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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

真。”这是郭向阳的座右铭。

白手起家，创业维艰，让郭向阳认识

到“天道酬勤、地道酬善、商道酬信、人道

酬诚、业道酬精”的深刻含义。

对家庭，郭向阳有孝心。

郭向阳的岳父自 2009年身患癌症

到2017年去世，这八年间靠的是他无微

不至的照料。如今，妻子百岁的爷爷也

主要靠郭向阳照料。为了让老人安享晚

年，他出钱在洛阳市区给老人买了房子，

并负担生活费用。

对社会，郭向阳有爱心。

在脱贫攻坚战中，郭向阳的公司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青要山镇的二峪

和城崖地两个村脱贫。累计投入 10余

万元，帮着修建村委会办公楼，帮助困难

户寻找致富门路，协助在交通事故中受

到侵害的村民拿到赔偿款……

“那年真是雪中送炭，俺们一家人都

很感激郭总！”1月 5日，提及郭向阳，多

年前受到资助的张长伟说。

2019 年秋季开学前，当地媒体以

《5000元学费难住姐妹俩，期待大家伸

出援手》为题的报道引起郭向阳关注。

报道中描述，张长伟靠送外卖养家糊口，

大女儿大学在读，二女儿即将进入大学，

一家人为学费发愁。正在外地出差的郭

向阳，委托加油站站长送去 5000元，解

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据不完全统

计，多年来郭向阳志愿服务 30多次，累

计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60余万元，践行

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2017年，郭向阳当选新安县政协委

员，2022年当选新安县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此外，他还先

后荣获新安县“劳动模范”和洛阳市“百

名优秀乡贤”等称号。

“做企业，就应该给这个世界带来美

好，在创业的路上，要时刻能感受到自己

初心的跳动！”郭向阳说。

□许金安 高晨奇 文/图

“电烙铁温度高，小心烫伤”“要定好图

下好笔，色彩浓的地方烙深一点”……1月

10日，洛阳市伊滨区诸葛镇康庄社区邻里

中心热闹非凡，该区木质烙画非遗传承人

高滨滨在耐心地指导20多名烙画爱好者进

行创作。

烙画古称“火针刺绣”，现在叫“火笔画”

“烫画”，是我国古代的稀有画种，创作的关

键在于火候和力度，注重“意在笔先，落笔

成形”。

“90后”小伙高滨滨来自黑龙江，自幼跟

随父辈学习木工，后来掌握了木质烙画、木

质绘画、套娃制作等传统技艺，并形成了独

有的艺术风格。2013年，他来到洛阳伊滨，

学习牡丹瓷制作技艺。后来，他在这里娶妻

生子，成了洛阳人。

为了更好地宣传、传承烙画，高滨滨开

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动，让烙画走进校园、社

区和机关等，培养了一大批烙画爱好者。

在传承和创新中，高滨滨收获满满，成

为伊滨区木质烙画非遗传承人，加入了河南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被评为河南民间文化传播大使，还成

立了“瓷木坊”工作室。

高滨滨创作的《卢舍那》《画荷》《捕醉仙》等烙画作

品，先后在洛阳民间作品大赛、中国·洛阳“三彩杯”（国

际）创意设计大赛、“豫见非遗”2023年非遗传承技艺等赛

事中，获得二等奖、一等奖和特等奖等。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李耀稳

1月 10日，上蔡县杨屯乡福祥龙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种

植基地的大棚里，清新的菌菇香气扑鼻而来，一簇簇平菇从

摆放整齐的菌棒里“探出了头”，鲜嫩肥厚，长势喜人。

合作社负责人李敏介绍说，冬天温度低，平菇出菇期要

加强管理，比如要控制好棚内温度，还要根据棚内温度、湿

度做好通风透光等工作，以确保品质。

目前，合作社一个平菇大棚约有 4000个菌棒，可以出

菇半年左右，产量 1.6万斤左右，产值 6万元左右。其他季

节，合作社还种植有香菇、木耳、灵芝、花菇等食用菌。合作

社生产的香菇、平菇，先后获得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绿色

食品认证。

在李敏的带领下，合作社建设了保鲜库，延长了食用菌

的储存时间；还建设了食用菌加工厂，引进了一台智能烘干

机，把食用菌烘干后，再进行真空包装，以便于销售。

作为科技特派员，李敏积极带领周边68户农户，发展了

200多个标准化大棚生产食用菌，不仅带动了群众致富，还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对于未来的发展，李敏信心满满：“我们将加大线上营

