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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无梁镇干部甘当群众“店小二”

10余万斤滞销杏卖完了
平顶山市湛河区招募500余名教师志愿者

3000名留守儿童有了“代理家长”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实验小学
举行社团展示活动

为落实“双减”决策部署，强化学校教

育主阵地作用，继续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丰

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5月30日，郑州市惠

济区古荥镇实验小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

团展示活动。超轻黏土、衍纸、花样折纸、

钻石画、纸雕、科学等社团把孩子们的心灵

手巧和丰富想象力一一展现出来。

（刘世钦）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贾云
涛）“在您和机关干部的帮助下，我们采

摘园的杏果销售一空，太感谢了……”6

月1日一大清早，禹州市无梁镇王家村

党支部书记王院民就向禹州市副市长、

无梁镇党委书记李铁锋打电话报喜。

5月下旬，王家村老山坪采摘园内

果香四溢，黄澄澄的黄金杏挂满枝头。

可是受疫情影响，果子虽然喜获丰收，但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滞销局面。眼看10

余万斤的杏果卖不掉，就会坏在树上、烂

在地里，王院民愁眉不展、如坐针毡。

“有需要黄金杏的客户，我们为您送

货上门！”5月24日，王院民在各大网络社

交平台的朋友圈、交友群里频频发出求助

信。

“院民，不要慌，我们想办法帮助大家

渡过难关。”获悉王家村的困境，李铁锋第

一时间联系王院民，让他吃下了一颗定心

丸。

与此同时，无梁镇党委、镇政府迅速

启动“抗疫助农销杏”行动，首先，组织镇

党政办、宣传室、纪委等部门撰写了5期

有关老山坪黄金杏宣传内容的微信公众

号、视频号，将购销信息及时发布到媒体

平台，依托媒体宣传优势，帮助农户拓宽

销路。同时邀请禹州市融媒体带货主播

深入果园实地，通过现场拍摄视频、线上

直播带货等方式，向广大消费者直观展

示果品品质，借助电商平台流量优势，畅

通杏果销售渠道。其次，成立机关干部

“助农帮帮团”，多渠道联络企事业单位

和社区团购，动员社会资源和亲朋好友

投入到“抗疫助农销杏”行动中，积极跑

业务找订单，对接供需双方。

大家或深入果园采访，录制节目，扩

大宣传；或现场直播带货，云端叫卖，线下

配货；或牵线搭桥，商超铺货，小区团购；

或积极协调，开辟绿色通道，畅通运输专

线，多措并举为“抗疫助农销杏”行动保

驾护航。当天，王院民累计收到热销电

话100多个，达成意向订购3.2万多公

斤，滞销的老山坪黄金杏打开了销售局

面。截至5月30日晚，王家村老山坪黄

金杏销售告罄。

“镇村干部帮忙销杏3.5万斤、许昌

尽全力爱心助农联盟销杏2.8万斤、市融

媒体直播带货等电商平台销杏2.5万斤、

本地游客进园采摘销杏2.5万斤……”谈

起销杏战果，王院民数字一口清。

“之前我们的杏果都供应给周边县

市，可今年因为疫情卖不动。杏的成熟

挂果期也就六七天，如果不及时采摘销

售出去，全村145户果农一年的辛苦劳

动就会付诸东流，幸亏有镇政府的帮

忙！”回想销杏当初，王院民还心有余悸。

“作为镇村干部，我们都是群众的服

务员、‘店小二’，帮他们排忧解难，是我

们的责任所在，我们义不容辞。”李铁锋

说。

本报讯（记者李殿华通讯员张润东）近

日，戏曲电影《谷文昌的故事》首映仪式在福

建省东山县谷文昌干部学院举行，并于5月

27日~6月26日在全国公映。

谷文昌（1915—1981），河南林县人，

福建省东山县原县长、县委书记，1950年

随军解放福建东山岛，直到1964年调离东

山。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

掉”的铮铮誓言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

一意为人民”的毕生信仰，带领东山人民苦

干14年，遍植木麻黄，硬是治服了“神仙都

难治”的风沙，在东山老百姓心中树立起了

一座不朽的丰碑，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

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最美奋斗者”。

戏曲电影《谷文昌的故事》作为迎接党

的二十大影片，由福建省委宣传部、东山县

委宣传部、福建省森百田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河南省隆森百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

