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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于涛

焦裕禄书记很难想到：20世纪60年

代自己在兰考治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种

下的泡桐树，今天竟然成了乡村振兴、产

业兴旺的经典多重奏。

在兰考，泡桐被称为“焦桐”。

当地有“一棵树，一个人，一种精神”

之说。从实用角度来说，泡桐并不值钱；

但从精神层面来讲，无价。

50多年后，兰考县堌阳镇徐场村开

始给“焦桐”赋能：用泡桐制作的乐器从一

个村庄奏起，随之形成了乡村序曲并高潮

迭起。

2022年2月3日，农历初三。

徐老大大号叫徐留顺，当天他坐在自

己家的客厅准备泡茶。红木桌子上有一

整套的泡茶工具，他把矿泉水往茶壶里一

倒，打开了烧水开关。

徐老大家对着门口的客厅正中间，放

了一把标价15万元的古琴，似乎有点“凡

尔赛”；客厅的墙上，挂满了飞鱼式、琴剑

式、伏羲式等古琴；在另一面墙上，则挂满

了照片，都是他和“名人”的合影。

“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这是一

个大明星，这是外国的一个音乐教授。我

们靠做古琴，把我们村做出名了，也赚到

钱了。”徐老大说。

在徐场村，像徐老大家这样把“十万

数十万元的钱”挂在迎门的户非常多，他

们用泡桐做出的古琴、古筝、琵琶、二胡等

诸多民族乐器，已经形成了“全球共鸣”。

70岁的徐留顺算是村里最早制作古

琴的一批制琴师之一：“以前是真穷，好多

人都出去讨生活，现在这日子好得都不敢

想；以前一年挣不了一万块钱，现在一件

好乐器就能卖10多万元！”

兰考的泡桐大合奏，代士永是最早的

发声人。

兰考长起来的泡桐，纹路清晰、板材

音质奇佳。这些优点20世纪80年代被

一位上海乐器大师发现。这个大师在徐

场村找到了从事桐木板材加工的代士永，

两方合作，此后代士永成为上海乐器厂家

的原材料供应商。

与乐器厂家深入接触后，代士永发现

同样的一块板子，做琴板就把价值升了几十

倍上百倍，下定决心独立办厂。他花重金从

上海请了几个制琴师傅，到徐场做古琴。

“人家师傅肯定不乐意，他就一直磨

人家，给人家的工资开到两万元，当时是

天价。后来愿意来了，慢慢就又带了一批

人，大家跟着学了。”徐场村村委会主任徐

永顺说。

1988年，代士永在兰考开办了第一

家制造乐器的中州民族乐器厂。2000年

前后，兰考外出学习制琴的多达几百人，

学到核心技术后回乡抱团发展，打造兰考

品牌。

徐老大就是这群出去学琴中的一员，

刚开始给别人打工，做徒弟：“我们村以前

用桐树做风箱，大家都有点木匠基础，后

来，出去学制琴，啥都不懂。”