销力度，成立专门的电商销售部门，让货真价实、营养丰富

的食用菌插上‘翅膀’，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1月 9日，在位于鲁山县琴台街道马洼社区的鑫亮门窗

厂里，电焊火花四溅，切割机声音此起彼伏，工人们各司其

职，忙着制作门窗和围栏。

“我原来做不锈钢批发，2021年 7月转行做门窗。当时

我想乡村盖楼房的人不少，就决定制作中欧结合样式的门

窗，没想到真的很畅销，目前一年的销售额有700多万元。”

鑫亮门窗厂老板张彦辉说。

张彦辉生产的门窗，材质是锌镁合金，能在长期的日晒

风刮雨淋下不生锈；采用静电喷涂技术，让涂料紧紧吸附

在门窗表面，确保耐用不褪色。门窗的图案，结合了中国

传统元素和欧洲风格元素，加上图案寓意美好，因此很受

市场欢迎。

建厂之初，张彦辉就到浙江、广东等地考察，又结合了

鲁山当地门窗市场的情况，最终推出了中欧结合的门窗产

品。由于他狠抓质量管理、热心服务客户、价格合理公道，

前来订制门窗的客户络绎不绝，生意越做越红火。

鑫亮门窗厂从最初的厂区面积1000平方米、工人七八

名，发展到如今的厂区面积2000平方米、20多名工人。目

前，该厂一年能生产1500合左右的入户门和进院门、生产围

栏10多万平方米。由于生产门窗和围栏是技术活，鑫亮门

窗厂的工人们每月工资8000元左右，逢年过节还能领到米

面油和水果等福利。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杨琳琳

1月 8日，在新蔡县练村镇马埠村一处约半亩的边角地

上，近百只鸵鸟刚刚饱餐一顿，正在由钢管搭建的养殖场里

踱步，其中有几只高大壮实的种鸟警惕地观察着周围。

“养殖鸵鸟经济效益高，肉、蛋可以食用，皮、毛、蛋壳可

以制成工艺品，可以说浑身都是宝。”养殖场负责人马超向

记者介绍，“鸵鸟是杂食性动物，对食物要求较低，可以喂一

些青草、蔬菜、红薯渣和豆腐渣。此外，这种动物不怕冷，抗

病能力也强，很好养。”

马超是马埠村村民。2022年年初，他在短视频平台看

到养殖鸵鸟的视频，得知鸵鸟对养殖条件要求不高，他便动

了心。在村里的支持下，他立即着手搭建了养殖场，又以每

只700元的价格从郑州购进20只幼鸟。

“一只幼鸟一年能长180斤至220斤，饲养10~14个月

就可以出栏，收益六千多元。成年母鸟年均产蛋60~80枚，

收益四五千元。”马超介绍说，“年前，我这里约有40只鸵鸟

能够出栏，到时可以卖个好价钱。”

经过两年的发展，马超的养殖场目前存栏百余只鸵

鸟。尝到甜头的他，准备年后再购进200只幼鸟，继续扩大

鸵鸟养殖规模，并且带动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养殖鸵鸟。

“听说俺村马超养鸵鸟效益不错，我就来看看、学学，等

开春我也进一批幼鸟。”正在养殖场学习鸵鸟养殖的村民马

和平说。

郭向阳 为爱加油
□黄红立 许金安 郭建立 马亚妹

鲁山县张彦辉

做门窗做出了门道

新蔡县马超

养驼鸟养出了高效

上蔡县李敏

种菌菇种出了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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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杨柳

