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
2023年7月11日 星期二

责编 / 刘彤 实习生 / 张家颐 版式 / 李哲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8550 E－mail / henanxdny@126.com

7
农村版

□本报记者 田明
通讯员 周红飞 杨艺辰

6 月 28 日下午两点半，烈日当

头，永城市蒋口镇洪楼村民兴种植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冯雷，正张罗着要

把载着30吨胡萝卜的货车发往湖南。

此时，一辆豫 A牌照的车驶来。

“请问哪位是冯先生？”当冯雷说明身

份后，来者惊叹，“你就是冯雷？这么

年轻！”

来者是河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主任闫东一行，他们带着满满

一大包学校选育的优质种子和感谢

信、邀请函等，经过近 4个小时的车

程，专程来感谢素未谋面的冯雷。而

这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2022 年 9 月 5 日，河南农业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到一个电话：

“你好，我想给河南农业大学捐一万

块钱……”打来电话的，就是冯雷。

对于“盛产”校友企业家的河南

农业大学来说，前有王泽霖教授捐款

8000余万元，后有校友企业家秦英林

捐赠 10亿元，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

举。“一位和河南农业大学没有任何

交集的农民，心系农业教育，要捐资

助学，令我们十分感动。”闫东说，对

方要了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账号，

但是3天后却给他的微信里转了一万

块钱。原来，冯雷不熟悉对公转账流

程，索性把钱转到了闫东的微信里，

再由他代转。

“没想到，今年6月15日，冯雷再

次通过微信转给我两万块钱。”闫东

说，“一位农民能这么支持农业教育，

我们必须上门道谢！”于是，便有了开

头的一幕。

“当时看到河南农业大学庆祝建

校120周年，就想支持一下学校、鼓励

一下学农的学生。这点儿钱真不多，

不值当你们专程跑一趟。”冯雷有点不好意思。

“要是放在早些年，肯定会舍不得，毕竟三万块钱意味

着要卖掉十多万斤胡萝卜。”说起自己的创业路，冯雷感慨

万千，“也就是这两三年，合作社才发展了起来。”

今年 40岁的冯雷，已经和胡萝卜打了二十来年的交

道。他从18岁开始跟着父母卖菜，24岁时回到老家承包

180亩土地种植胡萝卜。经过不断试验并取得成功后，他

开始扩大种植规模，先后在周边村镇承包土地，并成立了

两个种植专业合作社，后来又建了合作社联社。

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冯雷投资建起了清洗车间、大型

冷库，购置了各类农机设备。机械化令冯雷如虎添翼，他

种一季胡萝卜平均亩产1.5万斤，利润2000多元。看到种

植胡萝卜收益不错，周边群众纷纷加入。如今，已有62户

群众跟着冯雷种起了胡萝卜，种植面积近万亩，产品供不

应求，远销韩国、越南等国家。

“摊子越大，越缺懂技术的年轻人才。从管理方面讲，

我就是个‘光杆司令’。”冯雷说起了“近忧”，“规模起来了，

但管理水平拖了后腿。人才不好招，就连儿子都跑去大城

市打工了。”

苦于没有专业人才，冯雷的许多发展计划都难以实

现。他一直想把这些年流行的大数据技术应用到蔬菜种

植中：把耕地、播种、施肥、杀虫、收割等各环节进行详细的

记录，结合气候的影响、土壤的差异，做出最优的种植管理

决策，高效管理农田……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闫东一行人和冯雷谈起了“联合

建立科技小院”“设置植保奖学金”“选派专家指导”“针对

性推荐优秀毕业生到岗就业”等一揽子设想。

“我们一定鼓励、引导更多同学到基层一线来，服务农

业。”闫东说。面对河南农业大学的热情，冯雷豪爽地说：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欢迎同学们来创业！”

7月9日，宁陵县阳驿乡袁庄村为民葡萄种植合作社，该乡统战委员在帮助果农线上销售葡萄。
近年来，阳驿乡积极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通过采取“合作社+线上平台销售+线下采
摘体验”模式，大力发展特色种植，拓宽了当地农民的增收渠道。徐硕 摄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7月 4日，在鲁山县瀼河乡方山村

一户农家的大客厅内，精美的根雕作

品几乎占据了所有角落，雕刻技艺之

精湛让参观者叹为观止。

雕刻者是方山村村民袁新成。“我

就是个老农民，年轻时干过木匠活，做

过木箱、木桌、风箱、犁耙等农村常用

的家伙什，还会编草席，当时在十里八

村小有名气。”今年76岁的袁新成说。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人们往往会到家具店选

