子二次扩散，林业技术人员

先用塑料袋包裹住果实，再小心翼翼用

铁锨将其连根铲除，晒干后焚烧处理。

目前，汝州市林业局已要求各乡镇、

街道，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排查并上报，由

林业部门组织统一铲除。刘选普说，下

一步，将重点监管发现“加拿大一枝黄

花”的区域，明年春季再回访，确保铲除

彻底。

□本报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马鹏亮文/图

在结束了三年又三个月的汝州市大

峪镇扶贫工作、荣获了平顶山市脱贫攻坚

“鹰城榜样”贡献奖之后，胡兆伟没有回平

顶山市，而是选择了在汝州坚守，成为平

顶山市公安局派驻蟒川镇蟒窝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的队员。

胡兆伟是平顶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民警，今年40岁，2018年5月，获知上级

选派驻村工作队员下乡开展扶贫工作的

消息，主动请战，成为汝州市大峪山区脱

贫攻坚大军中的一名战士。

历经三年多的摸爬滚打，胡兆伟的农

村工作经验日渐丰富。因此，当三个月前

走进山更大、环境更艰苦、工作更繁重的蟒

窝村时，他丝毫没有畏难，从容迎战。

这份从容，源于公安干警那腔热血，

源于三年多脱贫攻坚工作的历练，更源于

植根他心田的那份责任和担当。

蟒窝村地处蟒川镇东南部，属浅山丘

陵脱贫村。全村有8个村民组，10个自然

村，490户 2022人，其中脱贫户 237户

1006人，脱贫户数量占蟒川镇总量的三

分之一。

面对脱贫户多、易地扶贫安置户多、

村民居住较分散等特点，胡兆伟没有丝毫

懈怠。白天，他和同志们入户走访；晚上，

他分析研判、整理档卡资料；短短三个多

月，将整个村的情况摸了个透彻。

或许是长期忘我工作，今年10月中

旬，身体一直健康的胡兆伟病了。小便尿

血，虽然没有刺痛感，但也让他内心很不

安，但当时正值易地搬迁调研督导，作为蟒

川镇唯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蟒窝村的

任务很重。就这样，胡兆伟带病跑前忙后，

过了好几天才去医院做了检查，经诊断，是

急性肾炎引发的尿路感染。

看到诊断结果，胡兆伟没有在意，仍

不分昼夜忙工作。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

多月的反复感冒、咳嗽，直到11月17日

晚，尿血带来的强烈腹痛让他满床打滚，

夜不能寐。

“兆伟一直没有叫我们，独自忍受了一

夜。”蟒窝村驻村第一书记郭国军说，“直到

天亮我们发现了，才让他赶快回去看病。”

蟒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于跃峰得知

此事后，要求胡兆伟一定要安心养病。但

令于跃峰没想到的是，胡兆伟没有遵从医

嘱住院就诊，当天下午就从平顶山市第一

人民医院赶回了蟒窝村。

“当下工作正吃紧，信息录入工作

我最熟练，再坚持一段时间吧！”一番

话，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无不为他点

赞喝彩。

唯其艰难，方显勇毅。驻村三年多

来，胡兆伟获得了平顶山市脱贫攻坚“鹰

城榜样”贡献奖、优秀工作队员、优秀共产

党员等诸多荣誉。

对于这些荣誉，胡兆伟看得很淡：“其

实我最期盼的，就是在工作不忙的时候，

能多陪陪家人。”

记者在采访时获悉，胡兆伟的父亲因

病长期卧床，两次在郑大一附院挂号看

病，都因他无法赶去而没能看成病。胡兆

伟驻村时，儿子才两岁，3年多来，幼儿园

开家长会，他多次爽约。胡兆伟的妻子在

国家电网下属企业工作，经常出差，夫妻

俩更是聚少离多。这一切，令胡兆伟满心

愧疚，但一旦投身工作，他就把个人小家

的事儿全抛到了脑后。

“前几天市局来慰问，为我们添置了新

电脑、新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又给我们加派

了4名人手充实力量，这些都是我们继续

努力工作的动力。我一定要把蟒窝的后评

估工作干成干好干出彩，无悔付出，不负青

春！”说这话时，胡兆伟很坚定。

“我要把后评估工作干好干出彩”

汝州市发现“生态杀手”