只会做，不会弹，不了解古琴古筝所

蕴含的文化，是徐老大这代人的短板。

而他的大儿子徐冰，谈起古琴来则

头头是道。从古琴由五弦变七弦的典

故，到古琴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再到制作

工艺，每一个回答都已经成为他的“肌肉

记忆”。

“一张好琴要有共鸣感，泛音，有穿透

力。制作需要两三年，两百多道工序。选

材、造型、调音、装备、裹布、上十几遍灰，

做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徐冰说。

31岁的徐冰一股纯真气。

（下转第二版）

兰考 中国乡村之声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春风送温暖，就业惠民

生。2月9日下午近3时，15辆大客车满载566名

务工者，缓缓驶出叶县长途汽车站，驶上高速，奔

赴江苏省昆山市。这是叶县“点对点”为昆山市一

些企业输送的叶县籍产业技术工人。本报记者第

二次随车前往跟踪报道。

“听镇、村转移就业服务员宣传说县里年后仍

包车送在昆山务工者返岗，我就报了名，坐上了免

费返岗务工专车。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怕人多

路上吃饭不方便，车上还为我们安排了食物，领导

替我们这些打工者考虑得真周到。”来自该县常村

镇艾黄岭村、今年34岁的艾艳歌说。

当天，叶县为“点对点”输送至昆山外出务工

人员举行了欢送仪式。临行前，还向外出务工人

员赠送了方便面、矿泉水、火腿肠等生活用品，并

送上殷切希望和深深祝福。

叶县常年在外务工者达17万人，多集中在

长三角地区，其中在昆山市务工者就达3万余

人。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叶县把抓好劳

务输出作为助力复工复产、保就业保民生的重要

工作，统一包车、统一疫情防护，解决了务工人员

“出行难”问题。叶县还成立了叶县驻昆山市流

动党委和务工人员之家，派出专班就地就近服务

在外老乡，确保大家在当地专心务工、安心生活。

据了解，此次叶县—昆山“点对点”返岗复工

活动，由一名县领导带队，每车都安排一名医护人

员和一名工作人员，按照“六统一”（统一组织，统

一体检，统一包车，统一跟车护送，统一防护保障，

统一发放生活及防疫物品）的办法，实现务工人员

“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的无缝衔接。

截至当天晚上7时记者传稿时，送工车队离

开稍事休息的安徽省太和县三角元服务区，继续

向东行驶。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胡瑞琪

2月8日，一群群前来正阳县油坊店乡

雷岗村参观刘邓大军强渡汝河雷岗血战遗

址的游客，不断掏出手机不停拍照、录像，

恨不得把整个村庄的美景全部收入镜头。

2021年以来，正阳县大力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完善基础设施，推进

乡村文化传承，提升群众生态环保意识，

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相融

合的新道路。该县目前已经建成7个“千

万工程”示范村、38个“四美乡村”。

厕所革命惠民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厕是“细胞工

程”，也是头等大事。当初改厕工作很不

好做，因为农家都有用粪浇菜的习惯。我

们通过发放《改厕明白纸》、张贴宣传标语

等形式向群众广泛宣传改厕政策及卫生

常识，让群众明白政策知道好处，积极参

与。”熊寨镇农庄村第一书记邢冠军说，

村民王铁柱就是在邢冠军的多次登

门劝说下签了同意书。“现在我们跟城里

人一样用上了水冲厕所，屋里屋外干干净

净，住着舒坦！”王铁柱说。

2021年，正阳县逐村逐户开展农村

户厕问题摸排工作，共排查69214户，排

查建立整改台账问题5665个，现已全部

整改完毕。该县还在18个乡镇政府所在

地和28个规模较大的中心村建设了污水

处理设施。

（下转第二版）

正阳 一村一落皆风景 乡村颜值靓起来

叶县送工大客车满载希望奔昆山

奔
赴
千
里
送
你
返
岗

本报讯（记者王旭）如何奋力实

现经济发展开门红、全年红的目标任

务？2月9日，记者从我省促进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一揽子”政策措施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省委、省政府围绕

