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庄村 村民争当“追星族”
本报讯 （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陈晓彤）“在我们

村，成功认领‘星级文明户’，一颗星就给十个积

分。”5月 25日，鹤壁市淇滨区金山街道蔡庄村村

民孙银香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村里开展‘星级文明户’认领活动以来，我是

第一批认领的，给自己一个动力，也给村里做点贡

献。”孙银香乐呵呵地说，“打理好自家还能挣积分，

俺家的日用品都是兑换的。”

孙银香介绍，“十星级文明户”包含爱党爱国

星、诚实守信星、遵纪守法星、勤劳致富星、孝老爱

亲星、热心公益星、环保卫生星、勤俭节约星、移风

易俗星、文明礼貌星。

在蔡庄村，像孙银香一样认领“星级文明户”的

家庭不在少数。全村形成了人人以“星”为荣、户户

争“星”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星级文明户”认领，先由每个家庭对照

星级标准自行认领，再由村里的评选认定委员会进行

认定并张榜公示，公示结束后为“星级文明户”授牌。

“星级文明户”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进行一次评比。

“星级文明户”认领结束后，蔡庄村还组织群众

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活动，并把各家家训

家规制作在“星级文明户”的牌子上，通过“晒”家

规、“秀”家训倡文明、树新风，以家庭的“小气候”温

润社会的“大气候”。

养殖土元 化“土”成金登封市
刘沟村

近年来，沁阳市常平乡张老湾、老马岭两

个村，以创建“产业兴旺星”为抓手，推行“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大力发展蜜薯种植，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今年，两个村共种植蜜薯

36.5 亩，预计年产量 7.3 万斤，可增收 22 万余

元。下一步，常平乡将继续推动蜜薯规模化、

产业化种植。 （姚振）

在武陟县西陶镇魁张镇村，提起兄妹联手

帮扶、照顾残疾人兄弟郭天才的事，村民们纷纷

竖起大拇指。这是该镇创新托养模式，实现托

养服务品质升级的积极探索。该镇采取集中医

养、亲情托养、邻里托养等措施，确保困难群众

生活有保障、有尊严、有依靠。 （韩保国）

本报讯 （记者李燕）5月18日，夏邑县工商

联主办的夏邑县民营企业家大讲堂开讲，该县

100多名民营企业家聆听讲座。

据悉，讲座围绕企业纾困帮扶小屋工程、

金融机构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法律如何护

航民营企业发展等方面，深刻阐述当前民营经

济发展的最新态势，细致讲解规模工业企业惠

企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针对夏邑民营经

济发展趋势提出意见、建议。

本报讯 （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韩风香）“俺家住

在村头，等俺学会面点制作，摆个摊就能提高收入，

县残联组织的这次培训真的太好了。”5月28日，正

在参加培训的淇县高村镇新庄村村民栗女士，提前

做起了开店规划。

栗女士是第四期“人人持证、技能河南”残疾人

职业技能面点培训班的一员。培训由淇县残联、豫

工技校在新庄村联合开展，采用理论学习与实际操

作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因为腿脚不方便，我在外找工作时常被拒

绝。前段时间，县残联联系到我，让我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增强就业创业本领。”栗女士说，“培训的几

项技能里，我觉得面点最适合，等学会了，我要自己

当老板。”

今年以来，淇县残联先后多次举办残疾人职业

技能培训，为残疾人群体传授实用性强、内容丰富

的技能知识，进一步提升残疾人就业技能、拓宽残

疾人就业渠道。

技能培训促残疾人就业淇县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宋跃伟）“幼虫刚放

到饲养池里，得把握好温度、湿度，一刻也不能马

虎。”5月22日，登封市徐庄镇刘沟村土元科技创业

园里，村民王小刚一边往饲养池里喷水一边介绍说。

王小刚是刘沟村的水库移民。“前几年，全村村

民搬到了刘沟社区，居住条件好了，但没什么收

入。”王小刚说，是登封市水利局扶持村里发展的土

元养殖项目，帮他走上了致富路。

“土元是一种中药材，过去俺村有很多野生

的。”刘沟村党支部副书记、瀛元养殖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王向杰介绍说，为解决村民就业创业问题，村

“两委”在多次外出考察后，把土元养殖确定为带动

村民致富、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主导产业。

刘沟村地处山区，紧邻白沙湖，全村有水库移

民107户252人。2020年，登封市水利局利用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资金，投资112万元建设了土元科技

