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微信一个电话 服务到地头

□本报记者 仵树大

4月 19日，谷雨节气。临颍县

王岗镇滕寺村淅沥的小雨下了多

半晌，张煜政仰头看了看天，伞也

没打，疾步向村头走去，一路查看

齐腿深的麦子长势。按照省、市、

县农业农村部门和气象部门的通

知，月底前还有三次降雨，他要抓

紧时机组织村里进行麦田喷药，预

防赤霉病和条锈病的发生。

作为漯河市政府办公室派驻

滕寺村第一书记，在村里的500多

个日日夜夜，已经让张煜政从一个

办公文员实践成为半个农业专家，

曾在办公室敲键盘“爬格子”的手

上也磨出了老茧，成为真正的“滕

寺人”。

而他，也凭着漯河市政府办公

室的后盾作用和自己的苦干实干，

用真心、动真情、出真力，让滕寺村

发生了大的改变。

走街串巷调研
知村情解民意

滕寺村位于王岗镇西北部，与坡

孙、寺后等村相邻，距临颍县城25公

里，面积1.8平方公里，总人口1982

人，2020年整村实现全面脱贫。

“我们村一共有6个村民小组、

467户，主要收入来源是小辣椒种

植和外出务工，集体经济较为薄

弱。”谈起村里的基础情况，张煜政

如数家珍。

自任第一书记以来，他多次进

行了深入走访调研，实地了解村

情、户情。张煜政说，全村现有脱

贫享受政策户19户 61人，“五保户”20人，重度残疾人

41人，慢性病患者36人。

通过全年不间断的走访工作，他带领村“两委”班

子有效确保了各项扶贫救助政策落实到位。

2023年 3月底，“五保户”岳某出现不吃不喝进而

昏迷等情况，张煜政第一时间联系救治，主动垫付3000

元医药费用于急诊检查，主动配合病人亲属到县人民

医院进行看护，最终村民获得了有效治疗和妥善安置，

真正做到了“驻村住成老家，百姓处成亲戚”。

干事身先士卒 村容村貌焕新

为解决滕寺村基层党建薄弱、乡村振兴缺乏带头

人的问题，张煜政抓好管好在册 66名党员干部，坚持

强队伍、转作风，全面提升村级组织整体素质和工作

能力，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

村里党员干部队伍强起来了，张煜政从改善基础

设施入手，全力解决村里老少爷们儿最关心的人居环

境问题。

“张书记，村里公共垃圾桶能不能多一点？”“张书

记，村里的土路能不能修修？”统计好村民反映的问题

后，张煜政和村干部一起谋思路、想办法。仅在去年，

村里累计争取项目资金 80万元，完成 3.5公里的村内

道路硬化项目，新建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幸福广场，

投放70个环保垃圾桶。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开展义写

下乡、送戏下乡、普法下乡、义诊下乡、科技大篷车等

20余场公益活动，联系企业爱心捐赠约10万元。

为激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张煜政

以“帮扶超市”为平台，探索“积分+”制度模式，使村民

在干事创业、传播正能量中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

激励。一件件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由规划变成了现

实，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创办集体企业 推动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后盾单位的

支持下，张煜政与村“两委”班子一起，设计了一套实

用性的乡村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产业发展的重点

任务，成立了全镇首家独资村办企业，滕寺干辣椒纳

入双汇发展供货清单，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 50

万元。

在此基础上，村集体流转100余亩连片耕地，联合

合作社自主经营，预计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 20万元。

产业项目的成功开展不仅增加了就业岗位，更是带动

了村民致富增收，实现了产业升级转型，带动集体经济

发展的同时，村民口袋也鼓起来了。

“今后，我将继续在乡村振兴帮扶路上踏实前行，

真正做到‘不负村民，不负青春’。”张煜政说。

胡二刀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张鸿雨

4月 18日上午，位于郏县茨芭镇齐村的

胡二刀具厂里，叮叮当当的金属敲击声不绝

于耳。

“我家打铁是祖传，我爷爷一直干到 94

岁，直到去世前几天还在坐镇指挥。现在我

和我堂弟胡俊召也是打铁的。传承发扬祖

传技艺，让‘胡二刀’走进千家万户，是责任

更是使命。”省级非遗“胡二刀”锻造技艺第

四代传承人、38岁的胡阳杰一边锻造刀具一

边介绍说。

胡阳杰说，听他爷爷胡海滨讲，早在清

光绪年间，胡家铁具挂旗“胡老二”，因技艺精

湛而远近闻名。胡家铁具采用传统“百炼钢”

