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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在尉氏县妇联举办的“放飞梦想 点亮未来”活动中，“爱心妈妈”和“爱心爸爸”为105名留守儿童送上“六一微心愿”礼物，提前为他们
庆祝“六一”儿童节。 李新义 摄

□本报记者 冯佳志
通讯员 宁计永 任家慧

5月 22日中午 12时 20分，在武陟县

嘉应观乡卫生院，看着患者满意地走出诊

室，内科医生丁爱琴起身去餐厅打饭，手

机铃声却突然响起。

“丁医生，俺儿媳发热、头疼，还怀着

孕，这可咋办？”电话那头，嘉应观乡西五

村村民汪莲风急切地说。

“别着急，我马上到！”丁爱琴匆忙吃

了饭，拿起出诊包赶往西五村。

“是风热感冒引起的不适，让她按时

吃药，多喝水、多休息，注意饮食均衡。”13

时15分，在汪莲风家中，丁爱琴叮嘱说。

丁爱琴今年 42岁，她 2000年 7月毕

业于焦作卫生学校，从此走上了漫漫行医

路。20多个春夏秋冬，她扎根基层卫生

院，凭借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诊疗经

验，用行动诠释着医者仁心的内涵。

“丁医生不仅每天接诊大量患者，还

利用午后和晚上的时间入户随访慢性病

患者，手机 24 小时开机，随时都能联系

到。她先后荣获‘文明医务工作者’‘优秀

医师’‘十佳中医医生’等。”嘉应观乡卫生

院院长慕林森说。

“爱琴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医生！”嘉

应观乡范庄村年近七旬的村民荆俊妮挥

动着颤抖的手说，“当初，我被某医院诊断

为强直性脊柱炎，常年卧床，翻身都困难，

给家庭带来了很大困难。爱琴成为俺的

家庭医生后，多次通过手机联系市级医院

神经内科专家会诊，最终确定俺得的是帕

金森综合征。她迅速调整了治疗方案，经

常来家里指导我进行康复锻炼。3个月

后，我的病情就得到了有效控制，现在能

独立行走了！”

“丁医生是俺的好闺女！”嘉应观乡中

水寨村村民王小贵逢人就说。王小贵身

患帕金森综合征、糖尿病等疾病，其儿女

先后亡故，老伴和孙女无创收能力。丁爱

琴在一次入户随访中，了解到王小贵的情

况，通过远程会诊与市级医院专家为王小

贵制订了最佳的治疗方案，并开展心理疏

导、康复指导，还帮王小贵申办了慢性病

卡，使其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生活能够

自理。如今，王小贵逢人就说：“多亏了丁

医生，她就像俺闺女！”

2021年，丁爱琴担任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第一团队队长，该团队承担着二铺营村

7800余人的家庭健康服务。在疫情防控

期间，丁爱琴分别加入了二铺营村22个村

民小组的微信群，普及疫情防控知识、解

答群众用药咨询，此外她还为村民们运送

预防汤剂。

“爱琴姐每天都很忙，她手机24小时

开机，患者有事随叫随到。可是，她连母

亲做手术都顾不上照顾，丈夫下班回家吃

不上一次热饭菜，儿子在家上了网课也没

有陪伴过。”同诊室的杨梦晓医生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杨艳旭

在宝丰县张八桥镇姚店铺村，有这么几位老人，她们年

过八旬，却依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一张张红纸，在她们的

一双双巧手里，很快就能剪裁成人物形象或吉祥图案。她们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剪花奶奶”。

每逢周末，在姚店铺村的非遗剪纸传习所里，总会有一

大批剪纸爱好者慕名来向她们学习剪纸技术，也有不少游客

上门订购她们的作品。

“俺没上过学，受姥姥和母亲的影响，五六岁就对剪纸有

了兴趣，看见啥好看的图案就想剪出来试试。”5月 15日，在

姚店铺村非遗剪纸传习所，82岁的“剪花奶奶”张梅自豪地

说，“从起初的模仿，到后来自己钻研新剪法，一来二去，剪刀

在手里越来越灵活。乡亲们看我剪得像模像样，每逢过节或

者谁家有喜事都会请我。”

