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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郑占波文/图

采摘、分拣、装箱，再通过快递发往

全国各地……10月 12日，在洛阳市孟

津区平乐镇象庄村特色梨种植基地，基

地员工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咱们基地种的是藏巴梨，这种梨

外观青中泛红，有点儿像苹果；果肉细

腻香甜、果核小，深受消费者喜爱。”基

地负责人、“乡土专家”郭新伟介绍说，

“前段时间，在团购网站一小时卖了一

万多单，每公斤售价25元。”

藏巴梨是郭新伟培育的。10多年

前，他在西藏品尝到一种野生梨，独特

的味道和香气让他难忘。为了让更多

人品尝到这种美味，郭新伟创办了洛阳

浩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流转土地300

多亩，驯化培育这种野生梨。

经过多次考察论证，郭新伟全身心

地投入西藏野生梨的品种改良和本土

化培育中。通过反复试验、优中选优，

他成功培育出新品种藏巴梨，每公斤售

价16元仍供不应求。

“有了好品种，也要种好、管好。”郭

新伟说，“为了确保藏巴梨生产高效、优

质、绿色，基地注重疏花疏果、果实套

袋。此外，我们还给果树输营养液提升

坐果率，养‘五黑鸡’除草治虫。”

近年来梨树不断长大，透光不足影

响了藏巴梨品质。于是，郭新伟在基地

实施了“减密间伐”，对处于盛果期的

3.6万余棵梨树，按照隔一行刨一行的

方法保留了 1.8万余棵。进行“减密间

伐”后，梨树枝叶间更加通风、透光，梨

果品质也有了大幅提升。

“果树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果实产量

和品质提高了。”郭新伟说，“今年梨树长

势喜人，梨果几乎全是直径85毫米以上

的优质果，商品率达95%；产量突破20

万公斤，梨果出园价每公斤25元左右。”

提及未来发展，郭新伟表示，将采

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重

点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

营主体发展藏巴梨种植，努力实现规模

化生产、产业化经营，让更多乡亲增收

致富。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张鸿雨

10月 11日上午 11时 50分，在郏县

广阔天地乡大李庄村幸福院门口，刘书克

老人拉着她的老熟人、社工史晶晶的手

说：“闺女，帮俺发一条朋友圈，选几张照

片，再写上‘我在幸福院里很幸福’。”

