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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 5月，田野里一片生机。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我们丁马庄村的地里多了一张新面孔——今年2
月，村集体引进的“冰葡玉”葡萄种下了。这会
儿，葡萄秧从地里长出来，绿油油的，长得正好。

我返乡服务乡亲8年了。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肩
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村历来有种苹果、冬
桃等的传统，这几年，我们村集体引种 50亩的“阳
光玫瑰”葡萄，又积累了种葡萄的经验。发展“阳
光玫瑰”产业，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赚的钱成了给
村民提供公益岗位的工资来源，地里有活的时候村
民来这干活，每天能有百十来块钱收入，最多的时
候能拿到200元的计件工资。葡萄成了“金果果”。

种果子周期长，可能种了没几年，市场供给多
了，就得及时更新品种。前几天我在手机上看新
闻，说榴莲价格会降。我们的“阳光玫瑰”也在面
临供给逐渐多起来、价格走低这个问题。

“阳光葡萄”的老本吃不了几年，必须得更新
换代！

去年4月，我和村里的李金付、卞红振两人到外
地考察项目，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葡萄品种。在连
云港，一个叫“冰葡玉”的葡萄吸引了我们。这是
一种冬季结果的葡萄。中国新鲜葡萄上市的时间，
早熟品种一般在 6—7月成熟，大部分葡萄品种 8—9
月成熟至 10 月结束，在此期间集中上市的品种多，
产量巨大，市场价格竞争激烈，对管理成本及品质
要求高，而冬季葡萄“冰葡玉”上市时间为 11月至
元旦，全国同期上市的葡萄品种少，市场潜力大。

上个月，连云港玉葡千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
行人又来丁马庄看葡萄秧生长情况，传授“冰葡
玉”的养护经验，我们这 20亩冰葡玉就是从他们公
司引种的。过两天，我们还要为这 20亩葡萄盖上大
棚。下一步，我们会积极接洽水果商，既要把葡萄
种好，也要卖好。

新品种葡萄长势正好，我们对村里发展有了更
大底气。

（本报记者 石 畅采访整理）

课间休息时，站在操场边，看着孩子们在塑胶
跑道上奔跑、做游戏，我不禁思绪万千。听学校的
老前辈说，小侯人民日报希望小学原名是小侯前侯
楼小学，位于刘店乡前侯楼村东头，于 1964 年建
校，后来年久失修，几乎成了危房，每逢下雨下
雪，屋里屋外到处泥泞不堪，真是“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条件很艰苦。无奈，学校在下雨天只
有停课。

转机发生在 1996 年，由人民日报社援建的新校
区开工，经过 120 天的紧张施工，建成了占地 18
亩，建筑面积 750平方米，能容纳 7个教学班 300名
学生的校园。新校园落成后，小侯前侯楼小学正式
更名为小侯人民日报希望小学。

在随后的发展中，我们学校一步一个脚印，软
硬件设施都有了提升，孩子们的学习环境越来越
好。如今，学校分为小学区和幼儿区两个教学区。
小学区有 10 个教学班，在校生 330 余人，教职工 28
人；幼儿教学区共 4 个教学班，在校生 80 人左右，

教职工6人。学校有标准化餐厅、计算机教室、科学
教室、仪器室、图书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和标
准化的运动场地，内设200米环境跑道，各类器材一
应俱全。现在的环境，之前想都不敢想！

2018 年春季，我接任小学校长。从一线教师
到校长，我深知硬件设施跟上了，师资队伍更不
能落后。我深入教学第一线扎实开展听课、评课
活 动 ， 同 时 让 老 师 走 出 去 ， 多 向 专 家 、 名 师 请
教，学习更先进的教学理念，更好帮助孩子们成
长进步。

作为老师，最开心的是看到桃李满天下。我们
小学历届毕业生已有80多人考取高等院校，有20多
名学生取得研究生学位，还有一个学生现在已经是
博士了！更可喜的是，2021 年，我们小学的三名毕
业生被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录
取。看见孩子们从这个小村子考到好大学，感到十
分欣慰。我坚信，未来我们小学一定会再创佳绩！

（本报记者 毕京津采访整理）

我今年已近 80岁了，一直生活在虞城县刘集乡
刘皮村。俺村坐落在田野间，如今因养殖“五彩蛋
鸡”闻名。“咕咕咕”，天还没亮，村子里便热闹起
来。对我来说，一天就是从喂食小院里的五彩蛋鸡
开始的。

