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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武芳

8月5日，襄城县十里铺镇王庄行政村查庄自然村

建勇种植农场里，工人们正穿梭在葡萄架间采摘成熟

的葡萄。

“你尝尝，汁儿多、皮儿薄，甜得很！”农场负责人查

永召随手摘下一颗葡萄递给记者。记者接过，放进嘴

里轻轻一咬，汁液四溅，果香浓郁。

查永召告诉记者，他种植的老品种巨峰葡萄经过

严格的选种、培育等步骤，颗颗果粒饱满、口感香甜，亩

产量4000斤左右。

“每年的采摘期，从 6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 8

月。”查永召说，“进入暑假，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

采摘。人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1000多斤。”

“当时就想离家近一点儿。”谈起创业的初衷，种植

葡萄已有十年之久的查永召坦言，2014年，为了方便

照顾父母，他放弃了外地的生意，回乡种起了葡萄。

为了种好葡萄，查永召专门去外地学习了种植技

术，此外他还整天待在大棚里钻研，逐渐形成了一套属

于自己的葡萄种植技术。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和科学

管理，如今他种植的葡萄全部进入盛果期。

“我们每年还会邀请农技专家来指导，根据气温、

光照、土壤湿度等制定科学的葡萄种植方案，所以农场

产出的巨峰葡萄深受市场青睐，许多外地商家都会来

我们这里采购。”查永召说。

不仅如此，查永召还为葡萄提供“营养套餐”，并进

行“优生优育”。施肥时，他精选农家肥，确保葡萄得到

充足的营养。疏花疏果确保每一枝只结一串葡萄，一

棵藤上不超过五串。

在查永召的精心规划下，农场现有草莓大棚 12

个、葡萄大棚 5 个、蔬菜大棚 4 个。此外，他还巧妙

地利用大棚之间的空地，种植玉米等农作物，养了

60多只家禽。

多元发展的模式，让查永召赚得“盆满钵满”。每

年农场都会雇用超过300名工人，而这也为村民们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赵鑫 孙亚慧

“恁家馄饨好吃、汤也好喝，我每次

从外边回来都要来吃一碗……”8月3日

傍晚，襄城县明清古街马家烧麦馄饨小

店里，一名顾客吃完一碗馄饨，临走又打

包了一笼烧麦。

“馄饨的精髓在于汤，只有用两年以

上的老母鸡和新鲜鲫鱼一同炖煮，才能

熬出那令人回味的鲜甜。”店主鲁海燕一

边盛汤一边透露“秘诀”，“经过数小时的

慢火熬煮，老母鸡的滋补与鲫鱼的鲜嫩

在锅中交织，汤色逐渐变得乳白如凝脂，

散发出醇厚而鲜美的味道。”

马家烧麦馄饨小店历史悠久，从

1974年开始，鲁海燕的公婆马氏夫妇就

通过摆摊，将这道美食带给过往的行

人。岁月流逝，上了年纪的马氏夫妇逐

渐力不从心，无法继续经营这个承载了

他们心血的小店。

为确保手艺能够传承下去，鲁海燕

主动向公婆学习了烧麦、馄饨的制作技

艺。2019年，鲁海燕正式接手马家烧麦

馄饨小店。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承和发

扬，让更多人品尝到这份美味。

“马家烧麦皮儿韧、汁儿浓、味道鲜，

不洒汤不漏油……”顾客黄女士提起马

家馄饨烧麦小店就赞不绝口：“我和小姐

妹们经常来这儿吃，每次吃完我都要给

家人打包一份。”

鲁海燕明白，如潮的好评来自烧麦、

馄饨的美味，而这美味则是来自优选的

食材和精湛的厨艺。

“首先食材一定要新鲜，其次要根据

烧麦和馄饨口感的不同，选用不同部位

的羊肉。”鲁海燕介绍说，“做馄饨要用前

腿羊肉，才能保证肉质鲜嫩、入口即化；

做烧麦要用肥瘦相间的羊肉，才能保证

汤汁浓郁、肉香醇厚。”

