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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南方上班，还是一个小

领导，后来认识到制作古琴是一件有意义的独门且

有文化的事，便从外地回到兰考。

徐冰说，最开始他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喜欢

古琴发出的声音，就找老师学；现在他做的琴每张

销售价几万块钱起步。

万亩泡桐将徐场村包围着，风吹过，发出呼啦

啦的声音，显得粗糙、本色；而在郭爱玲家的客厅，

优雅的乐声不时传来。

村民郭爱玲家的客厅就是展厅，几条鱼在展厅

的鱼缸里游来游去。她坐在自家制作的古筝前，不

太好意思弹奏，她爱人徐平卫站在一旁鼓励：“别不

好意思，给大家弹一下。”

她害羞地笑了笑。

只见她左手右手同时“开弓”，手指在琴弦上游

走，一曲《沧海一声笑》直截了当，潇洒肆意。

“这台古筝是我们家最贵的，得两三万元。它

是用干透了的整块桐木掏空掏出来的，从准备到完

成，得两三年；客户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选择不同

价位的古筝，从几千元到几万元。”徐平卫说。

徐场村家家户户有乐器招牌。

郭爱玲家门口的招牌上写的是“真秦乐器”。

在她家小院里，地上摆满了即将发货的乐器：“这台

发往南充，这台发往广东，每天最少发个三五台，一

年有3000台左右。”

要是说弹上一曲，徐老大的小儿子徐亚冲肯定

没有那么害羞，但有些事情，别人一提，让他也“上

头”和脸红：一是学历，二是爱情。

他15岁初中毕业后，便开始辗转扬州、开封、北

上广等地学习制琴和演奏，甚至去过武当山找高人

学习。

看着桌子上的古琴，他说起自己的初中学历，

脸不自觉地红了。

在他家客厅的桌子上，有两本书，都与古琴有

关。桌子旁边还摆着一份“振兴中国传统工艺清华

大学创新工作坊”的结业证书。

他说：“学历虽然低，但最重要的是学习；我不

后悔，因为学习古琴，我收获了太多太多。”

徐亚冲的爱人也是被这乡村音乐引来的。

原来徐场村村民基本上只会做琴，不会弹。古

琴厂家便邀请外面的人来做古琴音色鉴赏，在西安

工作的卫晨欣就是其中之一。在路过徐亚冲家时，

她看到院子干净好看，便进去拍照。

“我以为是来选琴的，就弹起来了。她一下被

惊到了，以为我们没人会呢。后来我们加上微信聊

了起来，慢慢就认识了。她从小在西安音乐学院学

古琴，我们相爱后，她把西安的工作室转给朋友，来

了兰考。”徐亚冲说。

沿着徐场村的路口往里走几步路，就看到一栋

五层楼的房子，比周围人家的屋子高了可不止一

头，格外显眼。一楼是个大展厅，宽敞明亮。楼里

面安装的有电梯，在这既能吃饭又能住宿。这就是

左尚伟的家。

左尚伟说：“当时房子翻新，没打算盖那么高。

但是一想，游人肯定越来越多，以前他们只能到县

里住，现在多投入点，把我们这儿变成一个可以住

宿吃饭的地方，还能赚钱。”

翻新盖楼只是一个小投入，是不用放在心上的

事；左尚伟真正凭借胆大心细把事做成的是自己的

网络销售。

对于被大家称为“网络销售大王”，左尚伟仿佛

早已习惯。他现在注册了九乐和九韵两个商标，有

一个12人的商务团队，通过淘宝卖民族乐器，年销

售额上千万元。

“我们村、我们的产品都非常出名，我们也通过

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我们和河南大学音乐学院、河

南省教育厅共同举办‘高雅音乐进校园’，走进河南

各所大学，用的乐器都是我们家的产品。”左尚伟说。

来村里的名人数不胜数。

中央音乐学院的周望教授，是我们国家古筝专

业第一个博士生导师，明星黄晓明、十二女子乐坊

等，都慕名来兰考挑选乐器。

左尚伟的儿子不到十岁，坐在一台古筝面前，

弹起了《茉莉花》和《刀剑如梦》，优美的音乐就在村

庄里飘啊飘！

“我们第一代父辈，60岁上下，去给别人打工；

我算是第二代，懂点营销、制作；我儿子就是第三代

人，我们要把第三代培养成全面的音乐人才。”左尚

伟说。

在问到小朋友未来想做什么时，他自信地回

答：成为一个音乐家。

左尚伟的产品主要还是在徐场村加工，而代胜

民则更大胆地向外迈了一步。

2005年，代士永病危前，将家里产业交给了大

儿子代胜民。继承父亲遗愿，代胜民不断在市场和

技艺上取得突破，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2012年，兰考县成立工业区，代胜民将大部分