儿女们都在外打拼，多次要接我去城里享清
福。可我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舍不得离开。平
时，我总想找点事干，既能打发时间，又能补贴家
用。当听说村里要发展庭院经济，引进五彩蛋鸡项
目时，我也报了名。

五彩蛋鸡，名字就好听。它们产出的鸡蛋颜色
各异，有青、白、黄等多种颜色，看着怪喜人的。
村干部告诉我们，这是刘皮村发展庭院经济的特色
产业，也是我们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小院不大，但足够我养几十只五彩蛋鸡。儿子听
说我要养鸡，劝我说：“爸，你岁数这么大了，还要拿着
鸡蛋去市场上卖，多累啊！”我也一度动摇了。

当村干部听了我的顾虑后跟我说，村里提供了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养殖模式，公司提供鸡苗、
技术培训和产品回收，合作社负责鸡舍搭建、饲料
供应和鸡蛋统一收购。我只需支付鸡苗款的七成，
剩余部分用产蛋来抵扣。这种合作模式让我这样的

“门外汉”也能轻松养鸡，不用担心技术和销路问
题，我也没了后顾之忧。

每天早晚，我都会准时给鸡喂食，不耽误和老
哥们下象棋。饲料都是自家地里剩下的玉米碎等，
简单又实惠。看着这些五彩蛋鸡开始产蛋，我心里
别提有多高兴了。它们不仅为我带来一份稳定的收
入，还给我带来许多乐趣。如今，我家小院的五彩
蛋鸡已经成了“明星”。每当有亲戚来访，我都会自
豪地向他们介绍我的养鸡经验。

小庭院变成“聚宝盆”，土鸡蛋成了“金蛋
蛋”。种了一辈子地的我，之前很难想象。但现在，
它已经成为现实。我相信，未来的日子也会越来越
有盼头。

（健康时报记者 韩金序采访整理）

小庭院 “聚宝盆”
■ 卢超骏 刘集乡刘皮村村民

4 月 20 日 ， 俺 村 的
“ 孝 善 大 食 堂 ” 又 开 餐
了。全村 80 岁以上的老
人几乎都来了。主食是水
饺，他们边吃边拉家常，
笑声此起彼伏，看着老年
朋友们吃得放心、聊得开
心，我的心里也暖暖的。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
我一直琢磨，怎么给村里
办点实事。看到很多老人
做饭不方便，我组织村两
委干部与志愿者，在村里
开办“孝善大食堂”，为
80 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
午餐。

开办食堂，首先考虑
的是经费问题。当村民听
说 要 开 办 “ 孝 善 大 食
堂”，纷纷主动捐款。我
们为此单独建立了一个账
本。每次开餐的经费都一
笔一笔记录在上面，供全
村人监督。

经费问题解决了，接
下来考虑的是场地问题。
我们把场地选在谢店小
学，除了学校食堂场地足

够大之外，还与“孝”文化的教育有关。
老师们都很支持，不少老师主动来做志愿
者，还让学生参与“孝善大食堂”的志愿
活动，目的就是为学生上一堂爱老实践
课。谢店小学校长李怀庆跟我说：“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要从娃娃抓起。”

在“孝善大食堂”开办前，村里的老
人们难得相聚一堂。之前，许多老人由于
腿脚不利索，虽在一个村里面，相互串门
儿也少，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之间都难得一
见。“孝善大食堂”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场所，不用走太多的路，就能让他们在
吃得好的同时，还能聊得欢。有村民用代
步车载着年过九旬的母亲专程来“孝善大
食堂”就餐，就是因为母亲说“想看看老
朋友”。

由于村里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留下
了独守老家的空巢老人。当在视频电话里
看到自家老人在“孝善大食堂”里吃得
好、聊得欢、笑得美，不少外出务工的村
民在微信群里点赞感谢。这也给了我继续
前行的动力，我们要把“孝善大食堂”继
续办下去，让老人们过一个幸福晚年。

（本报记者 张孝宇采访整理）

我今年 67 岁，家在虞城县古王集乡潘小楼村。
在农村，可能个别人会攀比谁家有钱；在俺这，我
们比谁家的“星星”多。

我家现在是村里的八星文明户。这八颗星都是
啥，话到嘴边都有点数不过来：家庭和睦、热心公
益、爱护环境、勤劳致富、团结邻里……这些做好
了，都会摘到一颗小星星。村干部说，每次争创一
颗，也不是件轻易的事儿。村里会严格按照评审程
序，村民自己评、村民代表初审、村两委审定、乡
政府审核，最后张榜公示后，才给你授星挂牌。看
到家门口挂的星级文明户牌子，感觉更有动力了。