“姑娘出嫁，脸盆内要放有石榴、牡丹、莲花等图案的剪

纸，新房房顶四角要粘贴云字钩剪纸、中间要粘贴牡丹花剪

纸。”“剪花奶奶”王瑞一边给学员们演示剪纸的基本技法，一

边向她们介绍早年的婚庆习俗。

王瑞比张梅小两岁，同样目不识丁，但却一样对剪纸有

着特殊的情结。她十几岁时，不用打样儿，就能让红纸在她

手里变成各种美丽的图案。

在 2020年“宝丰县第一届非遗大集”中，这些“剪花奶

奶”的作品曾获剪纸组前三名的好成绩。

今年，为了传承剪纸艺术，张八桥镇在姚店铺村建立了

非遗剪纸传习所，张梅和王瑞等“剪花奶奶”成了特聘老师，

教授有剪纸爱好的留守妇女剪纸技术。

年轻的剪纸爱好者在“剪花奶奶”的教导下，试着在作品

里增加了现代元素，还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剪纸教学，收获

了不少粉丝。

“以前农闲时，我经常出去打工，跟张梅老师学习剪纸

后，在家通过直播进行剪纸技术分享，每月也能增加好几千

元的收入。”张八桥镇西火山村剪纸爱好者刘全英说。

如今，在姚店铺村村史馆和非遗剪纸传习所，收藏了100

余幅“剪花奶奶”的作品。这些作品，每一幅都是独创，反映

了姚店铺村的村民生活和民俗文化。

“‘剪纸奶奶’们用她们的巧手，带动了一大批剪纸爱好

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带动了村里的民俗旅游，帮助

村民实现了增收致富。下一步，张八桥镇将加大对非遗剪

纸传习所的支持力度，动员她们成立剪纸合作社，借助电商

让古老的非遗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张八桥镇党委书记吕

跃红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李含笑

5月 25日，在鲁山县下汤镇老街社区

一处临路的宽敞大院里，鲁山双王机械厂

的几名工人正在把小型厢式货车改装成流

动卖棉车。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还有八

九辆新车等待改装。

“说是改装流动卖棉车，其实是根据车

厢尺寸，把一整套卖棉设备布局合理地放

进车厢里，以方便老乡们卖棉。”今年47岁

的工厂负责人陈松印说。

鲁山县群众很早就有到全国各地卖棉

的传统，号称“十万卖棉大军”，不少人靠着

外出卖棉，过上了富足的好日子。

卖棉人很辛苦，通常开着面包车或小

型厢式货车四处奔波，每到一地，要把机械

设备一件件从车里卸下然后组装，另外还

需要再搭一顶帐篷，晚上睡在里面看护设

备，可谓是风餐露宿。

陈松印十多年前也是个卖棉人，自幼

爱好鼓捣机械的他熟悉卖棉设备的构造原

理，大小毛病都能“手到病除”，他还经常通

过视频通话指导老乡们排除设备故障，成

了老乡们心目中老师傅。

卖棉期间，受流动舞台车的启发，陈松

印经常琢磨着能不能把所有设备组合在一

起放在车厢里，随时随地放下支架就能

用。随后，他又发现，鲁山县卖棉人的设

备，是在好几个地方辗转购进的，就有了

“办个厂子搞一条龙服务”的想法。

2021年下半年，陈松印办齐了相关手

续，请了八九个技工，鲁山双王机械厂正式

开业。他通过精心设计，把货架、开茧机、

棉花机、电脑绗缝机、车载小型升降机等组

合在一个车厢内，甚至还在车厢内设计了

一个小卧铺，以方便卖棉人夜晚休息。改

装后的流动卖棉车，一次可携带能做1000

多床棉被的物料，实现了“一车在手，走遍

全国”。

“陈老板改装的卖棉车，每到一个地

方，不用卸车，10分钟左右就可以展开，投

入使用，省时省力，深受老乡们欢迎。”前来

取车的卖棉人高团召说。

据陈松印介绍，他根据多年实践经验

组装的电脑绗缝机，在同行中处于领先水

平，老乡们普遍反映故障率低、结实耐用，

目前他正在申请国家专利。

“春节前的订单，到现在也没有做完。”