在鲁海燕的努力下，马家烧麦馄饨

小店得以延续，渐渐成了在外游子心心

念念的美食。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慕向飞 郭医彩

“这个叶子上的就是豆丹苗，现在是下苗的第5

天，一般2天即可出袋进食，现在长到近2厘米了，

再需要20天左右就能长成。”8月8日，在许昌市建

安区榆林乡桓坡村豆丹养殖基地，村党支部书记桓

向雨正在向群众传授豆丹养殖技巧。

豆丹学名豆天蛾，其幼虫又叫豆虫或豆蝉。它

是大豆的天敌，但自身无毒无害，蛋白质含量极高，

富含氨基酸、微量元素等。

桓向雨介绍说，立秋前后，田间大豆生长至35

厘米左右，就可以开始分装、投放豆丹苗了。将黄

绿色的卵装入十厘米见方的网袋，一袋装 50个左

右，再用牙签把一个个网袋挂在大豆叶子上，每隔

两株挂一袋。每亩投放豆丹苗2万粒左右，产量能

达200余斤。

“豆丹的价格波动很大，如果是三四月份，通过

温室大棚养殖的，价格能达三四百元一斤，现在这

个季节每斤15元左右。”桓向雨说。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石。2022年，桓向雨担任

桓坡村党支部书记后，流转30余亩土地，建设33个

大棚，带领村“两委”干部组织群众引进豆丹养殖项

目，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由于大棚养殖豆丹的成本较高，为了让更多年

老体弱、手头并不宽裕的村民增收，桓向雨摸索出

一套低成本豆丹养殖模式——在露天豆田里，将大

豆和豆丹进行套养。采取分批投放虫卵的方式，将

豆丹和大豆生长的时间节点错开，这样既能保证大

豆不会减产太多，又能多一份豆丹的收益。

“豆丹收获后不耽误收大豆，再种上一季小麦，

豆丹加上大豆、小麦，预计每亩地收入可达 6000

元。”桓向雨告诉记者，为了让村民们没有后顾之

忧，他还不断创新生产合作方式，改全年承包土地

为分季节承包。

“一亩土地一年承包费1000元左右，我用800

元承包村民麦收后这一季的使用权，农民虽然少收

了一季秋粮，但是相对于全年承包，相差 200元却

多了一季小麦的收入。”桓向雨认为，合作方式可以

是多种多样的，重要的是要让村民们找到适合自己

的创收方式，让豆丹养殖得到村民认可。

“下一步，我们准备延长豆丹产业链，在村里建

设豆丹加工厂，实现养殖加工一体化，增加豆丹的

附加值，让它真正变成致富的‘金丹’。”桓向雨充满

信心地说。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胡迷科 范继民

8 月 11 日，在濮阳

县梨园乡东闫村“两委”

