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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平党申

10月 10日，在汝州市夏店镇毛寨村

晏秋新果生态农业农场，葡萄藤上挂满了

一串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阳光玫瑰葡

萄，十几名务工人员正忙着去袋、采摘、装

箱。

“俺种的 30多亩阳光玫瑰葡萄肉厚

多汁、香甜可口，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日均

销量100多箱，售价也比其他种植户高出

不少。”37岁的农场女主人周艳艳说，今

年阳光玫瑰葡萄总产量5万斤以上，预计

能收入40多万元。

周艳艳和丈夫贾子晏是毛寨村村民，

也是有文化、有闯劲的新型农民。两年

前，看到外地群众种植阳光玫瑰葡萄致富

的消息后，夫妻二人也决定发展阳光玫瑰

葡萄种植。

去年年初，在夏店镇党委、镇政府

和毛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夫妻俩筹集

资金 60多万元，流转土地 30余亩，购回

葡萄树苗，开始从事阳光玫瑰葡萄种

植。

为管理好这 30多亩阳光玫瑰葡萄，

夫妻俩又投入7万多元，打了一眼机井并

配套了地埋管，采取缺墒喷灌和缺肥滴管

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为防止夏季中午

时段葡萄苗被日灼、气灼，两人吃住在农

场，组织人员早上和晚上为葡萄浇水，五

天施一次肥，一周除一次草，有序为葡萄

剪枝、防治虫害。

今年葡萄开始挂果，6月初，夫妻俩

从云南请来了技术工人为葡萄疏果，19

名工人乘坐飞机从云南赶来，两天半时间

完成了30多亩葡萄的疏果。

据夏店镇包村干部滕志强介绍，周艳

艳家的农场常年吸纳该村20多名弱劳动

力务工，年人均增收万元以上。

“今年一枝一串，明年一枝两串，葡萄

产量将实现翻番。同时，我们计划明年带

动村里十几户群众，通过种植阳光玫瑰葡

萄走上致富路。”贾子晏说。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我目前收藏的二胡已

有 1000 多把了，将来准备

找机会建个展览馆，让更多

人了解二胡文化，学习老辈

人制作二胡的工匠精神。”

10月 8日，鲁山县马楼乡三

岔口村村民陈聚京说。

当天，在陈聚京家的二

楼大厅，记者看到一面墙上

挂满了大小不同、材质各

异、富有年代感的二胡，更

多的则堆放在房间里，其中

一些有些残缺，但仍可以看

出做工的精细。

陈聚京是当地有名的

养蝎大户。“我八九岁的时

候，就喜欢上了二胡，当时

家庭条件有限，自己就比葫

芦画瓢地制作了一把，虽然

音调不准，但也陪我度过了

快乐的少年时光。”陈聚京

说，“十年前，生活条件允许

了，我就掏 1600 多元在平

顶山买了一把二胡，算是圆

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2015年，陈聚京在平顶

山古玩市场发现一把缺少

龙头的老二胡，当场试着拉了拉，发现音质不

错，就花了1000元给淘了回来。“回家仔细把

玩后，发现这把二胡不但做工精良，而且材质

还是黄花梨木。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四处打

听哪里有老二胡，然后买来收藏。”陈聚京说。

陈聚京介绍说，目前市场上黄花梨木材

质的老二胡已不多见，因为现代人爱好把玩

手串，不少黄花梨木材质的老二胡，都被拆卸

后做成手串高价出售了。“这些年，我花大价

钱才购得3把黄花梨木、2把红木、1把紫檀木

二胡，这几把都是二胡中的精品。”陈聚京说。

老辈人制作一把精品二胡，常常要花费

几个月时间，有些琴筒的纹饰就由300余块不

同纹理的小木条拼接而成，龙头雕刻的图案

更是花费了匠人大量的心血。“如今，静下心

来纯手工做二胡的人，已不多见了。”陈聚京

感慨地说。

陈聚京收藏的二胡，大部分是清朝末年、

民国年间、新中国成立初期纯手工制作的精

品。“这些年养蝎子赚的钱，基本上都投入这

上面了，不过静下心来拉上一曲，也是一种人

生享受和乐趣。”陈聚京说。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刘艳红

“发展特色中药材种植，科学技术是

保障。”10月 15日，在位于禹州市方岗镇

西薛庄村的许昌中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朱占锋说。

朱占锋是西薛庄村人，年轻时外出经

商，经过多年的努力，成为一名成功人

士。2020年 7月，他积极响应村党支部

号召返乡创业，流转土地发展中药材、瓜

果蔬菜等种植，致力于打造一个集品种选

育、药材种植、培训研学、加工销售等于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

禹州是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也

是禹丹参等多种道地药材的产地。创业

之初，朱占锋就把公司业务的发展重点放

在了道地药材的种植上。朱占锋积极与

科研院校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在育种、种

植、田管等方面下足了功夫，他试种的23

亩禹丹参刚进入收获期，就被来自安徽亳

州的客商订购一空。

试种禹丹参取得成功，增强了朱占锋

的信心。今年年初，他按照公司发展规

划，种植了210余亩42万株白芍，并分批

选育了禹丹参、药牡丹、药荆芥、决明子、

板蓝根等中药材品种，带动全镇发展林下

中药材3300亩。

在自己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朱占锋

没有忘记乡亲们。他积极吸纳乡亲们就

业，使乡亲们既能收取土地租金，还能领

到务工工资。同时，他还自觉肩负起弘

扬、传承禹州中药材文化的重任，创建“全

国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下一步，我们要以‘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发展订单种植，力争带动全