合出品，北京红旗颂文化有限公司、上海万

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河南电影电视制作

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作品以豫

剧的形式讲述了谷文昌同志带领东山人民

治沙造林、让“荒岛”变“宝岛”、用实际行动

赢得百姓爱戴和敬仰的感人故事。

该影片出品人徐梅霞祖籍驻马店，谷文

昌的扮演者马东延和主要演员汪荃珍、刘

艳丽、杨帅学等均是获得过国内外大奖的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

□本报记者王琦 通讯员米山 文/图

6月2日，记者在驻马店市驿

城区朱古洞乡赵红文的西瓜种植

大棚内看到，这里的西瓜不是

“躺”在地上，而是一个个高低错

落地吊挂在瓜秧上，每个瓜秧头

上还带有日期标号。虽然棚内温

度超过40℃，但赵红文夫妇脸上

仍流露出丰收的喜悦（如图）。

“我种的这10亩西瓜都是以

牛粪、菌棒、芝麻饼发酵而成的

有机肥为底肥，自然上色和甜度

有较大提升，还避免了虫害。瓜

平均两三斤重，皮薄瓤脆，鲜甜多

汁，个个都是精品。许多市民来

这里做直播、发抖音，西瓜不出棚就当成礼品在网

上卖光了。俺的西瓜大棚也成了网红打卡地。”赵

红文和妻子一边采摘，一边介绍。

赵红文说，今年是他引种“网红瓜”的第三个年

头，估计亩产超过8000公斤，目前卖到每公斤7元，

预计净收入可达10多万元。“这茬西瓜收后再种植

一茬新品种红薯，又能收入8万元，比种植传统作物

收入可观得多。”赵红文笑着算起了增收账。

近年来，驿城区朱古洞乡依托地位优势，大力

发展名、优、特、新农业养殖、种植，实现了一村一

品、多产融合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

础。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许金安 通讯员

王雷 陈鹏飞）“管理简单，收割方便，今年

三亩二分地的油菜卖了2000多块钱，直接

给现金，真是省心！”6月1日，谈起今年的

油菜收成，洛阳市偃师区大口镇山张村村

民张文兴很高兴。

山张村位于大口镇南部山区，全村耕

地3700亩，其中旱地3500亩。在脱贫攻坚

中，该村探索油菜与谷子轮植新种植模式，

发展旱地“双低”油菜连年保持在500亩以

上。今年，大口镇“双低”油菜种植面积达

1800余亩。

油菜作为国产第一大油料作物，每年提

供优质食用油约520万吨，占国产油料作物

产油量近50%，每年生产高蛋白饲用饼粕约

800万吨，是我国第二大饲用蛋白源。

菜籽油中的主要脂肪酸包括油酸、

亚油酸、亚麻酸和芥酸等，“双低”油菜是

指菜油中芥酸含量低于3%、每克菜饼中

硫代葡萄糖苷含量低于30微摩尔的油菜

品种。“双低”油菜中的油酸含量高达

60%，因而被营养学家称为“最健康的

油”。

目前，大口镇12万斤油菜籽已安全入

库。为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该镇扶贫

车间的榨油项目正在筹建中，两个月后即

可建成投入使用。届时，偃师居民的餐桌

将弥漫大口油香。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宋祖恒）

挂线、砌砖、挖坑、绿化……武陟县西陶镇

石荆村一个400多平方米的废弃地，转眼

变成了文化游园，洁白的墙壁上，驴拉磨、

石磙碾场、牛耕地、木锹扬场等一幅幅宣

传画唤起了人们美好的乡愁记忆。

“这块地处于入村口，原是一个废弃

多年的凹地厂房，房上砖瓦脱落，墙体开

裂，成了空骨架危房，每到雨季积下的污

水臭气熏天，杂草丛生，现在旧貌换新

颜，老百姓都夸改造得好。”6月2日，石

荆村党支部书记马小军说。

石荆村紧靠沁河南岸，由于村内4

条主干道不在同一地平面，雨季容易积

水，加上家户生活污水随意排放，水常年

积在大街上，造成路面塌陷，不仅行车

难，行人更难，一街两行都是残壁断墙。

去年冬天，村“两委”在美丽宜居建设中，

把村民建议收集归类，建议多的就是村

容村貌急需改造提升。

好事要办，钱从哪里来？“只要村干

部干的是好事，大家肯定会一起帮的。”