手工技艺制作，有木工用刨刀、锛、凿子、斧子

等，农用锄头、镰刀、铲、犁辕、铡刀、耙子等，

生活用菜刀、剪刀、片刀等。胡家铁具刚性硬

且绵韧，刃硬不易掰豁、绵韧不卷刃，经久耐

用。尤其是胡家制作的镰刀能当剃头刀用，

在当时集市上一直是抢手货。

胡阳杰今年58岁的叔叔胡国民说，在抗

战时期，胡家曾为当地的抗日武装和各村寨

免费打造大刀、铁矛和土枪管，“胡老二”的义

举在当地广为传颂。新中国成立后，郏县还

就此刻碑铭记。

“20世纪60年代，茨芭镇成立了铁业社，

我父亲被政府聘为组长，曾立红炉 20余盘，

收徒弟2000多人。”胡阳杰的父亲胡桥定说，

因为生意红火，在1983年时他家就成了万元

户，许昌地区行署还给他家颁发了“勤劳致

富”牌匾。

胡阳杰大学学的是理工科，近年来他对

作坊和设备进行了更新改造，把人工打铁方

式改成了机器锻打，将手工打磨刀把变成了

效率更高的磨光机，除了最原始的铁匠炉子，

他还在 2023年引进了高效的全固态感应加

热设备。

“这台全固态感应加热设备3秒钟可产生

1000 多摄氏度的高温，传统方法得五六分

钟，效率相当高，操作简单、便捷，还无污染。”

胡阳杰说。

如今，胡阳杰也紧跟时代步伐，在作坊内

搞起了直播，凭借一部手机，网上成千上万的

人每天都能看到刀厂工人的制刀过程。在今

年的鹰城年货节上，一天就卖了上万元。

胡阳杰爱钻研，2022年时他把配套的刀

把升级为鸡翅木。“好刀配好把，就像好马配

好鞍一样，用上鸡翅木显得华丽贵气，也有了

几分艺术美。”胡阳杰说。

“做别人不会做的东西，做别人需要的东

西，这就是铁匠行业的前景。”谈及未来，胡阳

杰虽言任重道远，但更多的还是信心满满。

临近浚县王庄乡孙石井村，孙振

雷放慢车速，看了看两边的麦田说道：

“这一整片就是我的麦子，咋样，不赖

吧。”

小麦整齐划一，几乎看不到杂

穗。孙振雷说：“我们这儿繁种田比较

多，大家种麦子都比较上心。”