购成品家具，木工活也越来越少。慢

慢地，袁新成就放下了这门手艺。

“7年前，想到自己有木工手艺，扔

下挺可惜，就萌发了创作根雕作品的想

法。”袁新成说。

头几年没有经验，工具也不顺手，袁

新成浪费掉不少原料。“经过三四年的摸

索，才逐渐有了感觉，这50多件根雕作品

都是近年完成的。一件根雕作品一般要

10多天才能完成，花费时间最多的一件

用了3个月呢。”袁新成说，“几年下来，仅

购买工具一项，就花费了8000多元。”

“制作根雕的原料大部分是黄栌

根。”袁新成介绍说，黄栌根耐腐蚀，可存

放成百上千年而不朽。

袁新成经常到团城乡的大山里去寻

找枯死的树根，然后挖出来运回家中。

运回家后，袁新成根据树根的形状、颜

色、纹理，先是在心里构思图案，再使用

工具进行雕琢、打磨、抛光，最后刷上一

层清漆。

“黄栌根整体呈现出自然形成的黄

色，其上的斑块等呈现出褐黄色、暗红

色、褐色、黑色等，本身色彩就很丰富，

不用特意上色。”袁新成说。

在袁新成近年完成的50多件作品

中，有10余件精品自然天成、形象逼真，

分别被命名为“白鹤独立”“金鸡独立”

“百鸟朝凤”“火苗”等。

曾有参观者出价数万元，要购买一

些精品根雕，但袁新成没舍得卖。“有机

会的话，我想举办一个展览，让更多人

爱上根雕、从事根雕创作。如果有人想

学这门手艺，我也会无偿教给他们。”袁

新成说。

□许金安 徐正瑛

“这儿的西瓜就是好，皮薄无籽，清爽脆甜！”7

月9日，豫西洛宁，酷热难耐，小界乡祝家园村张松

安家的西瓜地里，不少游客正在采摘西瓜，甘甜多

汁的口感赢得不少游客称赞。

今年，张松安种了“美都”和“新农八号”西瓜40

多亩，每亩产量近 5000 斤，亩均收益 8000 元到

10000元。

张松安曾是村里的贫困户，主要经济来源靠外

出务工，一年到头落不了几个钱。如今，他却成了

十里八乡有名的种瓜能手。

改变还要从5年前说起。2018年，张松安参加

了小界乡组织的农业技能培训，掌握了西瓜育苗、

种植技术。

“有了技术，咱就有了增收的底气。”张松安

说。张松安的种植面积，从5亩、10亩、20亩，扩大

到今年的40多亩，不但自己的小日子越过越好，还

为10多名群众提供了就业渠道。

“存款在瓜里，奔头在地头。”张松安说，“俺能有

今天，多亏了乡村两级干部的帮助。下一步，俺要继

续扩大种植规模，带领大家共同依靠种瓜致富。”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白贺阳

“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我自己的妈妈，另外一

个是‘代理妈妈’，当我的妈妈不在身边时，‘代理妈

妈’就会像妈妈一样关心我、照顾我，我感觉很幸

福。”7月 5日，上蔡县重阳街道南大吴社区的留守

儿童萌萌，用稚嫩的声音表达出对“代理妈妈”齐小

丽的真挚情感后，齐小丽的眼眶湿润了。

作为社区儿童之家的主任，齐小丽在这里一干

就是11年。在此期间，她熟悉村里每一家每一户的

情况，知道哪个孩子有什么特质、什么脾气……她的

关心呵护，让社区的留守儿童们感受到了浓浓爱意。

“我有几十个‘娃儿’，他们就是我的牵挂，我再

苦再累都能坚持。”说起自己的“娃儿”，齐小丽满脸

笑意，如数家珍般向记者介绍这些孩子叫啥名字，

是什么脾气，有什么特长。

自从任职社区儿童之家，齐小丽总是用心呵护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把他们都当成自家孩子。在