厂区搬到县里：“交通便利了，厂房标准了，眼界也

更开阔了。”

在代胜民的操持下，中州民族乐器厂从年产值

1000多万元，发展至今达4000多万元，产品不仅

成为业界名牌，也成了兰考脱贫攻坚的依靠。

乡村音乐已经通过新媒体开始向外渗透。

徐冰开了一个“徐冰古琴，弦弹古今”的快手

号，每天夜里九点开始直播：“我主要是在快手上普

及古琴文化，进行古琴教学和卖货，现在粉丝近3万

人。”

因为乐器，徐场村已无闲人。

随便推门走进一家，都能看到几个正在忙碌的

人。有在做琴体的，有制作琴包琴凳的，有进行工

艺检查的，有给琴体刻字的，有给古琴做装饰的，围

绕民族乐器，徐场村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在宋都琴坊，老板徐双平正在打磨琴身，给琴

身做一些细节。2001年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后，他

选择回村做琴，已经干了十多年。

在徐双平旁边，站着一个邻村的村民，他是来

这做工的。“我在这一个月能拿个一万多元，离家

近，还能顾家。”他说。

在木梓韵琴坊，一个员工正在做古筝用来搭琴弦

的s弯。他把做好的s弯往共鸣箱上一放，严丝合缝，

密不透风，这是二百多道工序中的一步。老板说，这

名员工是邻村的，来三年了，一个月挣八九千元吧。

徐场村有162户，680多人，基本不外出打工，

都在家门口工作，有90多户村民做民族乐器，带动

了600多名周边村民在徐场村做活。

“我们有20多个品种，30多个系列，加工销售

一体，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和海外20多个国家，年销

售额突破1.2亿元，依托乐器制作，我们村从原来最

贫困的一个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徐永顺

说。

在徐场村人看来，世界已经很小。

徐亚冲说：“有一个外国朋友看到我们的古琴，

先找了一个香港的朋友，香港的朋友找了广东的朋

友，广东的朋友找到河南的朋友，然后找到了徐场

村。”

现在徐场村各企业的30多个系列乐器产品已

经出口到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

等国家和地区。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兰考，给我们徐

场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后来我们一点点解

决问题，修路、整治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等，让徐场

村变得越来越好。”堌阳镇副镇长赵振朝说。

徐场村确实美丽。

抬眼望去，所有的建筑都带有一丝古朴的气

息，青砖白墙，古香古色，这就是中国的乡村凝固的

音乐！

每年四月，桐花开放，徐场村举办桐花节，来自

上海民族乐团、女子十二乐坊等全国知名的音乐人

都会齐聚徐场，共同献技。这是中国乡村流动的音

乐！

桐花弥漫着清香，音乐声交织美景，再汇集村

民的笑声与笑脸，妙不可言。

听，音乐已经响起，不知道焦裕禄的在天之灵

听到没有，这就是中国兰考特有的乡村之声！

兰考 中国乡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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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宋涛）

“现在，在家务工不比外出务工收入少，

比在外务工幸福指数高。”2月8日，宁

陵县2022年“春风行动”暨“春暖农民

工”招聘活动现场，正在与宁陵东隆服

饰签订用工合同的石桥镇梨花桥村村

民陈女士说，“这几年一直在南方打工，

很少回来，没想到，家乡入驻的企业那

么多，今后就不再外出务工了。”