陈松印说，“主要是我改装的卖棉车实用性

强、操作简单，所以说订单格外多。由于场

地太小，一年只能改装200多台车。”

“24小时在岗”的家庭医生

“凌晨4点，我们就开始配货、装车，一早就把蔬菜运送到平舆

县牧原公司。”5月17日，在河南奔林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奔林鸟公司）生鲜食材用品分拨中心，公司董事长黄远说。

2020年，原本在郑州市从事网络运营的黄远，响应正阳县

委、县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红色代办”业务，开发出了“奔林鸟

社区购”小程序。随后，黄远成立了奔林鸟公司，在正阳县电子商

务运营服务中心落地，主要业务为生鲜电商。

在黄远的带领下，奔林鸟公司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更新技

术应用，不仅收购生鲜食材进行社区配送，还与种植基地、养殖

基地、大型企业等签订了产销协议。

这种新模式，得到了牧原集团的认可和青睐，奔林鸟公司

成功接下了牧原集团在豫东南地区的127个场区生活物资供应

项目。每天，正阳县的4.7万斤蔬菜，1.4万斤米面油，4000斤干

菜调料，源源不断地发往各个场区。

“周庄村鸡蛋2万斤、大许村番茄1万斤、常闵村烤鸭蛋2万枚

……这些村都与我们签订有月度供应协议。”奔林鸟公司有关负责人

李奥龙说，最近公司又与多个乡镇、合作社、企业签订了供货协议。

袁寨镇陈庄村养殖户陈立工的蛋鸡养殖舍，就是奔林鸟公司

的一个直采基地。陈立工说：“与奔林鸟公司签订供货协议后，我

们再也不用为销路发愁了。”

如今，黄远的奔林鸟公司，在正阳县拥有直采基地2874个，

带动了当地花生、蓝莓、挂面、平菇等450余种农特产品销售，带

动1000余人增收致富。

“下一步，奔林鸟公司将继续发挥地域优势，在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上做文章，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做大做强品牌，促进群众增