镇发展林下中药材1.5万亩，同时注重拉

长中药材产业链条，在中药材精深加工上

下功夫，努力打造‘乡字号’‘土字号’品

牌。”朱占锋信心十足地说。

李振威在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附属中学（以下简

称一高附中）担任班主任兼数学老师。作为一名班主

任，李振威对待学生一视同仁，对于成绩不理想的学

生，他总是用鼓励的方法去引导，对于家境困难的学

生，他则尽自己最大努力给予帮助。故而，凡是他教过

的班级，学生的成绩普遍不错。

杨慧（化名）是李振威教过的一名学生，她的父母

在外务工，日常独自一人居住。“那时候，她的状态不太

好，成绩直线下滑。”李振威回忆说。

为帮助杨慧提高成绩，李振威与杨慧进行了深入

交流，鼓励她克服生活困难。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都

让女儿把杨慧邀请到家里。在李振威的帮助下，杨慧

的成绩很快提了上来，并顺利考上了高中、大学。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杨慧第一时间拨通了李振

威的电话：“李老师，我考上大学啦！要不是您，我恐怕

连高中也难考上啊！”

杨慧只是李振威教过的众多学生之一。多年来，

李振威坚持因材施教，不断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引导

好、教育好每一名学生，帮助解决他们思想上的困惑、

学习上的难题、生活上的困难，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10月14日，汝阳县刘店镇二郎村果农袁小学喜摘雪
梨。近年来，刘店镇积极鼓励、扶持当地农民因地制宜发
展雪梨、葡萄等生态水果种植，并从技术、信息、销售等方
面提供服务，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康红军 摄

□通讯员 韩浩 赵丽华
本报记者 尹小剑 李振阳

10月9日，淮滨县芦集乡莲花村村部

内，信阳市应急管理局派驻莲花村第一书

记何坤趴在桌上，一边翻看《莲花村乡村

建设调研报告》，一边拿着笔在规划草图

上勾勾画画。

《莲花村乡村建设调研报告》花费了

何坤几个月的心血。去年 11月，何坤刚

一到任，便一头扎进驻村工作中，与驻村

工作队及村“两委”，加班加点开展走访，

全面了解村情民情。

“全村485户 2284人，有过半劳动年

龄人口在外打工；耕地面积4646亩，以小

麦和水稻种植为主；11个村民组中，有部

分村民组道路尚未硬化，也没有安装路

灯；村民多数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但普

遍不成规模，效益较低……”在何坤的工

作笔记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找到问题，接下来就是着手破解问

题。在何坤的带领下，莲花村筹集5万元资

金，解决道路亮化和垃圾池建设问题，新安

装太阳能路灯23盏、修建垃圾池11个。

去年元旦前后，何坤和村“两委”干部

联系燃气公司，为急需办理燃气入户的55

户用户上门服务，并减免了共计2.75万元

的费用。去年春节期间，何坤和村“两委”

干部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和学生，为他们送

去价值10万元的粮油、文具等物品。

今年“三夏”期间，何坤走访种粮大户

了解用油情况，并积极寻求中国石化淮滨

分公司支持，建立农户用油档案，为农户

提供“一小时用油急送”服务。

针对在走访中发现的产业基础薄弱、

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何坤提出，发展淮

河两岸草原牧场，打造特色民宿、农家餐

饮，推动秸秆饲料化加工、牛羊粪便沼气

发电、沼气废渣综合利用等发展，壮大牛

羊交易市场，打造“淮原牛羊”地标品牌。

谈及驻村感受，何坤说：“真心为群众

办事，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可。”正是这种真

情和真心，打动了莲花村村民，大家感慨

地说：“在何书记的带领下，相信大家很快

就能致富。”

10月14日，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崔白塔村特色农
业种植基地，村民正在采收花椒树下套种的南瓜，丰收的
喜悦洋溢在脸上。“今年，我们在200多亩花椒树下套种了
早熟、高产的优质南瓜，亩产4000斤左右，预计经济收入
不低于80万元。”村党支部书记崔长明说。 毕兴世 摄

10月16日，洛阳市孟津区送庄镇粱凹村“80后”大学生创业者李治强的葡萄种植基地内，工人们正穿梭于葡萄架下采摘阳光玫瑰葡萄。
由于他种出的葡萄糖度高、口感好，基地内30亩阳光玫瑰葡萄被一名来自山东的客商以一口价的方式全部购买。 郑占波 宋艳红 摄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叶全花 杨柳