当天，大李庄村幸福院热闹非凡，县

民政局、广阔天地乡政府和乡社工站联

合在这里举行“九九重阳暖、欢乐饺子

宴”活动。

“奶奶，放松些，脖子不要夹恁紧。”上

午 9时，来自县城两家理发店的理发师，

开始为老人免费理发，看到宋秀云老人姿

势有些不自然，理发师劝说道。当天，这

些理发师共为60名村民修剪了头发。

理发区西边是体检区。乡卫生院的

大夫正在为老人检测血压、血糖，同时普

及健康饮食和保健知识。“大伯，您血压有

点儿高，血糖还可以。平时降压药不要

停，少吃些盐。”发现陈根明老人血压偏高

后，大夫嘱咐道。

在老人理发、体检时，该村在外创业

成功人士陈世举送来了近百箱速冻食物，

有饺子、馄饨、灌汤包、枣糕等。“今天中午

咱们吃饺子，在场的都不要走。”大李庄村

党支部书记陈增亮一边招呼着卸货，一边

组织厨师烧水下饺子。

上午 11时 20分，第一锅饺子熟了，

社工陈晓彦、薛丽峰、史晶晶、刘企盼盛好

饺子，并一一端到老人跟前。

吃完饺子，兴奋的刘书克老人喊上几

个老伙计，让史晶晶为她们拍了合影，并

发了一条朋友圈。刘书克老人今年 65

岁，儿子刚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她还

没学会发朋友圈。

“让老年人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于我们而言是使命也

是目标。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政策措

施、健全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让所有

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广

阔天地乡党委书记张沛说。

乡村振兴
2024年10月15日 星期二

责编 / 刘彤 版式 / 李英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7
农村版

图片新闻
PHOTO

□本报记者 李萌萌 通讯员 张羽 范宪艳

“非常感谢社区的党员志愿者，帮我

对接医疗机构，并带医护人员为我提供上

门服务。”10月 11日，鹤壁市山城区汤河

桥街道奔流街二巷社区馨苑二区的李先

生告诉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由于其瘫痪

在床，家人有时照顾不过来，社区的党员

志愿者了解情况后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

如何让党员志愿者主动服务群众？

“我们社区有红、粉、绿、橙、蓝5支志愿服

务团队。红色代表党员志愿者，粉色代表

妇女，绿色代表退役军人，蓝色代表经营

者，橙色代表青少年。”奔流街二巷社区党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泱介绍说。

2022年，奔流街二巷社区进行改造

后，王泱便调动社区党员承担起居住小区

的公共设施维护。“开始时，绿植修剪、浇

水都由社区党员承包。后来，小区内一部

分党员主动加入了义务维护小区环境的

队伍。”王泱说，社区党支部每月组织辖区

内的党员进行培训，渐渐地，党员成了政

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安全防护员、文明

示范员，他们组成了党员志愿服务队。

在实践中，王泱意识到积极分子的带

动能力，挖掘了退役军人王书方。在王书

方的带领下，成立了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夜

间巡逻队，在社区开展义务巡逻，守护居

民安全。他们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此外，以索计叶为代表的“热心妈妈”

们，成立了一支妇女志愿服务队，帮助社

区开展义诊、义剪等活动；把商户组织起

来，组建了经营者志愿服务队。在他们的

努力下，解决了商户与居民共用一个排烟

管道的问题，商户统一安装了油烟净化

器，并与社区签订了“卫生三包”承诺书。

“我们社区 38栋楼，有 4名网格长。

为配合网格长工作，每栋楼配有楼栋长和

党员志愿者。”王泱说，“五色”志愿服务团

队活跃在网格间服务群众，夯实了基层最

小单元的治理。

4年来，王泱带领“五色”志愿服务团

队穿梭在社区的大街小巷，用心用情解决

居民“急难愁盼”问题，擦亮了“五色连心”

品牌。

□本报记者 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 吴德春 马晓冲

10月 8日，固始县徐集镇郭洼村千

亩优质水稻种植基地里，稻浪翻滚、满目

金黄，五六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现场

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这2000多亩优质水稻，属于鸿运种

植专业合作社。让人没想到的是，牵头

成立合作社的胡乃合和他的5个伙伴，是

来自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白莲乡五星村

的农民。今年已是他们在郭洼村“借地

种粮”的第8年。

“把他们吸引过来的是，全县实施的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郭洼村党支部书记

李道林介绍说。

固始县 2015 年起开始实施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郭洼村等 5个行政村的群

众成为第一批受益者。在推进土地综

合整治中，他们打破村组界限，拆埂平

丘、整塘修渠，把原来沟壑纵横的小田

窄地，改造成塘深渠畅、旱涝保收的高

标准农田，实现了田成方、路相连、渠相

通、树成行，具备了实施大型农机作业

的现代化农业基础，农业抗灾减灾能力

大大增强。

今年37岁的胡乃合，以前从事收割

机田间作业，为人踏实肯干、吃苦耐

劳。2017年春，他联合阚道辉、苏金乐

等5个同乡，来固始县实地考察后，从郭

洼村流转土地2100亩，牵头成立了鸿运

种植专业合作社，规模种植小麦、油菜、水稻等作物。他

们一干就是 8年，每年户均收入 20多万元。现在，他们

不仅会使用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插秧机等，还能熟

练操作植保无人机，个个都是顶呱呱的“新农人”。

去年以来，徐集镇又争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资

金2.25亿元，平整土地6.2万亩。根据农户意愿，划定土

地连片流转区，统一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外发包。采

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引进、培育专业合作社

和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10个，通过入股分红、

委托服务、吸纳就业等联农带农机制，扩大集体经济发展

路径，实现增收富民。截至目前，徐集镇已流转土地4万

余亩。

“几年来，当地政府积极为我们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

际问题，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生产经营环境。我们常年吃

住在这里，与附近群众相处得很和睦，这里已经成了我们

的第二故乡，打算长期干下去。”胡乃合说。

固
始
良
田
引
来
他
乡
农
人

□本报记者 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 贾晗

10月 8日，淮滨县张庄乡梧桐村南美白对

虾养殖基地，阳光照耀下池塘水面波光粼粼，多

台增氧机转动带起的水花飘落四周，在水面荡

漾起一层层涟漪。

下笼、撒料、收笼……在养殖户任学业的一

番操作下，一只只饱满的南美白对虾在网兜里

不停地翻腾跳跃。

“我今年养殖了100亩南美白对虾，每亩投

放虾苗 4万尾，从投放虾苗到养成上市需要 3

个月左右的时间，正常情况下每亩产量约 600

斤，亩均效益3500元左右，经济效益还是相当

不错的。”任学业介绍说。

南美白对虾属海水养殖品种，其壳薄体肥、

肉质鲜美、营养丰富，以往只在南方及沿海城市

养殖。2020年，一直在外务工的任学业，机缘

巧合下接触到南美白对虾，便返乡尝试养殖。

为确保“海虾陆养”取得实效，任学业不断

学习技术、积累经验，还引进了微滤机、蛋白质

分离器和臭氧发生器等一系列设备“复刻”海洋

环境，养出的南美白对虾成活率高、品质优、口

感好。

“我们主要给周边商超供货，也有湖北武汉、

安徽六安的客户预订。”任学业说，“我们养殖的

南美白对虾，在市场上具有很高的认可度。除批

量销售外，多年积攒的好口碑也让周边食客纷

至沓来。”