2017年返乡，孙振雷承包 500亩

土地开始种粮。后来，他成立合作社、

购买农机具、开设农资店，种植面积却

几乎没有变化。

“我只种了500亩，但服务的面积

可不止这么点儿，光是植保无人机飞

防，估计都在 15000亩以上。”孙振雷

说。

孙振雷种的地，不光是他自己流

转的。不少农户从耕地、播种、管理到

收获，全部交给他负责。

一条微信、一个电话，孙振雷就可

以为农户“上门服务”，谁家的地在哪

儿、有多大，他都非常熟悉。

正值小麦病虫害防治关键期，孙

振雷忙个不停。植保无人机的应用，

帮了他大忙。他介绍说，现在后台存

储了农户的地块信息，只要有需求，

就可以精准找到麦田，及时喷洒农

药。

□许金安 王井田 王西永

一方澄泥砚，一腔黄河情。

4月19日，谷雨节气，新安小雨。

位于新安县博物馆附近的河洛澄泥砚展

示馆，又迎来了一群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穿上小围裙，挽起袖子，小朋友们有模有

样地跟着游晓晓制作砚台。一个小时不到，

每个人面前都呈现出一方形状各异、略显拙

朴、含有谷雨节气元素的砚坯。

这些作品烧制后，还会送给小朋友们。

这段美好的回忆，必将长久地留存在孩子们

心中。

游晓晓介绍，澄泥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

一，黄河澄泥砚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主要原

材料采集于黄河泥土，经过选泥、炼泥、设计、

制坯、雕刻、焙烧等近60道工序，成就一方砚

台需要 3到 4年。2007年，黄河澄泥砚入选

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游晓晓是一名“80后”，她成长在砚台世

家，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跟随父亲学习澄泥

砚的制作技艺，成长为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黄河澄泥砚）代表性传承人和河洛澄

泥砚传习所所长。多年来，她致力于澄泥砚

的传承、研制、创新和发展，让文艺文化赋能

洛阳文旅文创融合发展。

2023年，她携手多位人大代表，通过展

示、交流、传习等形式，走访了当地 46个村

庄，为 149名留守儿童拓展传统文化和传统

技艺，使乡村儿童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得到

提升，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在孩子们中萌芽。

在传习活动中，游晓晓注重通过讲解、展

示、指导等形式，向社会大众展现澄泥砚制作

技艺，让更多人由“浅层次的参与”转换为“深

层次的融入”，从“观看者”转换为“参与者”、

由“爱好者”变为“传承者”。

此外，她还在河洛澄泥砚展示馆、社区、

学校、会展中心等地举办相关活动 70多场，

受惠观众2万余人次。

澄泥砚

泥巴玩出新花样
游晓晓：让澄泥古砚焕新彩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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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善用“统和分”赋能小农户
□本报记者 董豪杰

种粮大户的“大”，不仅在于规

模，更在于高效率、低成本。

现代农业生产，机械化是必要

条件之一。规模化经营的种植大

户，在运用农业机械方面具有天然

的优势。连方成片的耕地，机械化

的效率得以释放，而小农户的小块

田、“面条田”，恐怕不容易做到。

目前来看，规模种植和小农户

种植并存，是河南乃至全国农村的

常态。

难道小农户就不能享受先进

农机具、先进技术带来的低成本、

高效率？

孙振雷用一种“统和分”的办

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土地分散在小

农户手中，但农业服务可以统起来。

置办完备的农机具等装备，瞄

准小农户需求，以“耕种管收”各环

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抓手，孙振

雷用专业化、规模化的服务，促进小

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在数字化、智能化装备的加持

下，农业社会化服务更加精准、更加

高效，普通农户只需一个电话，服务

就送达田间地头。

越来越多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和服务者，正把规模化种植的优

势，通过覆盖种植各个环节的全链

条服务，“嫁接”给小农户。

不光是市场经营主体，政府相

关部门同样在行动。面对小麦病虫

害防治难题，一家一户单独防治，很

难达到理想效果。采取政府统一招

标，由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统防统

治，做到了病虫害防治全覆盖、无死

角，防治效率、效果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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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销售种子、化肥等农资，到提供“耕种管收”等服务，浚
县振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振雷把农业社会化服务“玩
活”了。

不断更新农机具、精进农业技术，虽然只种了500亩耕地，
但他服务的耕地面积却在不断扩大，仅飞防一项就服务15000
余亩耕地，走出了一条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促丰收的新路。

