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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莹

冬天的果园略显萧条，苹果摘完

了，施肥正在进行，紧接着冬剪……12

月 8日，在洛宁县上戈镇云泽果园，大

型开沟机突突突地作业，开沟培土，平

整果园……腐熟的有机肥精准地补给

果树根部。“有机肥滋养着苹果树，来

年一定有个好收成。”果园负责人雷怡

说。

远处，秦岭的支脉崤山起起伏伏，

延绵不断，山山岭岭沟沟壑壑，是一片

片落了叶的苹果树，在晴天朗日下构成

一幅豫西果园冬景图。

雷怡是上戈镇小沟村人。2014

年，为响应家乡返乡创业的号召，从河

南中医药大学毕业不久的她，毅然流

转 180 亩山地，在崤山南麓建起了果

园。

“崤山南麓，海拔高，是白云润泽之

地，所以果园起名叫云泽果园。”雷怡

说。

云泽果园所在的南丈村海拔 700

多米，昼夜温差大，是苹果最佳适生区，

空气清新，风景秀美。

“果园主要种植的是乔化晚熟红富

士及华硕、华瑞等早熟苹果品种，种苹

果 10年，总投入 200多万元。”讲起果

园，瘦瘦弱弱，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干脆

利落的雷怡几分忧，几分喜。

忧的是，种苹果 10 年，效益一般

化。“果园前五六年基本是净投，200多

万元总投入算是少的了；果园面积大，

乔化树挂果晚，管理不到位，产量跟不

上，优质果不多；投资大，人工贵，市场

不稳，风险大！”雷怡说。

雷怡坦言，最大的困难是缺人工。

“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农忙时候请不

来人。”云泽果园长期聘请两个人管理

园子，农忙时候再临时请工人帮忙干

活。“每年最少需用工约200人次，仅支

付人工费约 18 万元，最低日工资 80

元，最高180元，找人帮忙很难。”