收。”黄远信心满满地说。

宝丰县姚店铺村

“剪花奶奶”妙“剪”生花

鲁山县陈松印

改装卖棉车
方便卖棉人

正
阳
县
黄
远

创
新
电
商
模
式

拉
动
产
销
两
旺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王向灵 陈涛

时下，正是西瓜陆续上市的季节。5月 26日，记者走进

沈丘县留福镇化庄村西瓜种植基地，只见大棚里一排排瓜藤

上，吊挂着一个个西瓜，长势十分喜人。

“我们种植的是吊蔓西瓜，个头不大，重量一般在1~2公

斤，瓜皮薄、瓜瓤脆甜，收入可观。这可是‘兵支书’的功劳，

他是我们村产业振兴的‘领头雁’！”化庄村瓜农韩俊杰正高

兴地采摘西瓜。

韩俊杰口中的“兵支书”，名叫王洪义。2018年 8月，在

村“两委”换届选举中，退伍军人王洪义高票当选为化庄村党

支部书记。

“我是农村孩子，就喜欢种地，我要带领乡亲们土里‘淘

金’！”2021年，王洪义牵头流转土地600多亩，吸纳46名农

户入股，采取“村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种植“吊蔓

西瓜+8424西瓜+蔬菜”。

“一年种植两茬吊蔓西瓜，再种上一茬蔬菜，一亩地可增

收2万多元。化庄村周边全是水泥路，客户把车直接开到地

头，可以‘地头摘、地头卖’，种多种少不愁卖！”王洪义说，我

们改变以往的种植模式，采用吊蔓栽培、人工授粉、膜下滴灌

等新技术。吊蔓西瓜在空中开花生长，充分利用空间的同

时，使西瓜受光均匀，外观和口感都比较好。

走进8424西瓜大棚里，只见绿油油的瓜藤下，一个个圆

滚滚的西瓜藏在其中，惹人喜爱。农户们正忙着将西瓜采

摘、过秤、装车，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

留福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陈玉斌告诉记者，吊蔓

西瓜和 8424 西瓜种植基地，常年用工 40 多人，忙时用工

200多人。不但让入股农户圆了“增收梦”，还为全村近百

名留守妇女和年龄偏大的人群提供了就业机会。

“来这里干活累不住，我一个月能挣1500多元，心里很

满足，真的应该感谢‘兵支书’王洪义。”在种植基地务工的村

民夏志排高兴地说。

“今年，合作社种植吊蔓西瓜60多亩，预计第一季销售

收入就将突破70万元；种植8424西瓜500多亩，种植户户均

年纯收入将达3万元左右。眼下，就要着手准备种植第二季

吊蔓西瓜，之后再种植青椒、西芹等蔬菜。”王洪义信心满满

地说，“下一步，要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品质，打造特色品

牌，让乡亲们在土地里刨出更多‘金疙瘩’！”

5月25日，游人在柘城县凤凰街道王菜园村迎康家庭农场体
验采摘的乐趣。初夏时节，迎康家庭农场里的优质杏、油桃等果
子相继成熟，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尝鲜。 张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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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3日，长葛市后河镇丁庄村一座别致精美的农

家小院内，小院主人乔峰正在与客人聊着打造、经营“乔

峰的田野”农家小院的初衷和感受。

乔峰的小院面积不大，院外小菜园里叶菜青翠，院内

桌凳古朴、鲜花盛开，房屋红墙灰瓦、大树掩映，远处陉山

迷蒙、近处麦浪金黄，俨然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田园画。

2005年，乔峰从河南轻工职业学院毕业，利用学到

的园艺设计知识，从事室内、庭院设计。2019年，34岁

的乔峰回到家乡丁庄村，为了有一个舒适的工作和生活

空间，他用四个月的时间改造了自家老宅，并把改造过

程编辑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

没想到，这些短视频火了，每天慕名到乔峰家老宅

参观的粉丝络绎不绝。这也让乔峰萌发了“改造村里荒

废宅院，带动村里经济发展”的想法。

乔峰的想法，得到了丁庄村“两委”的支持。2022

年年底，在村里的支持下，乔峰利用不到半年时间，将村

庄西北角的荒沟荒宅，打造成了“望得见山、看得见田”

的农家小院，取名为“乔峰的田野”。

从园艺设计到经营管理，乔峰按照自己的兴趣收拾管

理农家小院。他利用现有资源砌院墙、种花草、做直播，硬

是将荒废宅院改造成了可餐、可茶、可游、可宿的诗意空间。

开业两个月，小院的营收超出了预期，除收回成本

外，还有了三倍的盈利。

“‘五一’当天，小院接待 300人左右，营业额超过

1.4万元。”丁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威鹏告诉记者，忙的时

候村里十几个人在这打工，其中还有脱贫户。

自3月份开业至今，“乔峰的田野”农家小院游客络

绎不绝，来自许昌、郑州等周边城市的游客，在这里露

营、烧烤、看星星。

初尝成功滋味的乔峰，希望可以结合丁庄村的历史

与习俗，带动村民、返乡青年利用庭院，打造出更多院院

不同、各美其美的乡村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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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化庄村

“兵支书”带群众土里刨出“金疙瘩”
黄远黄远（（右右））在种植基地了解生产情况在种植基地了解生产情况

游客在游客在农家小院农家小院喝茶喝茶、、聊天聊天

乔峰的小院面积不大，院外小菜园里叶
菜青翠，院内桌凳古朴、鲜花盛开，房屋红墙
灰瓦、大树掩映，远处陉山迷蒙、近处麦浪金
黄，俨然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田园画。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董武威 马玉娟 文/图在黄远的带领下，奔林鸟公司不断创新
商业模式、更新技术应用，不仅收购生鲜食
材进行社区配送，还与种植基地、养殖基地、
大型企业等签订了产销协议。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胡瑞琪 王雪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