创业园一期工程，养殖场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

“王小刚是第一个进驻创业园养殖土元的。”王向

杰说，建设的养殖场地，优先让水库移民承包使用。

“2021年和2022年，又投入资金206万元，建设

了土元科技创业园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养殖场地

面积7000平方米。”登封市水利局副局长焦慧选说，

7000平方米的养殖场地，可供15户养殖户使用，能

解决近40人的就业问题。

为解决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村里专门

邀请技术人员，在每周二为养殖户进行指导和培

训。“土元适合阴暗潮湿的环境，所需饲料也很普

通，一般像南瓜、红薯、白菜、麦麸等都可以。”王向

杰介绍说。

王小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投入200公斤幼虫

进行立体养殖，日常仅需一人管理，10个月后，可产

出4000公斤成虫，纯收入10万余元。

“今天分拣出的公虫烘干后就有 100多公斤，

能收入七八千元，而母虫还在繁殖、生长。粗略算

下来，一个温室一年收入十几万元没问题。”正在烘

干土元的养殖户李俊飞兴奋地说。

“土元养殖项目由瀛元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管

理，村‘两委’为产业发展提供养殖场地、技术指导、

种苗供应、产品销售等全程‘保姆式’服务。”刘沟村

党支部书记王金召说。

据了解，刘沟村为带动包括水库移民在内的全

村群众以入股、分红、务工等形式共同增收致富，专

门建立完善了收益分配制度。就连养殖场地的租

金收入，也全部拿出来进行分红，其中10%归移民

户、30%归村集体、60%归全体股民（包括移民户）。

武陟县西陶镇 亲情托养有保障

沁阳市常平乡 种植蜜薯带民富

夏邑县民营企业家大讲堂开讲

□本报记者 曹怡然 通讯员 范亚康 刘剑飞 毋锋伟

“快看，老七又在抖音发短视频讲解中药材知识了。”5月

30日，西峡县军马河镇孙门村的几名群众，边刷抖音边议论。

他们说的“老七”，是孙门村村民，名叫冯金华。74岁的

冯金华，因坚持拍短视频讲解中药材知识，获得了网友和村

民的充分认可，成了广受赞誉的“网红”。

伏牛山被誉为“天然药库”，丰富的中药材资源解除了无

数人的疾苦。冯金华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峡人，从小目睹伏牛

山中药材的神奇功效，对中药材有着浓厚兴趣。

20世纪 70年代，冯金华被选到大队土药房（村卫生所

的前身）工作，参加了西峡县赤脚医生中药材辨识、针灸、常

见病治疗的培训，不仅掌握了一定的中医治疗技术，还能在

海量的植物中，一眼辨识出中药材的种类、品质和药效。

近年来，西峡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产

业，中药材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主导产业。冯金华辨识中药

材的技能，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周边群众纷纷登门请教。

面对群众需求，冯金华总是乐此不疲，经常奔走在各个

基地，指导他们种植、管理，传授辨识方法，带动了一大批农

民种植中药材。“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为群众增收致富提供一

点帮助，我感到怪高兴哩。”冯金华笑呵呵地说。

在实地指导的同时，冯金华还依托村里的卫生室开门授

课，向前来就诊的群众讲授中药材知识、传授治病小单方。

疫情防控期间，冯金华不顾年迈，免费为村民熬制中药汤剂，

引导他们做好科学防护。

2022年7月6日，冯金华在侄子的协助下，注册了抖音账

号“伏牛山老七”。截至目前，他已发布讲解中药材知识的作

品137条，整理、发布本地中药材70多种，培养了1.4万名粉

丝，获得6万余次点赞。

为做好中药材知识的传播，冯金华常常翻山越岭、不

辞劳苦，白天采药、拍短视频，晚上学习中医药著作。近两

年，他认真研读了《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等中医药著

作。

“活到老学到老，我要坚持学习、坚持拍短视频讲授中药

材知识，为宣传中医药文化做出自己的努力。”冯金华对未来

有着清晰的方向。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谢辛凌

“各位‘铁粉’，大家好！新灌装的‘中华蜂蜜’存货不多

了，抓紧时间‘砸’单了！咱家的土蜂蜜不掺杂、不使假，纯天

然、无公害，如果您食用后不满意，7天内免费退换货……”

5月23日，在沈丘县付井镇九里村一处生态养蜂基地，人

称“蜂王哥”的苏尚方一边用手机展现灌装场景，一边向直播

间网友介绍蜂蜜产地、加工贮藏方法等，忙得不亦乐乎。

随后，记者走进距直播间10多米远的蜂蜜灌装车间，只

见10余名工人正忙着灌装蜂蜜、贴上标签、打包装箱。

苏尚方今年27岁，是一名退役军人。他创办的养蜂基

地，在沈丘县城东南 20公里处，这里生态林和果树林覆盖

广、蜜源植物种类多，很适合土蜂（中华蜂）养殖。

“土蜂嗅觉灵敏，出巢早、归巢迟。尤其是春夏时节，土

蜂外出采蜜的时间更长，能够在方圆五公里范围内寻找零

星蜜源，非常适合定点养殖。”说起蜜蜂养殖，年纪轻轻的苏

尚方立刻显出成熟和老到，他说，“由于科学管理，酿成的蜜

营养更丰富，加上产量较低，土蜂蜜的价格也相对更高一

些。”

起初，苏尚方流转了 10多亩废弃林地养殖蜜蜂，通过

发朋友圈、开网店销售，每日销售五六十瓶土蜂蜜。“后来，

我创办了养蜂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

式，吸纳附近的年轻人、脱贫户和蜂农加入，从事‘规模养

蜂+网上订单销售蜂蜜’，现在每天能销售200多瓶。”苏尚

方说。

“受场地限制，我这个养蜂基地规模有点小，现在有200

多箱土蜂。但是，像这样的养蜂基地，我在省内外建有30多

个，加起来共有5000多箱土蜂。现在，我的固定‘粉丝’达

30多万人，每年线上、线下出售优质蜂蜜30多吨，经济效益

可观。”言语间，苏尚方很是自豪。

苏尚方在养蜂行业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外地的养殖

大户纷纷慕名前来学习。为了让更多人养蜂致富，苏尚方

通过“种蜂和技术入股+回收商品蜂蜜”的模式，先后与淮

阳、郸城、项城和安徽的界首、临泉等10多个县市区的40多

个规模养殖户，联合成立了养殖基地，带动130余户养殖户

抱团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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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牛山老七

蜂王哥

5月31日，宝丰县香山路小学的同学们，聆听科技馆老师讲解航天知识，体验科技魅力。“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香山路小学的同学们
来到宝丰县科技馆，探知航天奥秘，学习航天知识，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 王双正 摄

5月30日，清丰县
诚睦路小学四年级学
生，来到马庄桥镇赵家
村食用菌种植基地，了
解蘑菇种植和管理的方
法，学习在蘑菇培育、种
植过程中应用到的科学
知识，体验采摘的乐趣。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纪全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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