她看来，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对母爱的渴望、对亲

情的需求超过一般儿童。在她和同事的不懈努力

下，社区儿童之家成为留守儿童的“新家”，而她也

成为社区儿童的贴心人。此外，她还被全国基层儿

童福利服务试点工作专家组聘为“基层专家”，被民

政部评选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

童保障工作先进个人”。

“我给自己制定了每天不低于 10户的入户走

访任务，通过长期走访，我总结出：父母外出务工，

儿童留在家由爷爷奶奶照看，这种隔代教育缺乏有

效沟通。而我需要做的，就是加强关爱与沟通，让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和来自社

会的关爱，把爱与温暖的种子种在他们心中，让他

们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齐小丽告诉记者，除了要保证留守儿童、困境

儿童吃饱穿暖，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孩子的

内心是一张白纸，我们要用多彩的画笔丰富孩子的

内心，让孩子们健康茁壮成长。

自2010年 6月南大吴入选全国第一批中国儿

童福利示范区项目以来，上蔡县民政部门累计投

入资金10多万元用于社区儿童之家的建设，并为

社区儿童之家配备教具 360多件；社区儿童之家

的工作人员利用节假日开展、组织各项活动 428

次；社区儿童之家建立儿童基本档案 400 多份，

累计帮助困难家庭 63户，协助 78名困难家庭儿

童办理生活补贴，协助 20 余名困难家庭儿童办

理临时救助；督促、帮助百名未上户口儿童及时办

理户籍；为大病儿童申请大病康复医疗，使他们的

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我的网名叫彩虹，因为我心中有一道彩虹，我

要通过我的努力和汗水，为孩子们架起一道彩虹。”

齐小丽告诉记者，“社区儿童之家仅仅让留守儿童

玩得开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永远保持一颗理

解、尊重的心，用行动来关心和帮助留守儿童，引导

他们自强不息、励志图强。”

□焦宏昌

“我们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包村干

部可是帮了大忙。他为村里协调了不少

项目，为群众办了不少实事。”7月 8日，

在开封市祥符区兴隆乡白石岗村，提起

包村干部张鹏，村民们总是赞不绝口。

去年9月，根据组织安排，张鹏到兴

隆乡挂职党委副书记，分包白石岗村。

经过努力，他让群众“烦心事”变成了“开

心事”。他积极筹措资金为村里修通了

1800米的水泥路、修建了600平方米的

幼儿园，还积极引导群众种植大葱等特

色产业，成功带动 19户困难户稳定增

收，村内300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2022年 9月，开封市委组织部启动

“百岗培优”计划，以县（区）和市直单位

双向交流挂职锻炼的形式，在市直单位

和乡镇（街道）的100个关键岗位，重点

培养100名优秀中青年干部，挂职时间

两年。

得知这一消息，张鹏第一时间报了

名。他说：“到乡镇挂职，是接地气、沾泥

土的好机会，我要倍加珍惜，多向群众学

习，多为群众服务。”

白石岗村辖13个村民组，有810户

3225人，其中学龄前儿童有 100余人。

此前，由于村里没有幼儿园，孩子们还要

到外村上幼儿园。为了解决学龄前儿童

上学难问题，张鹏积极协调资金，为白石

岗小学修建了600多平方米的附属幼儿

园，并向上级部门为幼儿园争取了30多

万元的专项配套资金。

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

每年的四五月份，是白石岗村大葱收获

的季节，作为兴隆乡的“明星农产品”，白

石岗村种植的大葱个头大、耐贮存、质地

细密、口感香辣，备受市场青睐。去年以

来，白石岗村以创建“产业兴旺星”为契

机，积极引导群众种植大葱500余亩，亩

均产量一万斤左右，亩均收入近万元。

随着大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不仅让

群众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为群众就近

务工、增加收入提供了机会。

如今，兴隆乡把村（社区）“五星”支

部创建作为提升基层党建质量、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有效途径，按照“支部引领、党员带动、群