为节省人工，雷怡改进果园种植管

理方式，采用先进机械设备和省时省力

果园管理技术，向精细化管理方向发

展。

果园里铺设了打药施肥管，能减少

打药施肥用工量；进行树形改造，往单

层树形方向发展，便于机器操作，同时

提高苹果品质。“我们购置了挖沟机和

遥控割草机，挖沟机改造地形后，方便

后期割草机进地干活。这是用机器代

替人工的前奏！”雷怡说。

喜的是，今年云泽果园的综合收益

达20余万元。

苹果大量上市的 10月，云泽果园

满目葱茏，阳光下山沟山岭红苹果挂满

了枝，硕果累累，非常喜人，一波一波来

自各地的游客熙熙攘攘，走的时候带走

大袋小袋刚刚采摘的山苹果。

果园对面是连宝河景区，开车也

就五分钟的车程。“我们时不时接待

来自洛阳等地的游客，来采摘的游客

不少，一部分是老客户，一部分是单

位组织的，大部分是景区过来的。”雷

怡说。

近些年，政府重视特色果业发展，

鼓励扶持返乡创业，云泽果园有特色产

业种植补贴，还发放有机肥、套袋等物

资。云泽果园开始见效益了：今年，苹

果总产量八九万斤，加上采摘游收入，

综合收益20余万元。

“乔化苹果树寿命达60年，随着果

树长壮长旺，加上创新的种植管理，产

量和品质会不断提升；明年采摘季结合

果园搞个农家乐，增加露营烧烤等项

目，打造集采摘、观光、体验于一体的经

营新模式，使果园走上良性发展快车

道。”雷怡说。

本报讯 12月 9日，走进洛阳

市偃师区翟镇镇圪当头村，不仅能

看到绿油油的麦田，还能深入了解

小麦的“前世今生”，因为这里刚刚

建起了一座小麦博物馆。

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圪当头村

以乡里中心建设为抓手，突出小麦

文化特色，精心建设小麦博物馆，

擦亮了“一麦相承”的小麦文化名

片。

“中原热土有名村，村称圪当

头，西地良田现宫城，城为紫禁

城。”这是著名考古学家许宏为二

里头遗址附近的圪当头村撰写的

大门楹联。在翟镇镇二里头村、圪

当头村曾出土了碳化小麦种子，印

证了早在 3800 年前的夏王朝时

期，偃师区就已经开始种植小麦。

作为我省小麦高产、稳产、优

质、低成本栽培技术的重要发源

地，著名小麦育种专家徐才智在

二里头遗址周边的田野上，几十

年如一日，选育出豫麦 18、偃展

4110、豫麦 63等 3个国家审定小

麦品种。

今年下半年，圪当头村将一

处古建筑修缮，打造成小麦博物

馆，现已初具规模。博物馆以历

史照片、文献资料、图书、农具等

实物和雕塑造型、光电艺术等形

式，集中展示了偃师小麦高产、稳

产、优质、低成本栽培技术，以及

小麦育种技术探索历程史料，还

有刘应祥、李德炎、徐才智、王建

涛、黄延宗、韩红卫等20多位闻名

全国的偃师小麦专家的科研成就

及简介，并陈列了他们研发的知

名小麦良种。

翟镇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圪当

头村小麦博物馆的初步建成，是对

偃师的小麦文化及资料进行挖掘

整理与保护，擦亮了“一麦相承”的

小麦文化名片，传承了偃师厚重的

农耕文明。

（许金安 王祝鹏 丁宁）

本报讯 12月 7日，走进汤阴

县韩庄镇康洼村，房前屋后的“微

菜园”里，村民正忙着除草、浇水、

择菜，其情其景构成一幅充实而

又悠闲的农趣图。

作为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标准化建设示范村之一，近年来，

康洼村以“一宅变四园”为抓手，

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打造群

众安居乐业美丽家园基础上，先

后投资 50余万元，把村民房前屋

后的闲置土地、撂荒地打造成集

观赏、采摘于一体的“微菜园”“微

果园”“微花园”。

该村村民在“微菜园”“微果

园”里种植了白菜、萝卜、油葵、

月季、蜡梅、碧桃、核桃、苹果等

20余种有机果蔬和观赏花木，形

成了“全年见绿、三季有花、处处

有景”的人居环境新格局。同

时，他们就地取材，利用废旧瓦

片、空心砖、竹篱笆等废弃物料

搭建‘微菜园’的外围，美观实

用。

如今的康洼村，道路宽阔整

洁，村庄清新明亮，一处处尽显田

园风光的“微菜园”“微果园”“微

花园”正如一颗颗璀璨“珍珠”点

缀在村庄的各个角落，让冬季的

村庄显得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原来我们村里到处都是断壁残

垣、破烂旧房，道路两旁堆满了杂

物，又脏又乱。后来，村上鼓励大

家清除门前杂物，把房前屋后的

空地打造成小菜园，村民们都种

上了应季的蔬菜，环境不仅得到

了美化提升，还能吃上健康、绿色

的放心蔬菜。”康洼村村民石伏生

高兴地说。

“打造‘微菜园’既可以引导

村民树立维护村庄环境的主人翁

意识，同时也提升了乡村颜值。”