班子届中评议工作总结

大会上，一场别开生面

的 PK 精彩上演。因分

别负责村集 体 的 养 羊

和养鹅项目，而被称为

“羊司令”和“鹅司令”的村

党支部书记段新军与村委会委

员、会计郝发才，就带领群众

致富的成果展开了激烈的 PK，

看看谁在带领群众致富的道路

上贡献更大。

段 新 军 率 先 亮 出 成 绩 单

——村惠民养羊场羊舍面积已

达 500 多平方米，存栏繁殖母

羊 300 余只、小羊 200 余只；上

半年出栏 100 只，为村集体经

济创收 10万元，年底有望再出

栏 100只，预计全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可突破20万元。

郝发才的成果也毫不逊色，

他分享了养鹅项目中采用的“村

党组织+合作社+公司”运营模

式。据他介绍，养鹅场年出栏6批次6000多只，年产

蛋40万个，村集体经济每年可获分红10多万元；带动

10多名本村群众就业，每人每年增收2万余元。

PK现场“大招”频出、掌声不断，“羊司令”和“鹅司

令”将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成绩单”一一呈现，

现场竞争十分激烈。

段新军负责养羊项目以来，引进波尔山羊和美国

大白羊等优质种羊，经科学养殖管理与拓展销售渠

道，取得显著经济效益。为让村民享实惠，他推出

“村委会+农户”运营模式和“借种羊返羊羔”帮扶项

目，村民可依据自身条件入股、享受分红并签订为期

两年的合同。根据合同，村民可到养羊场领取待产

种羊回家饲养，养羊场负责防疫技术，合同存续期间

村民需向养羊场返还 30斤左右小羊羔 4只，种羊归

村民所有。此外，他为 20户困难群众发放待产种羊

30余只；招聘脱贫户、监测户和困难群众共4人为饲

养员，人年均收入2万余元。他是名副其实的致富“领

头羊”。

郝发才负责养鹅项目后，积极与专业合作社合作

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确保销售价格和利润空间；注

重品质控制和品牌建设，加强养殖管理提升鹅的品

质，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鹅产品品牌，提高产品附加

值；引进先进养殖技术和设备，实现养鹅项目规模化、

标准化发展。鹅肉、鹅蛋等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为村

民带来可观收入。他积极开展技术培训与帮扶工作，

指导村民掌握养鹅技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这场PK充分展示了“羊司令”和“鹅司令”在党建

引领下，为群众办实事、带领群众致富的决心与能力，

赢得全体村民的掌声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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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金安 阮现武

“叙了叙旧，都加了微信，以后不光

过年过节，平时也会相互走动！”继6月

29日跪谢秦伶俊大夫后，7月 4日又携

全家宴请了秦伶俊一家，8月 12日，说

起不久前的经历，郜泽松“心里舒坦多

了”。

这个盛夏，对于郜泽松来说，是最

有意义的，“见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实现

了几十年的夙愿”。

郜泽松，51岁，原是洛阳市伊滨区

庞村镇东庞社区居民；秦伶俊，83岁，偃

师区高龙镇卫生院返聘大夫。50多年

前，庞村镇与高龙镇同属偃师县。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时间回到49年前的1975年春夏之

交。2 岁的郜泽松跟随两个姐姐玩耍

时，不慎掉进村外的水渠里，磕破了头，

血流不止。在村卫生室包扎后打破伤

风针，由于没有做皮试，一针下去导致

过敏性休克，郜泽松身体抽搐、小便失

禁，心跳停止。此时，村医束手无策，郜

泽松的家人感到绝望。

郜泽松说：“父亲后来告诉我，他抱

着我时，我全身颤抖、浑身冒汗！”

“快找秦大夫！”慌乱中，围观群众

不知谁喊了一声。很快，秦伶俊被好心

村民紧急叫回，用传统“汗针”疗法，经

过40分钟全身扎针后“起死回生”。

秦伶俊时任偃师县第二人民医院

高龙镇卫生院大夫。1974年至1975年

间，他和另外两名医生在庞村镇庞村驻

村，进行“肺气肿”病理调查。他们住在

一所小院里，平时不看病，村民只知道

他们的姓。

第二天，郜泽松的父亲从地窖里取

出仅剩的一筐苹果，还定做了一面锦

旗，送给“秦大夫”。

幼小的郜泽松对那次劫难没有太

多印象。当时，通信不发达，郜泽松初

中毕业后，一家人搬到了洛阳市区，对

“秦大夫”的印象慢慢“模糊”，但这份恩

情，郜泽松的父母一直记在心里。

“孩子，做人要懂得感恩！”从记事

起，郜泽松的父母就告诉他，救他的人是

“秦大夫”，经常讲起恩人的“灵心妙手”。

“父母有父母的表达，我有我的方

式。”随着年纪增长，郜泽松对“秦大夫”

愈加敬重：“那时交通条件差、医疗条件

有限，如果没有‘秦大夫’，我肯定没命，

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定要见到救

命恩人！”