“救命……”1月7日晚，一阵急促的求救声伴随着

重重的敲门声划破夜色，正在鲁山县库区乡卫生院值

班室休息的医生罗兵兵打了个激灵，赶紧穿衣起床。

只见门口一位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老人一手抱

着小孩，一手用毛巾捂着小孩的手腕，血止不住外涌。

罗兵兵赶紧打开外伤处置室，用止血带在小孩的

肘关节处加压，然后让老人去掉毛巾，一道伤口露了

出来。询问得知，小孩不小心用刀子划破了手腕动脉。

罗兵兵迅速为其消毒、麻醉、清创、缝合。大约过

了20分钟，用敷料加压包扎后，才松开止血带。经认

真察看、评估伤情，发现小孩失血过多，遂予补充血

量，让其留院观察。

生命无小事。接诊时，罗兵兵总是翻阅书籍、绞

尽脑汁，为患者拿出最优解决方案。

从2009年大学毕业到库区乡卫生院工作至今，

罗兵兵坚持学习中医，娴熟掌握了理疗、推拿、针灸等

保健技术，还帮助卫生院设立了中医馆和理疗室。就

这样，罗兵兵慢慢成长为一个集主治医师、执业药师

于一体的多面手，能采用中西医术诊疗很多常见病、

多发病。从医以来，他多次获得“鲁山县优秀医师”等

荣誉称号。

1月12日，宜阳县高村镇丰涧村举行分红暨文明户表彰
大会。近年来，该村通过“三变”改革实现了农民增收、产业增
效、乡风增值的良好效果，当日全村407户1544人喜领分红，
10户村民荣获“星级文明户”。 田义伟 摄