康洼村党支部书记毛君说。

（王都君 韩笑 张百瑞）

12月9日，汝阳县内埠镇罗洼村村民在晾晒粉条。罗洼村有近百户农户从事粉条加工相关产业，年加工红薯600余
万斤，创产值1000余万元。 康红军 摄

种苹果十年，雷怡的忧喜之变

□全国峰 王剑

12月 7日上午，淅川县解放路邮

政支局局长李名杨收到一封来自该

县毛堂乡客户王某的感谢信，信中赞

扬了该局邮政营业员石丽拾金不昧

的精神和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

11月 12日下午，石丽正在邮政

营业厅忙碌，突然看到营业厅的角落

里有一个钱包，她捡起钱包发现里面

装着一些现金和身份证件。石丽心

想，这一定是客户遗落的。于是，她

将钱包收好，等待失主前来认领。过

了一会儿，一位客户急匆匆地走进营

业厅，看上去是在寻找什么。石丽见

状，主动走上前去询问，经过核实钱

包是这位客户的后，将钱包归还给了

他。客户感激不尽，表示要给石丽领

导写一封感谢信。

除了这次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

外，石丽在日常工作中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以人为本，用户至上”的服务理

念，经常帮助客户解决各种难题。无

论是帮助老年客户填写寄件单，还是

为客户提供邮寄咨询服务，她总是耐

心细致、尽心尽力。曾在战场上受伤

致残的退役军人刘常乐行动不便，来

邮政办理业务总是使用轮椅，看上去

很是吃力，热心的石丽主动上前为他

帮忙办理，又把自己的手机号提供给

对方。后来，刘常乐有需要邮寄的东

西或者有外地寄来的包裹时就给石

丽打电话，石丽总会不厌其烦地上门

服务。石丽的热心服务打动了街坊

邻里，业务收入不断增长，仅她一人

每年订阅报刊 300余份，完成收入 7

万多元。石丽所在的营业厅年年被

淅川县邮政分公司授予“文明窗口”，

石丽个人连续三年被上级评为“先进

个人”。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12月 6日，在鲁山县梁洼镇南街

村，村小学大门外新建成的5个白色

伞亭格外漂亮大气，一旁还划出了10

多个停车位，以方便接送学生的车辆

有序停放。

“这些伞亭都是刘孩捐资修建

的，为了夏天有个凉荫，雨天家长们

等待时也能在下边避一下。这些年

来，刘孩没少捐款支持家乡的基础设

施和环境改善，算下来投入已不下

600万元。”南街村党支部书记孙现松

说。

刘孩大名叫刘中远，今年 50 多

岁，目前在外地从事建筑行业。从

2019年开始，刘中远陆陆续续投入资

金帮助老家建设和美乡村，以回报故

土的养育之情。几年间，南街村利用

刘中远捐赠的善款，填埋了村中几个

臭水坑，并利用废弃的连片宅基地建

起了7个小游园，大的有4000多平方

米，小的也有800多平方米 。

“游园里面的长廊、凉亭，以及栽

种的樱花、香樟、海棠等和道路两边

的绿化树，都是刘孩出的钱，算下来

各种苗木不下3万棵。”孙现松说。

此外，刘中远还出资为村里硬化

和铺设柏油路面 3000 多米，还修建

了一座 10多米长、6米宽的石拱桥，

方便了村民日常生产生活。

刘中远出资在村小学院内栽种

了30多棵樱花、银杏和香樟树，拓宽

了环绕小学门前的道路，方便家长接

送孩子。刘中远还在学校旁还新建

了一个标准化塑胶篮球场，方便村民

锻炼身体。

“不少村民最近才知道这些项目

都是刘中远投资的，大家伙都对他回

报家乡的事迹所感动，说他是一个不

忘本的好人。”南街村村民杨朝兴说。

邮政营业员石丽

热情周到服务 客户点赞

鲁山县刘中远

600万元建家乡 造福乡亲

12月6日，正阳
县熊寨镇王楼村召开
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对全村“五好家
庭”“卫生户”“好婆
媳”进行表彰，弘扬社
会正能量。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贺永明 摄

12月 8日，浚县
人民医院联合该县有
关单位到卫溪街道郭
庄村开展送医下乡义
诊活动。本次活动共
为100余名村民提供
了健康咨询服务，发
放健康宣教宣传页
100余份。

本 报 记 者 李萌
萌 通讯员 庞现超 摄

本报讯 （记者田明 通讯员韩笑）

12月 9日，河南农业大学“有凤来仪

韵美金鸡”第三届鸡主题动物文化节

在龙子湖校区隆重举行，千余师生齐

聚一堂，学知识，品美食，话农事，谋

发展。

这是学校继“猪”“牛”主题后举办

的第三届主题动物文化节。本次文化

节包括六大展区活动：文化长廊集中

展示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鸡的前世今

生，领略家禽团队最新研究成果和产

业化贡献；工艺品区主题绘画、雕塑、

剪纸及书法作品一一陈列展示，千姿

百态，灵动传神；产业区集中展示现代

化养鸡业发展现状，另有多家合作企

业现场展示实力、招贤纳新；实物区展

示了不同类型可爱的鸡品种，请观众

选出自己心中的“鸡美人”……

本报讯 近年来，伊川县依托

富硒资源禀赋和种植基础，积极谋

划“2+2+N”富硒产业体系，紧盯小

米产业上下游，开展全产业链招

商，推动小米产业高质量稳健发

展。同时，该县规划建设优质谷子

现代农业产业园，使优质谷子种植

达 20万亩，年加工销售伊川小米

产品 5万吨。

为把谷子产业做大做强，增加

农民收入，伊川县积极协调土地、水

利、机械、技术等各方面资源，全国

范围征集多个谷子品种集中种植，

在保障同等气候条件、种植模式、土

壤条件等要素的前提下，让谷子同

台 PK，选培出适宜本地的优质品

种。

伊川县还建设了小米博物馆，

设置追本粟源、谷脉流长、文明之

舟、千年名粟、玄山之禾、未来展望

等六个展厅，全面展示了以小米为

主的历史发展，以及培育、推广伊川

小米品牌形象的历程。

目前，优质谷子现代农业产业

园已入驻金粟、伊河桥、三康、红谷

源、梦香缘、宋禾等小米种植加工销

售企业 25家，伊川小米远销山西、

陕西、山东等地，还走进了北上广，

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全链条的产业

态势。 （许金安 田津辉 李昊哲）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
婉婷 陈亚飞）12月 8日，在叶县辛店