“这次招聘活动，旨在为县域内

各企业和求职者搭建面对面供需交

流平台，提供心贴心就业帮扶服务，

形成企业和农民工双赢局面。”宁陵

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张健说。当天，宁

陵牧原、东隆服饰、华丽铭电子、华坤

科技、诗蕾毛衫等28家企业，现场同

来自全县的 500多名农民工签订了

用工合同。

据了解，此次“春风行动”暨“春暖

农民工”招聘活动，是宁陵县委县政府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

保民生保市场主体，集中为务工人员提

供就业帮扶，推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的

重要举措。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余江
陈强 曹春阳）近日，息县积极组织开展

“春节期间集中送工攻坚行动”，为企业

和务工人员搭建沟通桥梁，让更多人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

在息县“春节期间集中送工攻坚行

动”招工报名点前，来咨询了解的群众络

绎不绝。

近年来，随着息县产业发展呈现良

好的态势，一大批有实力、有影响的企

业纷纷落户息县，不仅为息县产业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还提供了一大批就业岗

位，吸引众多返乡人员选择留在家乡就

业。

除了不用辛苦外出，良好的工资待

遇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现场工作

人员表示，此次参与集中招聘的企业，都

是息县近年来引进的一批有实力、有影

响的企业，不仅能为求职者提供良好的

薪酬待遇，还能为他们提供广阔的发展

空间。

据了解，此次“春节期间集中送工攻

坚行动”于2月6日正式开始，后续还将

陆续进驻一批企业进行集中招工。

本报讯（记者杨青）2月9日，农历

正月初九，正式进入春节后的招聘求职

旺季，由郑州市人社局职介中心联合

“52就业网”共同举办的“春风行动郑

州2022年人才系列招聘大会”如期而

至。

上午 9点，在郑州市人力资源中

心，等待进场的求职者已在门口排起了

长队。来自中牟县的李琛对一家商贸

公司的新媒体运营岗位非常感兴趣，他

与招聘方边聊边拿出简历：“在校期间

策划过一些文案，在学校里边的新媒体

自媒体这方面待过一段时间，也有两年

的经验。”

郑州市人力资源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参加本次招聘会的有150多家企

业，提供岗位12000多个。为帮助用人

单位提高招聘效率，让广大求职者找到

优质岗位，郑州人社部门将在2月份开

展多场线下招聘活动。其中2月10~

12日，三场大型招聘会分别在郑州农

村人力资源市场、郑州人力资源市场和

郑州市人才市场举行，提供3万多个岗

位，涉及土木工程、IT技术、房产建筑、

生物医药、教育培训、机械制造、餐饮酒

店等多个行业。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增峰
宁津瑜）2月7日，民权县白云寺镇石北