后来，他和家人多方打听，却始终

没有结果。

缘分再次出现，是在 49 年后的

2024年6月初。

郜泽松酷爱书法，年轻时从事过多

项工作，后来在偃师区一家煤业机械公

司工作。只要不出差，他就待在工作室

进行书法创作。他从事书画装裱的朋

友们，都知道他小时候的经历，对他的

心愿也都很上心。

高龙镇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也是秦

伶俊的患者，想以赠送书法作品的方

式致谢，让装裱店推荐“好写手”。装

裱店店主看到内容里有“高龙 秦大

夫”“针灸”等内容时，第一时间想到了

郜泽松。

后经证实，“秦大夫”就是郜泽松要

找的人，他们一家万分激动。郜泽松满

含深情，精心为这家公司负责人书写了

赠送给“秦大夫”的40字“小六尺”书法

作品。

郜泽松也迫切想要当面致谢。在

这家公司负责人和装裱店店主的陪同

下，6月 29日上午，郜泽松一家带上了

厚礼，从洛阳市区驱车前往高龙镇卫生

院，他们还租了一辆小货车，拉上了巨

型匾额。

“秦大夫，多亏了你呀，要不是你，

哪有我现在的这个家啊！”见到秦伶俊，

郜泽松70多岁的父亲老泪纵横。郜泽

松的女儿献上鲜花说：“谢谢爷爷，救了

我爸爸！”郜泽松跪谢，并送上了亲笔书

写定制的“华佗神针”匾额。

此情此景，让医院的医护人员和患

者无不动容。

秦伶俊为人低调，兢兢业业从医65

年。他精通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

科，擅长针灸治疗颈肩腰腿疼；采取中

医和针灸，对中风偏瘫后遗症、面瘫、小

儿脑瘫等也有独到疗法。

“都把这事忘了，当年驻村时是救

过一个姓郜的小孩，好在当时天气热、

好扎针，想不到如今都这么大了！”秦伶

俊平静地说。

7月 4日，当见到秦伶俊的儿媳妇

时，郜泽松一家又惊又喜。

“真想不到秦大夫这么低调！秦大

夫的孩子也是医生，儿媳也是东庞社区

人，几十年了，对在儿媳妇老家救人的

事只字未提！”郜泽松的父亲说。

郜泽松在洛阳市区高中毕业后，到

郑州上大学，后来涉足多个领域，年轻

时候常年奔波在上海、云南、贵州、四川

等地，他乐善好施，时常参与扶贫济困、

爱心义写、公益书法培训等活动。

秦伶俊曾任中华针灸学会理事、洛

阳市中医理会理事、偃师区针灸学会副

会长，是偃师“名医专家”。2001年退休

后，被高龙镇卫生院返聘，他精湛的医

术、高尚的医德，赢得方圆百里群众和

患者的交口称赞。

郜泽松说，“爱人者爱返，福往者福

来”，能见到救命恩人，是自己的福分。

跨越半个世纪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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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闫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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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呈现，现场“大招”
频出、掌声不断

49年前，在没做“皮试”的情况下，一针“破伤风”险
些要了2岁的郜泽松的命，在秦伶俊大夫的救治下才重
获新生；49年后，年过半百的郜泽松，寻访到秦伶俊，当
面跪谢救命之恩

一碗馄饨慰乡愁

在鲁海燕的努力下，不仅让马家烧麦馄饨小店得以延续，更让公
婆的手艺得以传承，渐渐成了在外游子心心念念的美食

昔日害虫变“金虫”

“优生”葡萄香又甜

初秋时节，瓜果飘香。8
月8日，洛阳市孟津区常袋
镇半坡村科瑞种植家庭农
场，迎来了一批批进园采摘
葡萄的游客。近年来，该镇
采取“党组织+公司+农户”
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推广优
质葡萄、软籽石榴等多品种
种植6000多亩，有效促进
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郑占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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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查永召如何让老品种焕发新活力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桓向雨流
转30余亩土地、建设33个大棚，带
领村“两委”干部组织群众引进豆丹
养殖项目，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8月10日，博爱县磨头镇西张赶村“竹泉游”水乐
园，孩子们在人工造浪池里嬉戏。当日，“竹泉游”水乐
园正式开园，园区水源为天然优质可饮用锶泉水，海洋
风情水域、家庭组合戏水区、亲子摸鱼互动区、超级海浪
池、电动游艇等多样有趣的水上娱乐项目丰富多彩，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戏水纳凉结合当下流行的“夜
经济”，不仅为游客打造了畅快的消暑体验，还催热了乡
村文旅假日消费。 程全 琚姣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