□本报记者李燕见习记者陈炫羽通讯员 闫占廷

10月 9日一大早，在宁陵县刘楼乡陈庄村

一家文玩葫芦作坊里，“葫芦哥”陈宁夏便忙活

开了。

“打皮、清洗、晾晒、加工，这些生产环节我

带人来做，我爱人朱丽丽主要负责电商销售。”

陈宁夏一边打皮一边介绍说。

2020年，陈宁夏放弃在城市的工作，返乡

从事“文玩葫芦”的种植、加工与销售。经过不

懈努力，他的葫芦种植面积扩大至20余亩，品

种多达40余种，包括墨西哥葫芦、草里金葫芦

等珍稀品种。

“今年葫芦的产量不错，除去投资和人工，

每亩约有2万元的收益。”陈宁夏高兴地说，特

别是那些小巧精致的草里金葫芦，在市场上更

是抢手，每个售价最低50元。

“葫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着福禄，我要

把这份吉祥传递给更多的人。”在旁边的房间

里，朱丽丽正对着手机直播销售。通过电商，陈

宁夏夫妻把文玩葫芦卖到了各国各地。

陈宁夏夫妻深知，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创新和提升产品

附加值。因此，他们不仅销售原生态的葫芦，还

将其加工成各种创意产品，如雕刻葫芦、彩绘葫

芦等，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陈鹏旭 李想

10月 12日，在鲁山县城区一家快递物流服务中心，

负责人李帅峰通过电脑查看快递的出仓情况，并协调网

点加快转运速度。

李帅峰今年38岁，是仓头乡李窑村人。凭借不懈的

努力，返乡创业的他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被评为

“返乡创业好青年”。

2013年，得知鲁山县城区一家快递公司正在转让，李

帅峰毫不犹豫地接手，并大胆探索乡村“末端网点”铺设，

将干线车辆开到偏远地区，在人口集中的区域设置直营

网点。同时，他还使用标准化厂房作为分拣和中转的作

业场所，想方设法提高运输效率。

凭借灵活的经验策略和诚信的经营理念，李帅峰的

快递公司规模不断壮大，日派送量从800余件增至2万余

件，快递网点从1个发展到25个，快递员从8人增至100

余人，实现了“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

赚到人生第一桶金后，李帅峰想到的不是享受生活，

而是资助困难学生。2016年，他成为平顶山市义工联的

一名义工，并开始每年资助多名困难学生。疫情防控时

期，他向仓头乡中心校等单位捐赠价值4万元的口罩、消

毒液等物资。

“依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优厚的扶持政策，我的快

递公司效益越来越好。今后，我会在干好自己事业的

同时，一如既往地去帮助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李

帅峰说。

内陆造“海”
南美白对虾移居淮滨

10月 14日，扶
沟县曹里乡西吴村村
民齐亚磊正在收获青
茄 。 该 乡 种 植 的
3000 多亩“紫花青
茄”开始供应市场，预
计每亩产量可达1.3
万斤，亩均纯收入
8000多元。

谷志方 摄

社区服务暖心更贴心

幸福院里幸福事

乡乡有网点 村村有服务
鲁山李帅峰专注构建全县物流网

10月11日，在郏县堂街镇绿水青山家庭农场，农场主李
会改在采摘软籽石榴。近年来，该家庭农场因地制宜发展石
榴种植300余亩，平均亩产达2000公斤，在增加收入的同时，
还带动不少周边群众依托在农场务工和石榴种植增收。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杜冠甲 摄

宁陵“葫芦哥”陈宁夏种植文玩
葫芦20余亩，品种多达40余种，将
其加工成雕刻葫芦、彩绘葫芦等创意
产品，并通过电商卖到全国各地

固始县郭洼村千亩优质水
稻种植基地喜获丰收，出人意
料的是种植者是来自安徽的农
民。吸引他们的是，该县通过
土地综合整治，打造的塘深渠
畅、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

郭新伟在种植基地查看藏巴梨长势

鹤壁市山城区奔流街二巷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泱创新工作机制，
打造志愿服务项目，精准对接居民“急难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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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分离器和臭氧发生器等一系
列设备，“复刻”海洋环境养殖出品质
优、口感好的南美白对虾

“葫芦哥”的“葫芦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