去皮、打磨、抛光、上

漆……经过一道道工序，

一个树根蝶变成了一件根

艺作品。10月 8日，走进鲁

山县赵村镇中汤村村民杨

鹏旭家中，一件件精美别致

的根艺作品展现在眼前。

今年 35岁的杨鹏旭从

小喜欢根艺，但为了生计，

中专毕业后与父亲一起卖

过丝绵、当过建筑工。2020

年，杨鹏旭决定返乡创业。

“刚回来的时候，没找

到合适的项目，家里正好有

几个树根，我就找来工具鼓

捣了起来。”杨鹏旭说，他见

过别人做根艺，自己就学着

做，并在直播平台上展示，

许多网友纷纷点赞，其中一

件名为“禅意”的摆件，被一

名网友以 3000 元价格买

走。

一 个 树 根 卖 了 3000

元，这让杨鹏旭做梦都没想

到。他对根艺的兴趣更浓

厚了，开始四下搜集树根，

然后根据形状进行构思。

杨鹏旭的根艺作品，大的重约百斤，小的

随手可拿，每一件作品都惟妙惟肖。

“已经卖了几十件，要不然更放不下。”杨

鹏旭说，自己的根艺作品基本不加雕琢，只以

天然的树根形态进行简单处理。

“根艺的特点是造型天然，突出自然美。”

杨鹏旭说，制作根艺要有悟性，看它像什么，就

去打造什么。

为选取好的树根，杨鹏旭没少费心，有时

上山寻找，有时掏钱购买，甚至有时找到了农

户家的柴火垛上。

根艺制作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即使制作

小一点儿的根艺作品，有时也得两三天，大的

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杨鹏旭说，这主要

看树根的大小和形态。

虽然接触根艺时间不长，但杨鹏旭已深深

爱上了这一行。“我已经把这当成了一份事业，

打算在根艺制作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杨鹏

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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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和责任
托起孩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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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县莲花村第一书记何坤

“真心为群众办事，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可”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陈远志

10月 11日，走进泌阳县杨家集镇沔

阳郭村村民何富松的水蛭养殖基地，只见

一片片低洼的土地上建起了许多水池。

透过遮阳网的空隙，可以看到水池里水面

清澈，散铺着水葫芦和观赏莲的叶片，却

丝毫看不到水蛭的踪影。

“水蛭就是我们常说的蚂蟥，通常藏

在水葫芦和观赏莲的叶片下面。”何富松

一边笑着介绍，一边把手伸入水下，捞起

一把水蛭，“它们虽然看着有点可怕，但是

用处大着呢。”

今年 71岁的何富松痴迷中医药学，

年轻的时候他经常在外从事药材收购。

20世纪 90年代，何富松在湖北省宜

昌市收购野生水蛭，产品供不应求。他从

中看到了商机，打算回泌阳老家搞人工养

殖，由于当时找不到技术人员，这个愿望

便被搁置了。

几年前，经过一个在南阳从事药材批

发的朋友介绍，何富松从湖北引进水蛭种

苗和养殖技术，开始从事水蛭人工养殖。

经过多次试验，何富松在水池里种植

了大量水葫芦和观赏莲，一来给水蛭遮

光，二来可当作“网”。把水葫芦一提，水

蛭尽在其中，大大提高了收获效率。

水蛭的养殖周期在半年左右，每年春

天引进种蛭产卵，到五六月份水蛭孵化出

来，等到金秋十月就可以销售了。

“水蛭主要以螺、蚌等软体动物的体

液为食，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

值。”何富松介绍说，目前，鲜水蛭收购价

每公斤 100多元，干制品每公斤 1000多

元，且有人上门收购，根本不用愁销路，亩

均纯利润3万元以上。

何富松的水蛭养殖基地，带动了不少

当地群众就业，每人每天工资七八十元。

“下一步，我计划扩大养殖规模，把自己的

‘蛭富经’向周边群众推广，同时为大家提

供技术指导和水蛭种苗，带动更多乡亲增

收致富。”何富松说。

老汉何富松的“蛭富经” 深夜，窗外月光如水，树影婆娑。
窗内，一盏灯、一杯水，一个人端坐办公
桌前，伏案疾书。

这是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附属中
学教师李振威的工作常态，他在这里写
教案、改作业，向高中输送了一批又一
批优秀学子。

李振威

新时代新农民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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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成长因材施教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青俊 郜敏 牛鹏

李振威1999年从周口师范学院毕业，进入太康县

教体系统工作。多年来，他刻苦钻研、潜心教学，使学

生们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2010年，因教学成绩突出，李振威从乡镇中学调入

一高附中。为教好每一名学生，他每天和学生吃住在

一起，晚上9点学生休息后，他再到办公室备课、批改作

业，一直到深夜。

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李振威一干就是25年。

25年来，李振威静心教书、潜心育人，和同事一起

写出了适合本校学生的校本课程《初中数学与生活》，

荣获“河南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周口市教学标兵”等

称号。

此外，李振威还获得多项荣誉：2021年，在周口市

教体系统“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技能竞赛中，他获得初

中教学学科一等奖；2022年，在周口市教育体育局组

织的优质课评选中，他主讲的《特殊的三角函数》，被

评为周口市优质课一等奖。

李振威平时话不多，面对荣誉，他总是笑着说：“大

家的认可，才是我最好的成绩！”

写出校本课程潜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