村的羊肚菌种植基地的菇棚里，基地负

责人刘学忠正在仔细查看快要长出菌

丝的菌包。

“今年春节期间天气适宜，羊肚菌

长势喜人，从农历正月初五开始，一些乡

亲们就过来清理菌包了！”正在忙碌的刘

学忠笑着说。

“羊肚菌药用价值高、营养丰富、市

场前景好，且用工需求量大，不仅为周边

群众提供了就近就业机会，还能盘活利

用闲置土地，为村集体带来经济收益。

现在参与务工的人员有30多人，每年人

均务工收入超过13000元。”白云寺镇

党委副书记管红丽说。在乡村振兴的

路上，白云寺镇近年来不断探索增收致

富的新路子和农业特色产业的新亮点，

引领众多像刘学忠这样的种植能人进

行创业。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李晋
黄太强宋莹莹）“县人社局为你们企业招

引的20名员工是否全部到位？”“是的，已

于昨天全部到位。”……日前，西峡县优化

营商环境专项督查组深入西峡龙成气体

有限公司，带着问题和台账，实地“望闻问

切”。这是该县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督查组

主动深入一线走访，帮助企业解难题的一

个缩影。

今年以来，该县紧盯营商环境的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以“面对面”强有力的

监督，解痛点、除难点、疏堵点，助力营商

环境再优化。该县纪委监委制订出台了

《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治

理工作方案》，成立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督

查组，对全县24个职能单位有关的优化

营商环境相关配套制度责任落实情况、相

关政策落实情况、移交问题办理情况等开

展专项监督。截至目前，西峡县共组织专

项督查12次，暗访督查9次，查办损害影

响环境问题线索14个，党政纪处分25

人，督促整改问题26项，下发专题通报2

期。

不仅“面对面”监督，还“点对点”解

困。西峡县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干部“访百

企·解难题”活动，全县63名科级以上纪

检监察干部对口联系103家企业，当好企

业“联络员”、惠企政策“宣传员”、困难“解

决员”，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帮助企

业解痛点、疏堵点。目前，该县纪委监委

共开展各类走访调研180余次，收集意见

建议57条，协调解决企业“用工难”“用电

难”“融资难”等各种难题130余项。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

“真是赶上了好时代，俺依靠土地流转

每亩每年收入 800元，在中药材合作

社务工每月收入2000元，去年村里发

展‘西瓜红’红薯、粳稻、中药材种植，

我们全家一年收入 5万多元。”2月 6

日，汝南县常兴镇任桥村村民任新中

满怀喜悦。

任桥村共有478户 1827人，3400

亩耕地。过去村集体经济薄弱，人心

涣散，道路泥泞不堪，牲畜粪便随处可

见，且垃圾成堆，典型的脏、乱、差。任

桥村驻村第一书记海保国和帮扶工作

队充分发挥派驻单位优势，在常兴镇

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抓手，积极推动任桥村基础设施建

设和生态环境改善。

过去，任桥村传统产业占主导地

位，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较为突

出。去年夏天，海保国决定引进种植

“西瓜红”红薯、中药材和粳稻，经过科

学管理，3项产业表现出对土壤的良好

适应性，亩产“西瓜红”红薯 6000 多

斤、粳稻3000多斤、中药材300多斤，

有了好的开端，海保国决定在全村规

模发展，并成立专业合作社，采取统一

育苗、统一种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

回收的方法，通过精包装，打好品牌，

推向市场。

如今的任桥村，发展潜力十足：

花木、中药材、粳稻种植合作社、光伏

发电、扶贫车间……因地制宜的特色

产业和项目建设，铺就了任桥村的致

富路。

民权县白云寺镇

菌菇棚里“种”出好日子

西峡县

构建营商环境“强磁场”
汝南县任桥村

新产业结出新硕果

“春风行动”吹来就业春风

息县 集中送工实现稳岗留工

郑
州

三
万
多
个
岗
位
虚
位
以
待

一村一落皆风景 乡村颜值靓起来

（上接第一版）

环境整治得民心

立春后的天气逐渐暖和起来，闾河

乡河湾村的广场上，村民们或在健身

器材上锻炼，或在广场上慢跑、闲聊，

孩子们在青松翠柏间嬉戏，无论是老

人嗑掉的瓜子壳还是孩子们喝空的饮

料瓶都被大家按指示扔进了分类垃圾

箱里。

河湾村村委会发动广大群众、党

员、志愿者全面推进农家庭院、房前屋后

清扫整治，并专门配备了保洁员，每天挨

家挨户将村民家的垃圾收集起来，用电

瓶保洁车拉到镇里的垃圾转运站。

正阳县通过招标，选中7家专业保

洁公司负责农村日常保洁，并引进专业

公司负责把农村生活垃圾转运到县城

垃圾处理厂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每天

清运处理农村生活垃圾300多吨。

美丽乡村顺民意

雷寨乡坚持“文化为魂”理念，注重

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通过整体规

划、集中打造，多角度、全方位地发挥村

庄的个性和亮点，努力打造“望得见景，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兰青乡结合自身实际，抓好“三无

一规范”一个基础，开展百日攻坚、观摩

奖惩两个活动，用好公益岗位、先进典

型、乡贤人士三类人员，实施亮化、绿化、

美化、净化四类工程。

通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正阳

县267个行政村和3111个20户以上自

然村道路全部硬化，502个主要自然村

安装了路灯，完成了境内197公里国省

道绿化提升工程和息邢高速沿线1.2万

亩的生态廊道建设任务。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叶全
花张海林）2月6日上午，鲁山县尧山滑

雪场内播放着劲爆的音乐，许多游客正

在滑雪。

“趁假期来滑雪，一方面来娱乐，另

一方面也能强身健体。现在正是冬奥会

举办期间，咱也为冬奥会加油！”滑雪爱

好者郑永刚说。

滑雪场里，一位来自平顶山市区的

小朋友在教练的指导下，很快学会了滑

雪技能。“我今天非常开心，下一次还想

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来滑雪。”这位名

叫季昕研的小朋友高兴地说。

叶冠山是该滑雪场的一位教练，他

在指导滑雪爱好者时态度认真专一，受

到众多滑雪爱好者的欢迎。“我希望把滑

雪这项技能传授给更多爱好者，让他们

把这种体育精神传承下去。现在我国正

在举行冬奥会，希望参加冬奥会的中国

健儿们为祖国争光。”叶冠山说。

鲁山县

新春遇上“冰雪热”

2月9日，宜阳县“春风送温暖、就业送真情”主题专场招聘会在红旗广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招聘会采取现场招

聘与线上直播招聘同时进行。据了解，此次专场招聘会将持续到2月11日，集中为返乡返岗农民工、因疫情滞留务工人员和

脱贫人口、低收入人口等重点帮扶对象以及有用工需求的各类本地企业搭建求职与用工对接服务平台。

本报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员田义伟摄

宁陵县 搭就业平台促供需双赢

2月9日，温县武德镇

亢村蔬菜种植合作社的蔬

菜大棚里，脱贫户杨大花在

采摘番茄。该合作社是

2018年在焦作市教育局扶

持下成立的，建有7座蔬菜

大棚，长年种植番茄、黄瓜、

辣椒、茄子等时令蔬菜。像

杨大花一样参与蔬菜生产

的15个脱贫户，每人每月

收入1500余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