“加拿大一枝黄花”被连根铲除

踏着农历霜降、小雪节气

的脚步，汝州城区建兴街银杏

树的叶片，由翠绿油亮，泛出了

一层金黄。风过，一片片银杏

叶纷纷飘落，瞬间变成舞蹈家，

金色的裙摆随着脚尖舞动。

本报记者张鸿飞摄

片片银杏叶
翩翩化飞蝶

□本报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文/图

汝州市米庙镇大刘庄村，有一家毫

不起眼的玻璃制品厂。别看它毫不起

眼，但生产的各种鱼缸，却漂洋过海去

了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玻璃制品厂的主人常政耀是土生

土长的大刘庄人，2015年在上海市宝山

区创办了一家生产鱼缸的玻璃制品厂，

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是当地较知名

的鱼缸生产出口创汇企业。

2018年年底，常政耀回村探亲时，

村“两委”再次找到了他，请他看看能不

能在老家也办个厂，带动乡亲共同致

富。

大刘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延科称赞道：“政耀是很顾家的创业

者，也了解大刘庄村地处半丘陵地带，

土地较贫瘠，村里没有支柱产业的情

况，听了我们的话，当场表示愿意把厂

子迁回来，造福乡亲们。”

为使常政耀创办的松宇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顺利开始生产，2019年3月，

大刘庄村村“两委”为常政耀协调闲置

土地。常政耀投资200余万元建设了两

个生产车间，很快投入生产。从那时

起，大刘庄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有了

一家出口创汇企业。

由于松宇玻璃制品生产的各种鱼

缸在海外拥有固定销售渠道和客户，年

产值也稳定上升。今年夏天，大刘庄村

村“两委”与松宇玻璃实现深度合作，村

集体经济投资入股100万元，协同进一

步扩大生产规模，协议商定企业每年为

村集体分红10万元。

松宇玻璃制品产销两旺，带动了周

边村民稳定就业。

“我来这上班一年多了，每天工作9

个小时，一月能发2000多元工资。这

工作是个细致活，干着也不累，离家又

近。”大刘庄村11组村民冯晓燕说。目

前，像冯晓燕一样在厂里上班的村民有

25人。

松宇玻璃制品生产车间负责人王铭

扬说，制作鱼缸主要是玻璃裁割、磨边、

黏合、清胶等四道工序，技术含量不太

高，村民经过技术培训就可上班。“在村

里的支持下，我们下一步还将拓宽国内

市场，提高产量，安排更多的村民就业。”

小鱼缸漂洋过海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

雷文娟）“水费多少钱一吨？”“阶

梯水价怎么收？”“想用自来水怎

么申请？”凡此种种与自来水有关

的问题，在汝州市自来水公司开

通的微信公众服务平台上都能找

到答案。

11 月 22 日，汝州市自来水

公司消息，为了进一步便民利

民，提升供水服务水平，该公司

在开通微信小程序、支付宝等

线上缴费方式后，又开通了微信

公众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有我

的用水、水务服务、业务服务三

大板块，涵盖业务办理、水费在

线查询、停水公告、收费标准等

14 项手机便民服务，用户打开

微信公众号就能完成各类用水

信息的查询。

汝州自来水公司
开通微信服务平台

一个小程序
让用水更便利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11月22日，

弘宝汝瓷给本报发来一封来自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

限责任公司的一封感谢信，对弘宝汝瓷

在进博会工作中的辛勤付出，致以最衷

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感谢信说：

河南弘宝汝瓷坊有限公司：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

月10日圆满落下帷幕。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和我国加入世

贸组织20周年。第四届进博会的成功

举办，展示了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大成就，彰显了我国全面扩大

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坚定决心。开幕

式上，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深入分

析世界发展大势，回顾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20年来的历程，郑重宣示在世界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背景下中

国坚持开放的“三个不会变”和“四个坚

定不移”，为提振全球经济注入了更多

确定性，彰显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大国担当。

第四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根本在

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

决策和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在进一步完

善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成功举办一

场线上线下结合的全球贸易盛会，离不

开包括贵单位在内的有关各方的积极

参与、通力协作与理解支持。

在此，我们诚挚地向贵单位以及在

进博会工作中辛苦付出的各位同事，致

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据悉，弘宝汝瓷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已连续参加两届进博会，向世界

展示中国陶瓷文化和汝瓷魅力，提升汝

州和汝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

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美行业

艺术大师、弘宝汝瓷创始人王振芳表

示：弘宝汝瓷一直会与进博会在一起，

在进博会这个国际平台上展示“河南宝

藏”，弘扬汝瓷文化，彰显非遗传承人的

责任与担当。

第四届进博会主办方寄锦书

一封信感谢弘宝汝瓷辛勤付出

省派驻村第一书记的一千零一夜——第 夜

瑞雪丰年山村暖
一 百 零 九

包裹果实部分郭营战摄

工作中的胡兆伟

工人在生产玻璃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