这是在该村村民、党员代表大会上大家

的一致心声。有了大家的支持，村“两

委”有了干事的底气。村民集点儿、村委

筹点儿、社会捐点儿、国家扶点儿、村承

包施工方再贴点儿，一个月时间，260万

元改造款有了着落。

430多米主干道，白加黑路面平坦

笔直，路两边还有人行道、管网铺设，120

多个电线杆都挂上了鲜红的党旗、国旗，

太阳能路灯照得背街小巷黑夜如昼，新

改造的群众综合工作站也即将完工，文

化娱乐广场平时是篮球场，节日唱戏成

剧场。今年65岁的村民杨玉莲说：“村

里空闲地处处变成了美景，文化娱乐场

所街街都有，生活和城里没啥两样。”

嘀嘀，一辆小车从前方驶来，转弯驶

向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今年开春村里

利用一个废弃的院子水泥硬化后修成

的。村民温玉林走下车来，说道：“近几

年间，村里一半以上家庭都购置了小汽

车，开进村子后都随意停在自家门口，不

仅影响交通，还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现

在好了，村里专门修建了停车场，车安

全，街道也畅通。”

西陶镇共有22个村，高标准“四好”

农村路四通八达，是焦作市典范镇。村

街空院有的改造成了停车场，有的变成

了游园，有的建成了舞场和花园，石榴

街、竹子街、葡萄街、党建长廊，一村一

景，一街一色，景色宜人。

“老百姓富裕起来后，追求的是精神

上的高品位、文化上的高层次，只要把事

办到老百姓心坎上，就能赢得信任和支

持。”西陶镇党委书记韩剑说。

6月3日，淮滨县麦田里

又见拾麦人的身影。一个筐

子、一把剪刀、一个袋子，就是

拾麦人的工具。收割机经过，

他们便弯下腰来捡拾田里的

麦穗。 王长江摄6月3日，柘城县张桥镇张桥村的麦田里，一辆辆联合收割机、搂草机、打捆机来回穿梭，确保颗粒归仓。张书珲摄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广起韩功勋

6月2日，还没等天完全黑下来，因疫

情十来天没开张的小韩烧烤摊前就迎来了

第一波人潮。

小韩大名韩银光，刚满28岁，干这行已

经有些年头。当天，他的烧烤车上除了面

筋、韭菜、金针菇、鱼豆腐、鸭肠外，还增添了

青椒、鸡排等新品，没想到反响不错，算是讨

了个好彩头。隔着玻璃罩，映出来的是诱

人食色。场所码和收款二维码一并张贴在

烧烤车最醒目的位置，跟前儿的吃货们都

戴着口罩，掏出手机自觉扫码，然后静静候

着。

小韩烧烤摊摆在周口市淮阳区李集村

村头T形路口西侧村子划定的“经营圈”

里，距淮阳城区只有十来分钟的车程，和媳

妇在城区的烧烤摊儿比，这里的生意同样

红火。

“前段时间备货多了点儿，因为疫情没

办法出摊，就把冰箱里存的东西都给邻居

们分了分，也算献爱心了。”小韩笑着说道，

手头一并忙活着。燃着的煤气透过烧烤架

吹得呼呼作响，架子上的串串儿吱吱冒

油。不仅是小孩儿，就连过往的大人也忍

不住停下脚步巴望两眼。村里身穿红马甲

的防疫队员也赶来帮忙，提醒大家先扫码，

按秩序一个一个地来。

“干净卫生，好吃不贵——还是那个味

儿！”常客小卢说，“一解封，就迫不及待赶

来了！这个感觉真好！”

从下午5点开始忙碌，一直到将近晚

上11点，烧烤摊的备货卖得所剩不多。小

韩才算得闲，翻开手机上的日历一算，从5

月20日到今天，算上之前的“五一”小长

假，足足耽误了小半个月！当然，今天还有

另外一笔账要算——微信支付和现金收入

加起来有1500多块钱。

“平常就是这个数，很知足。”他笑笑

说，“媳妇儿乐意往城里跑，说是那儿人多，

路好，路灯全亮着——由着她。”