4月18日，孙振雷前几天在微信群里发的防治小麦病
虫害的科普小视频得到了回应。

“麦地该打药了吧，你看看这时候都需要防啥，给打了
呗。”在外务工的当地农户孙振强打来电话。

植保无人机装上车，带上充足的水和药剂，孙振
雷出发了。一个电话，即使人不到场，田里的活儿也
不耽搁。

孙振雷不断更新装备，以提供更好

的服务，同时加强学习，向农户推荐更

多更好的产品和技术，做好农户的田保

姆。

在村口的农资店，孙振雷已经上架

了玉米种子。“这个是适合密植的品种，

近几年非常受欢迎”“这是作物用的丰

收套餐，防虫防病补营养齐了”……说

起种粮，孙振雷滔滔不绝。

农户前来购买种肥药，孙振雷还免

费传授技术，将种肥药的特性一一讲明。

农机具仓库里，收割机马上就要派

上用场。无论是粮食生产的哪个环节，

孙振雷都有相应的农机具。不仅满足

自己使用，还服务周边农户。

大马力拖拉机、植保无人机等一众

农机具里，孙振雷最“得意”的是一款灌

溉机械。

盘成卷的水管，有一人多高，加上

车辆，就可以下地干活。孙振雷解释

说，就目前来看，种粮食的各个环节，

唯有浇地麻烦，虽然地头都有水井，但

灌溉效率才是关键。

“对于大户来说，一旦遇见干旱天

气，灌溉速度跟不上，产量肯定受损。”

孙振雷说，这款机械可以实现自动灌

溉，喷幅宽、效率高，解决了浇地难题。

当地土地平整、灌溉条件充足，孙

振雷流转的耕地，价钱并不低，这是他

不愿意扩大种植规模的原因之一。更

关键的是，在他的印象里，不少村民并

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守住耕地和

粮食”是不少村民的农业情怀。

分散、小块儿的土地不利于机械

化，不利于效率的提升，规模化经营与

小农经营，看似是一对矛盾。

孙振雷找到了更巧妙的解决办

法。“大规模流转耕地，成本高，风险也

不小，一旦有失，损失的不仅是种植大

户个人，从整体来看，对粮食生产来说

也是不小的损失。”孙振雷说。

通过合作社开展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让村民在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依

然能享受到先进农机具、种植技术带来

的红利。

多年的服务，让孙振雷赢得了好口

碑，农户愿意用他的农机具、用他的种

肥药。

“我给大家做服务，大家将田间的

问题及时反馈给我来解决，我们共同守

护粮田，这是双赢。”孙振雷说。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胡迷科 范继民

4月12日，濮阳县梨园乡一家超市

的老板梅姐，接到从山东打来的报喜电

话。原来，家住山东菏泽的王先生，通

过梅姐的牵线搭桥，现已和刘女士确定

恋爱关系。

梅姐高兴地说：“自活动开展以来，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有三四十对单

身青年幸福‘牵手’，此外还有很多朋友

正处于相互了解阶段。”

2月25日（农历正月十六），梅姐经

过精心筹备，举办了一场“梅姐说媒”公

益相亲活动。活动现场人山人海，不仅

引来了十里八乡的单身青年，更是吸引

了来自郑州、开封、新乡、安阳、商丘和

山东菏泽、聊城、济宁的单身青年的关

注。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问及怎么想到举办公益相亲活

动？梅姐说：“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的

交友方式发生改变、交友途径相对单

一，再加上工作环境相对封闭、个人性

格较为内向等原因，往往找不到适合自

己的结婚对象。这就需要给他们提供

一个能够相互认识、发生互动的平台，

而我能做这个事，就去做了。”

“下一步，我还要继续筹备公益相

亲活动，再建一个相亲群和单身青年

聊天群，为更多单身的男女青年牵线

搭桥，让他们早日脱单、建立家庭。”梅

姐说。

4月18日，尉氏县邢庄乡金铭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
的带领下观察小麦长势，了解谷雨农事、习俗和节气文化。
近日，尉氏县多个中小学、幼儿园纷纷开展主题班课，让孩
子们近距离认识五谷、熟知农时，领悟感受传统的农耕文化
知识。 李新义 摄

梅姐说媒

你当你当““掌柜掌柜””我做我做““管家管家””
——新农人孙振雷投身社会化服务新农人孙振雷投身社会化服务，，破解破解““谁来种地谁来种地””难题难题

技术先进农机齐备 田管本领强

你有问题我来解决 共同护粮田

驻村书记

高素质农民培育优秀学员风采

镰刀可以当剃刀
胡阳杰：匠心传承锻刀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