实现这一目标，立足抓早抓紧抓实，

把惠企纾困作为促进经济健康运行

的着力点，及时研究出台“1+3”一揽

子支持企业纾困解难的政策文件。

“1+3”的政策体系，“1”是《关于

进一步做好惠企纾困工作促进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作为综合引

导性文件，“3”分别是《河南省支持小

微商贸企业个体工商户恢复发展若

干措施》《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

的实施意见》《支持“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分领域

提出更加深入细化的政策举措，各个

文件相互配合，形成政策合力。

据了解，我省为帮助小微商贸企

业、个体工商户解难纾困恢复发展，

从减税降费、援企稳岗、房租、水电

气、融资、市场拓展、财政支持、促消

费、简化审批、优化环境等10个方面

进行支持。

为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培育壮大

市场主体和稳定工业经济运行，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新

生介绍了三点做法：长短结合，打好

组合拳，制定30条中小企业纾困帮

扶措施；夯实基础，扩充基本盘，制定

10条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举措；

精准滴灌，壮大排头兵，制定20条支

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刘翔煜从五方面介绍举措：加大财政

投入力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强化

融资支持，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营商

环境。

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马健表

示，此次密集出台一揽子政策措施，

目的是通过“真金白银”让利于企，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

力。下一步，将强力推动政策落实落

地，及时开展政策实施效果评估，适

时出台新的惠企政策，让企业有更多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 通

讯员曹良刚）2月8日，位于商城县产

业集聚区的商城县开源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内，工人们焊接的焊接、折

弯的折弯、切割的切割，忙得不亦乐

乎。

当天一大早，该公司董事长杨允

鑫就带着公司营销团队，来到生产车

间，向他们一一介绍公司产品的优势

和性能，谋划新一年的营销计划和目

标。

“开源环保是河南省唯一的水处

理装备研发中心，我们根据客户的个

性化需求量身定做污水处理设备。

在国家大力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的情

况下，今年我们力争销售额突破10亿

元。”杨允鑫信心满满地说。

而商城县原耕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在2月7日复工首日就发6000余

单，将包装好的商城土特产、农特产品

发往全国各地，总价值20余万元。

近年来，商城县委、县政府牢固

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万人助万

企”和“三个一批”活动为抓手，全力抓

好产业培育、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

境等工作，工业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

逐步提升。

“企业要坚定信心、铆足干劲，开

门即冲刺，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2月7日，商城县县长鲁新

建冒雪来到该县产业集聚区，鼓励企

业开足马力力争实现“开门红”。

商城县县长为开工企业鼓干劲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春节过后

是用工高峰期，许昌市人社局紧贴企

业和群众需求，采取留工稳岗、网络

供岗、直播带岗、进村送岗、调度保岗

等“五岗联动”模式，力促人岗精准对

接，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助推全市经

济发展“开门红”。

积极推进留工稳岗。年初，许昌

市人社局印发了《关于做好春节期间

务工人员流动相关工作的通知》，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送温暖、送岗位、送

技能、送政策、送服务、强监测”活动；

发出《致全市广大企业和员工的一封

信》，倡议外来务工人员留在许昌过

年。

线上招聘网络供岗。许昌市人

社局将“春风行动”从线下搬到线

上，从现场搬到云端，搭建线上招聘

平台。到3月底，许昌市将举办各类

线上线下专项招聘活动75场，服务

企业1000家次，提供就业岗位5万

个。

创新方式直播带岗。许昌市人

社局依托“许昌时刻”等地方媒体视

频号、抖音平台开展直播带岗，有就

业需求的求职者只需用手机扫一扫

直播间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应聘，好

工作触“屏”可及。

深入基层进村送岗。许昌市人

社局按照小规模、高频次、精准化要

求，搜集整理辖区企业用工信息，开

展“送岗位下乡”巡回招聘活动，深入

劳动者集中的乡镇、村组，把就业岗

位送到劳动者家门口。

加强调度保障用工。许昌市人

社局开通了“许昌新春用工保障服务

群”，24小时应答企业提出的用工需

求，并建立用工调度保障机制，优先

保障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

用工需求。

许昌市“五岗联动”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王
玉平）“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线上直播、

录制企业招工短视频、邀请县融媒多

方位宣传、直播‘探厂’等形式，进一步

扩大‘直播带岗’覆盖面，帮助企业招

到满意的员工，帮助劳动者找到合适

的工作。”2月8日，汤阴县人社局“小

慧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会正式启动，汤

阴县人社局局长王学民化身“带岗主

播”，向直播间的粉丝“卖力”介绍近一

时期促进就业的新举措、新渠道，号召

城乡劳动者通过“云上招聘”平台找到

心仪的工作。

2月8日至2月12日，汤阴县人社

局开展为期五天的线上“春风行动”招

聘会。本次招聘会以“抖音”视频号直

播间为“主场”，“汤阴人力资源”微信

小程序、云上汤阴、微信公众平台为

“分会场”，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传播速

度快、人员基数大、覆盖范围广等优

势，切实促进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

业，满足县域企业复工复产用工需求。

截至2月8日晚6时，“云上招聘”

首日共邀请10家企业参加，提供用工

岗位1000余个，吸引群众观看3万余

人次。

嵩县“返岗直通车”直通苏浙川沪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 通讯员赵明辰

王利智）2月9日，嵩县600余名农民工乘坐“返岗

复工直通车”“点对点”前往江苏镇江、浙江宁波、

四川成都、上海宝山等地务工。

嵩县是农业大县，也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外

出务工10万人以上。春节过后，该县统筹推进疫情

科学防控和农民工返岗就业，促进企业复工复产。

为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安全返岗就业。在

“春风行动”中，该县通过多种渠道和县、乡、村农

民工信息摸排，确定农民工就业人数、时间、地点

等信息，按照省内就业、跨省出行、集中地区、集中

企业等进行分类，开通“返岗复工直通车”，由人

社、卫健、交通等部门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组织做

好核酸检测、信息登记、体温检测等相关工作，安

排返岗时间段相近、务工目的地相近的农民工集

中返岗就业。

截至目前，该县累计发布用工信息4万条，提

供就业岗位10万个，举办专场招聘16场次，提供

就业岗位1.5万个，开通“返岗复工直通车”38辆

次，向江苏、浙江、四川、上海等地“点对点”输送务

工人员1500人，己返岗就业农民工1.8万人。

1600多里
15辆大客车
566名农民工

昆山

11
《关于进一步做好惠企纾困工作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33
《河南省支持小微商贸企业个体

工商户恢复发展若干措施》
《促进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的实

施意见》
《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

量发展政策措施》

“真金白银”让利于企
我省出台“1+3”一揽子政策文件

为企业纾困解难

汤阴县人社局长变身“带岗主播”

外出务工人员乘坐大巴奔赴昆山 本报记者丁需学摄

出发前工作人员为“返岗复工直通车”消杀 赵明辰摄

本报记者随车跟踪报道

叶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