曾经，有人说我是一个命苦的人。我娘家在甘
肃陇南，1991 年经亲戚介绍，和爱人相识结婚，嫁
到潘小楼村。2012年 10月，丈夫在一场事故中全身
瘫痪，导致生活不能自理。我当时感觉，没了顶梁
柱，这个家要散了。为了给丈夫治病，家里积蓄花
光了，还欠下了外债。丈夫也一度心情低落，经常
无端发火。有人劝我放弃，有人劝我回娘家，但我

始终没有离开，这一照顾就是10多年。
现在，我很知足。在家里陷入困境的时候，乡

里村里给了我们关怀和救助，把我家列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提供了村里的公益保洁岗位，还落实残疾
人补贴，办理低保，让我们享受医疗扶贫等政策优
惠。女儿、女婿都非常孝顺。今年，远在甘肃的母
亲身体不好，我有时要回去看护，女儿、女婿会停
下工作替我照顾家人，从无怨言。

我家里有7亩2分地。最近，在照顾丈夫、送孙
子上学之余，我会去地里拔草。看着绿油油的小
麦，我觉得生活就像管护田地一样，只要用心，长
势一定会好。

现在，村里像我这样的星级文明户有不少，大
家都在比谁最先达到十星。我要早日把剩下的星星
争过来，争创十星文明户。我也切实感受到，大家
在争星创优的同时，家风更好了、乡风更正了，民
风也更淳了。

（本报记者 张文豪采访整理）

家风好 乡风正 民风淳
■ 崔雪梅 古王集乡潘小楼村村民

我出生于虞城县刘集
乡蔡老家村，家中祖辈从
事正骨，最引以为豪的是
先辈传承下来的筋骨散热
敷疗法，这一疗法集散、
醋、热、熨、敷五位为一
体，用药配方工艺复杂，
从原材料筛选、醋制、酒
制、碾碎、过苜再到装袋
成品，层层筛选把关，精
确配伍。

父亲在商丘市开了家
理疗馆，从小我就跟随父
亲耳濡目染。我考上了山
东青岛的一所大学，毕业
后来到天津工作，但一直
心系家乡。

由于父亲经营有方，
店铺发展得不错。受父亲
感染，我离开大城市，回
到家乡，注册了河南应天
药业有限公司，开设工
厂。一来我对这片土地怀
有深厚的感情。二来由于
看到家乡缺乏好的就业机
会，许多青壮年只能外出
打工，我想为他们创造在
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这个
想法得到乡镇支持，在大学生返乡创业
利好政策的指导下，工厂得以顺利建成。

现在人们对中医养生越来越认可，
工厂发展也红红火火。工人大多是附近
村民，累计带动100多人就业。我在农村
长大，很清楚在村子周边务工的女性大
多是“宝妈”，她们既要照顾孩子、老
人，又要应对农忙时节的田间劳作。

办厂之初，我就考虑到村民的实际
情况，推行弹性工作制。在农忙季节，
鼓励员工预先规划生产计划。在厂员工
可以根据自身的工作节奏和效率选择适
合自己的计件或计时工作模式。比如计
件工作，工人每月能赚三四千元，足够
补贴家用。

公司还研发出包含擦剂、贴剂、膏
剂等多形态的产品，不仅受到国内消费
者的欢迎，产品还销往海外。2021 年，
筋骨散热敷疗法被列入商丘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我们还要勇于创新，
把非遗发扬光大。未来我们将进一步研
发更多产品、提高产能，提供更多更好
的就业岗位，造福乡邻。

（本报记者 赵 昊采访整理）

绿葡萄 “金果果”
■ 卞振强 镇里固乡丁马庄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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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小学 再创佳绩
■ 赵冬梅 小侯人民日报希望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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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河南省虞城县

盘点乡村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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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超骏
健康时报记者 韩金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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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虞城县是人民日报社

定点帮扶县。从去年起，人民日

报社编辑记者分批前往虞城开展

驻村学习教育和实践锻炼，与群

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调查研

究，了解当地乡村全面振兴新进

展。虞城乡村有哪些新变化？请

听来自村民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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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庆磊 （中）
本报记者 张孝宇摄

▲朱云飞

▲卞振强 （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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