众参与”的发展思路，聚焦“一村一品”，

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引导

村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依

靠特色种植产业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壮

大村集体经济的新路子，为乡村振兴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李婉婷 魏瑞鑫

6月 28日，走进叶县仙台镇布杨村，只见水泥路平坦

整洁，村广场设施齐全，大棚内各种蔬菜长势喜人。

这一切，都与布杨村党支部书记杨晓亮的努力分

不开。

2008年，杨晓亮退伍后跟随舅舅在外搞建筑，收入稳

定。可当他回到家乡，看到父老乡亲的生活并不富裕，于

是决定回乡创业。2018年，布杨村“两委”换届，杨晓亮高

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成为一名“兵支书”。

为发展村集体经济、改变村容村貌，杨晓亮带领村

里的干部、群众外出考察学习。考察归来，村集体流转土

地 390亩，用于种植香菇、强筋小麦和饲草玉米。与此同

时，杨晓亮筹集13万余元购买种子、化肥、机械等，联系本

村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回乡建设蔬菜大棚，种植香菇、蔬

菜等。

截至目前，该村已投入生产的蔬菜大棚有53座，年销

售额80余万元，为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30余万元，常年带

动40余人务工。

“自从杨晓亮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带领俺村种植

香菇、蔬菜等，让大家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了。”布杨村村民顾新帅说。

在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同时，杨晓亮还十分注重改

善村内人居环境。2019年，在杨晓亮提议下，布杨村成立

了村庄规划建设委员会，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村庄布局规

划。同时，杨晓亮还带领干部、群众组建了红马甲志愿服

务队，定期对村内的大街小巷、房前屋后进行全面打扫、

清理。

杨晓亮任职村党支部书记以来，该村新修柏油路2000

余米、硬化水泥路1000余米、种植绿化树1200余棵、新建

花坛 500米，并修建了村室、卫生室、文化广场，安装了路

灯，全村农户还通上了自来水、宽带、有线电视等。

“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

以实际行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全村父老乡亲

走上致富路。”杨晓亮说。

“代理妈妈”齐小丽
留守儿童就是我的牵挂

祥符区白石岗村包村干部张鹏

把群众烦心事变成开心事

种瓜能手张松安

技术是咱增收的底气

□本报记者 李燕 通讯员 张增峰 宁津瑜

“你看我们这儿种的小辣椒怎么样，十

里八村你都找不到质量这么好的。”7月 5

日，民权县白云寺镇小浑子村党支部书记杨

冬冬，在向经销商推荐该村种植的小辣椒。

今年 36岁的杨冬冬，已经当了十来年

村干部。这十来年，杨冬冬摸索出了一套工

作方法，用一桩桩惠民实事赢得了群众的高

度认可。

反哺家乡反哺家乡 招商修好连心路

2012 年之前，小浑子村还是“远近闻

名”的贫困村，村“两委”班子战斗力不强、村

内基础设施落后、道路破旧不堪，也没有任

何产业基础，迫切需要一个有眼光、有担当、

有干劲的带头人。

“当时，我在外边挣了钱，村里很多老人

让我回村带领大家致富。”2012年，26岁的

杨冬冬毅然回村，并先后当选村委会主任、

村党支部书记。

要想打开工作局面、赢得群众支持，就

必须从群众最迫切、最盼望的事情做起。

“那时，村里的 26条胡同全是土路，一

下雨就泥泞不堪，但村集体没有资金硬化。

杨冬冬二话没说，一个多月不着家，硬是跑

来了1000平方米扶贫车间项目，并在白云

寺镇财政所所长高晓勇的帮助下，招来了郎

牧宠宠物食品加工厂。村集体有了资金，首

先就是给村里修好了路。”说起这段经历，村

党支部委员翟长福记忆犹新。

此外，他还带领大家疏浚沟渠、整治坑

塘、安装路灯、完成厕改……群众的眼睛是

雪亮的，杨冬冬干的一件件实事、好事，都被

乡亲们记在了心里。

发展产业发展产业 流转土地建大棚

“产业发展有势头，村民致富有奔头。”

杨冬冬说，只有发展产业，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村民致富增收的问题。2016年，杨冬冬

有了建大棚园区的念头。

初建大棚时，村民有顾虑，有些村干部

也犹豫不决。杨冬冬组织召开全村党员大

会，说明了想法、表示了决心，党员们纷纷表

示带头流转土地，并主动做村民的工作。

“修建大棚园区，村民给了我们很大的

支持。当时，需要流转几百亩土地，但村集

体无力支付租金，村民们凭着对村‘两委’班

子的信任，表示‘啥时候挣到钱，啥时候再给

租金’。”谈及这些，杨冬冬至今仍十分感动。

群众的支持，让杨冬冬有了信心。经过

多方奔走，一座座现代化农业种植大棚拔地

而起，“小浑子村辣椒种植产业园”终于落地。

近年来，该村聚焦“产业兴旺星”创建目

标，大力发展辣椒种植，园区每年种植辣椒

600亩以上，亩均收入超 9000元。群众致

富有了新路子，41户困难户有了稳定收入，

村集体经济发展有了新途径。

关注民生关注民生 暖心书记大家赞

“杨书记，又给脱贫户送蔬菜去啊？”“这

不老朱前几天生病了，我去看看。”一大早，

杨冬冬提着几袋西红柿从大棚里钻出来，回

应着村民们的招呼。

“杨书记三天两头提着各种蔬菜到家里

来。那天下雨，他打着伞来看我，发现屋里

漏雨，很快就帮我修好了房顶；我的心脏病

犯了，他立刻开车把我送到了医院，还留下

了2000块钱……”从杨冬冬手里接过蔬菜，

56岁的脱贫户朱孝连眼眶湿润着说。

“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村里变化太大

了，家家户户有钱了，村容村貌也整齐漂亮

了，我们村创建了‘五星’支部，还被评为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创建村庄，村民都很骄傲。”

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小浑子村村民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从前做犁耙 现在做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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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支书”杨晓亮

让家乡更美村民更富

民权县小浑子村党支部书记杨冬冬

桩桩惠民实事 赢得群众认可

根雕达人根雕达人

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