在新安县，有两座与众不同的加油站，它们不仅为车辆加油，还为爱加油。
这两座加油站，凝聚了总经理郭向阳的人生信条和事业追求，也寄托了他对家乡、

对社会赤诚的爱。

1976年，郭向阳出生在新安县

曹村乡（现青要山镇）小寨岭村的一

个农民家庭。

小寨岭村位置偏远、山高谷深，

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曾经是那里的

真实写照。

郭向阳的名字很阳光，但他却

经历了颇多磨难。1993 年，他中

学毕业，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回家

务农。

但是，郭向阳天生就有一股不

服输的倔脾气，他坚信：要想过上好

日子，必须努力奋斗！

困难、困难，困在家中就难；出

路、出路，走出大山才有路。郭向阳

下定决心，要走出大山。

15岁那年，郭向阳走出大山，

开始了人生探索。他进过工厂、当

过司机，经历了不少磨难，但他从没

有想过放弃。

后来，郭向阳用省吃俭用攒来

的钱，买了一辆货车，为当地电厂运

煤渣。生活在风雨无阻、日夜操劳

中，一天天好了起来。

再后来，郭向阳与县城的一位

姑娘结了婚，把家安在了城里。

金窝，银窝，离不开的是山窝窝。

虽然成了城里人，可大山依然

是郭向阳的牵挂。只要有闲暇，他

就会开车回老家。城乡的差别，让

郭向阳思绪万千，他希望能找到一

份适合自己的事业，带动乡亲共同

致富。

2010年前后，青要山景区在洛

阳已小有名气，进出大山的游客、车

辆越来越多。然而，当时的曹村乡

却没有一座加油站。

自己为什么不能建座加油站？

郭向阳心想。

一个火花，点燃了激情。郭向

阳开始投入加油站的申报、审批和

建设。常言说，一分钱难倒英雄

汉。为借钱，他有过雪中送炭的感

动，也有过吃闭门羹的酸楚。

2012 年 12 月，曹村乡加油站

投用，看着络绎不绝的车辆，郭向阳

乐开了花。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更念党

恩深。2015年 3月，郭向阳实现了

梦寐以求的夙愿，光荣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家乡的加油站运行平稳，郭向

阳又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开发的新安

县城北新区。那里是“未来新城”，

附近有景观大道、310国道，每天车

水马龙，尤其是节假日，前往龙潭大

峡谷、青要山、黛眉山等景区的车辆

不计其数。

“如果能在这里建个加油站，既

能保证客户流量，又能为新安旅游

业发展提供便利。”郭向阳说。

说干就干！2016年 1月底，洛

阳平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一

座崭新、美丽、干净的加油站投入

运营。

本着“信誉第一、客户至上”经

营理念，加油站油品纯正、服务热

情，还有免费洗车等优惠活动，客户

越来越多。

两座加油站，也为所在地周边

40余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成了他们

幸福生活的“加油站”。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段泓涛

“牛医生，你真牛！我这多年的头疼、头晕，经你

针灸好多了。”1月2日，在舞钢市尹集镇中心卫生院，

60岁的村民刘国良拉着院长牛瑞林的手，一个劲儿

地感激。

牛瑞林今年49岁，出生于尹集镇的一个小山村，

1993年从平顶山军医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尹集镇中

心卫生院。从那时起，他就在心里立下誓言，要用自

己所学为村民健康服务，与此同时，他开始深入钻研

针灸。30多年来，他扎根山区，用过硬的医术和医者

仁心赢得了村民的赞誉。

尹集镇中心卫生院南侧的小平房，便是牛瑞林的

“家”。“住在卫生院里踏实，感觉距离病人近，有个紧急

情况也好及时处置。”牛瑞林说。他没有节假日的概

念，只要病人需要，就会第一时间出现。每天早上七点

半，他便准时来到门诊，详细询问患者病情并进行检查

诊治。遇到行动不便的病患，他还经常上门诊治。

多年来，牛瑞林带领卫生院的干部职工不断创新

发展，注重先进诊疗设施及技术的引进，把该院中医

馆打造成“河南省示范中医馆”，为群众持续提供高质

量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中医馆年门诊量5600余人次，

受益人群2万余人。由于成绩突出，牛瑞林先后荣获

“全国优秀乡镇卫生院院长”“平顶山市最美健康卫

士”等称号。

牛瑞林
大山里的“牛”医生

罗兵兵
“医”心为民守健康

1月9日，尉氏县大桥乡周庄村菩提缘葡萄种植合作社的员工在对葡萄进行冬季修剪。眼下，正值葡萄冬季修剪的最佳时
节，大桥乡果农抢抓晴朗天气，适时开展果树冬季修剪，为葡萄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李新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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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安 王雷

1月 6日上午，洛阳市偃师区缑氏

镇缑氏村党群服务中心室外寒风刺

骨、室内温暖如春，该村 20多位老人

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下棋、有的在

看报纸。

老人们说，活动丰富多彩，生活有

滋有味，这一切得益于老年人协会会

长李元生。

缑氏村是个人口大村，老年人也

多，60岁以上的就有1800多人。

早在2013年，缑氏村就成立了老

年人协会，建立了老年人活动中心，热

心肠的李元生被推举为会长。

“现如今，老人不愁吃不愁穿，真

正需要的是茶余饭后的‘小事’。”李元

生说。他建议村委会，在为老年人提

供场地、组织活动之外引入健身项

目。同时，在他的带领下，老年人协会

定期组织老年人学习、交流保健知识

和常见病预防方法；成立了老年宣教

队，义务宣传政策、法律；协助村委会

开展年度好媳妇、好妯娌评选。

十年来，李元生的生活都在围着

老人转，老人们也认可他。村里的大

情小事，只要他一出马，准能摆平。

“李会长一有空闲就走街串巷了

解老年人生活状态，还组织开展多种

健身和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生

活，提高了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他是

村里的‘和事佬’‘稳定器’！”缑氏村村

委会副主任李娜娜说。

缑氏村里夕阳红

不服命运
走出大山去拼搏

瞄准商机
乡间建起加油站

不忘初心
奉献社会传大爱

扎根深山扎根深山
一路坚守一路坚守

“三变”改革结硕果 村民喜领分红钱

高滨滨在传授烙画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