小韩说，自己之前在外打工时学到了

这项技术，这几年靠着烧烤摊生活有了很

大起色，两层半的小楼盖了起来，心里盘算

着今年年底换一辆新能源汽车，再给女儿

寻一所好些的幼儿园，“留在咱农村老家，

日子同样有奔头！”

夜色里，收拾好烧烤车，小韩又把周围

地面的卫生打扫干净，垃圾丢在垃圾桶里，

坐等媳妇从城里回来。

□本报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员张晓晨

“这儿的饭菜不重样，比自己做香多了，这可得感谢

小郭！”6月1日，说起小郭和他的爱心餐厅，75岁的杨书

山老人赞不绝口。

“小郭”名叫郭用勋，40多岁的他是洛阳市伊滨区李

村镇油赵社区居民。他在自家开办了专门为孤寡老人

提供一日三餐服务的“同乐”爱心餐厅。

据了解，郭用勋在洛阳市区开办有一家汽修厂，之

前考虑母亲和哥哥年纪渐大，曾接他们到洛阳照顾，但

因为不习惯城里生活，俩人没几天就返回了社区。如果

自己回家照顾，就意味着放弃生意。权衡之后，他在社

区聘请了厨师和服务员来负责母亲和哥哥的一日三餐，

他隔三岔五回来探望。后来，看到社区有很多孤寡老

人，郭用勋就接纳他们过来一起搭伙，每月仅收取每位

老人生活费200元，算作食材费用，不足部分自己贴补。

“老人家晚年孤独，聚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郭用

勋说，他支付厨师和服务员工资和水电费等开支，每月

在4000元左右。

据了解，爱心餐厅已经运营两年，13名65岁以上的

老人成为这里的常客。今年，餐厅还增设了棋牌室、健

身器材。逢年过节，改善伙食的同时，这里还组织庆祝

活动，并有多家爱心企业前来看望慰问。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旭长）

“同学们都是一面镜子，当你阳光灿烂的时

候，他们也阳光灿烂。一个优秀孩子的内

心永远是温暖的……”5月27日上午，在平

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李三庄小学办公室

内，心理疏导师卫艳歌说这话的时候，用手

抚摸了一下7岁学生杨俊琪的胸口，面容

夸张地说，“啊，你的心这么火热！”

在杨俊琪开心的笑声中，卫艳歌继续

着自己的心理疏导课。

今年38岁的卫艳歌不仅是该校的教

导主任，同时还是杨俊琪等10余名留守儿

童的“代理家长”。在配合监护人照顾好孩

子的日常生活之外，坚持与孩子进行沟通，

随时掌握孩子们的心理动态是她每天的必

修课。

湛河区现有55所中小学、3.5万余名中

小学生，其中3000余名学生因家长常年在外

务工，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为照顾、引

导这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湛河区以校为单

位，从教师队伍中招募志愿者担任留守儿童

的“代理家长”，针对孩子存在的心理、性情等

方面的问题进行规范引导，让孩子正确认知

世界、认知人生。

这些“代理家长”从建好亲子档案做

起，通过入户走访，了解留守儿童的家庭情

况、成长经历，分析掌握留守儿童的心理特

征，进而一人一策制定成长计划。按照留

守儿童成长计划，“代理家长”经常与留守

儿童的监护人和在外务工的家长搞好对

接，常态化开展心理咨询疏导工作，弥补亲

情缺失，让孩子们走出成长误区。

与此同时，湛河区各中小学根据留守

儿童的特长爱好，成立体育、书法、音乐等

兴趣学习小组，充实他们的课余生活，经常

以班级、学校为单位，举办文娱联欢会，鼓

励留守儿童上台表演节目，通过广大师生

的肯定提升自信。

截至目前，湛河区共招募“代理家长”

500余名，在他们的用心陪伴和关注下，留

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得到了有效保障，内心

世界充满阳光。

还是那个味儿

戏曲电影《谷文昌的故事》首映
岀品人徐梅霞、演员汪荃珍等均为河南人

烂墙改篱笆 荒草变鲜花
武陟县西陶镇美丽宜居景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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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一条龙”

乡村喜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