镇刘文祥村桃园里，农技人员正在帮

助和指导果农修剪果树，一棵棵果树

经过修剪，显得格外精神。

“我种了 50亩桃树，以前剪枝都

是凭感觉，不知道技术要领，这两年专

业修剪人员经常到果园给我进行示范

指导，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两年收

成一年比一年好。”刘文祥村果农张法

有说。

叶县果树修剪队是 2020年由科

技特派员自发成立的一支服务队，目

前队员已有50余人，他们以低于市场

的价格，为果农有偿提供施肥、果树修

剪、套袋、农资及销售等服务。

辛店镇是果树种植大镇，种植各

种果树 3 万余亩。眼下正值果树修

剪、管理的黄金期，果树修剪队和果

农通过清除干枯枝、伤残枝、病虫枝、

过密枝等，减少树体营养消耗，有效

预防病虫害侵害。目前，果树修剪队

已累计开展农业科技服务会诊 560

次，进行产业技术帮扶130次。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

讯员何婷 胡中迪）12月 7日一大早，

固始县阳关街道新棚社区居民黄豪像

往常一样，来到俏巴邻里中心的社区

卫生服务站测量血压，并向医生咨询

相关健康问题。

“我血压有点高，因为家离这近就

经常过来量量血压，在医生的合理建

议下，最近感觉身体恢复得好多了，家

门口的医疗室给我们居民提供了很大

便利。”黄豪说。

俏巴邻里中心总面积约 1800平

方米，内部设置了便民服务站、日间照

料中心、卫生服务站、邻里餐厅、城市

图书室、少儿活动室、雅玩室等多个功

能室。同时，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设立事项办理、矛盾调解、法律援助、

志愿服务等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

努力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社

区居民“只进一次门，办成所有事”。

“拔我家树，我也必须把他家种的

树给拔掉”“这所有事，也不是我自己

找的麻烦吧”……12月7日，在俏巴邻

里中心的“群众说事室”里，辖区内的

姚、王两家因为宅基地纠纷正在争执

不休，双方当事人情绪激动。

俏巴邻里中心和司法所的工作人

员立即将涉事双方分开单独做思想工

作，通过讲法律、释政策、说道理、叙乡

情，历时3个多小时，在多番劝说和教

育下，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一致，一起

多年邻里纠纷得到了及时妥善化解。

俏巴邻里中心充分发挥矛盾调解室

的积极作用，实施“调解+网格+司法+警

务”的多元联调模式，优化矛调队伍，提

升服务质效，综合运用情、理、法结合方

式在当事人之间架起“沟通桥”，帮助辖

区居民调解各类矛盾纠纷，真正将有温

度的司法服务送到辖区群众的身边。

“俏巴邻里中心聚焦‘幼有所育、

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食有所安、居有

所乐、事有所办’六大服务功能，同医

院、妇联、工会、科协等单位共同助力，

为社区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服

务。”阳关街道俏巴邻里中心负责人王

东洋说，“像我们每周六、周日举办的

社区义诊、心理咨询、文化科普等活

动，深受辖区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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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洼村 粉条加工年产值千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耀
稳）“原来快递寄取件只能到镇上，得

自己骑车去寄取，或者让朋友捎回

来，很不方便，现在收寄快递就在家

门口，真的很方便。”11月 27日，上蔡

县关王村村民寇芳丽在村头的客货

邮一体化便民服务站，取走自己网购

的棉衣，开心地说。

这是上蔡县搭建农村物流配送体

系，打造客货邮融合发展新模式的一个

生动缩影。有了客货邮一体化便民服

务站，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方便快捷

的物流寄递、代销代购、货物受理、生鲜

配送、便民缴费、助农存取等服务。

今年以来，上蔡县以解决农村群

众出村到镇取包裹、寄包裹不方便以

及农产品上行难等民生难题为目标，

在全县设立460个这样的村级综合便

民服务站，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通

过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农产

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渠道

已初步形成。

上蔡县

快递送到村 特产进了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