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知识问答

我市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和业务
承办人分别设在什么部门？办公地
点在哪？

答：根据省政府 2015 年修订后
的 《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各地应成
立由财政、保监、公安、卫生计
生、农机、民政等部门组成的救助
基金管理领导小组，救助基金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财政
部门。就我市而言，市财政局是救
助基金的主管部门，市道路交通事
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是救助基
金管理的实施机构，办公地点设在
市财政局院内东办公楼2楼203室。

根据省政府 《河南省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 的规
定，由省财政厅统一组织购买服务
工作，依法确定中原农业保险公司
作为全省救助基金购买服务委托业
务的承办单位，具体承办全省救助
基金垫付的申请受理、审核及资金
垫付、追偿工作。就我市而言，承
办单位是中原农险漯河服务站，办
公地点设在市交警支队办公楼 4 楼
418室。

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管理中心

电话：3539233
中原农险漯河服务站
电话：339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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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王海防

11月 16日上午，初冬的暖阳，洒
满了柳河两岸。在李漯路西侧的郾城
区李集镇后李村地头，一群骑着电动
车路过的村民正在路旁七嘴八舌地议
论着：“这里的菊花真好看，下来拍点
照片留个影。”“这是啥菊花啊，这么
多！”……记者顺着村民看的方向望
去，只见路西一片金黄色的菊花正在
怒放，几十名工人正在田地里热火朝
天地忙碌着。

瞄准商机引进稀有品种

记者来到这片菊海前，金黄色的
菊花在田地里争相怒放，整片田地里
好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金色地毯。沁
香扑鼻的菊海中，菊农正穿行其间采
摘菊花。

一辆货车停在菊田地头，车上装
满了菊花。“今天请来了20名工人来地
里采摘，那片菊花没有开始采摘。”菊
花基地的负责人鲁广辉站在地头，正
在察看菊花品相。

提起种植菊花的初衷，鲁广辉告
诉记者，他之前在网上看到当下流行
菊花茶。比如江西、安徽等地种植的
婺源皇菊、金丝皇菊、帝皇菊等多个
菊花品种，这些品种的菊花专门用来
泡茶喝，并且行情很不错。他当机立
断，先后在婺源、黄山等地的菊花茶
市场进行了深入考察，在李集镇后李
村承包了几十亩地，引进了婺源皇
菊、金丝皇菊等名贵菊花的品种。

“婺源皇菊经过烘干以后，现在好
的品相网上一朵花就可以卖到 10元左
右。”鲁广辉告诉记者。

拉长产业链 致富有希望

记者在花海中看到，一些工人把
采摘好的菊花装到一个个白色的塑料
筐里，等待工人搬走装车。

“每个小时就有 6元钱的收入，这
些菊花够我们几十名工人摘上 20 多
天。”一名正在采摘的工人告诉记者。

“这些菊花怎样成为烘干的菊花
茶？”“直接卖掉还是怎样处理？”鲁广
辉的一席话打消了记者疑问。

鲁广辉告诉记者，这些菊花装车
以后都会拉到烘干厂里，婺源皇菊烘

干期需要三四天的时间，金丝皇只用
两天就能烘干包装上市了。

“虽然今年的菊花长势很好，但烘
干是最关键的一步。”鲁广辉随手抓起
一把刚刚采摘的菊花，一股清新的花
香扑鼻而来。他告诉记者，拿容易烘
干的金丝皇菊这个品种来说，就有七
个步骤，每个步骤的烘干温度也不一
样。

“去年市场上价格是 800元左右一
公斤，今年的行情不会比去年差。”鲁
广辉告诉记者，这几十亩地菊花每亩
能收获 100多公斤干菊花，刨除人工、
管理等费用，一亩地他能净赚6万元左
右。

“等到采摘完菊花后，直接把菊花
露在外面的植株粉碎还田，明年下面
又能发出更多的菊花来。”鲁广辉信心
满满地表示，明年他将进一步扩大菊
花的种植面积，不出意外的话，迎接
他的又是一个致富年。

郾城区李集镇后李村

花海泛金浪 采菊致富忙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短短四天的语言学习、社会实
践、文化考察活动，在这些来自北京
语言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们看来，显得
时间不够。邂逅漯河这样一座城市，
在朝夕相伴中体会她的古老厚重，感
受她的发展活力，漯河给留学生们留
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11 月 16 日中
午，他们带着收获、带着不舍乘坐高
铁返京。

欣赏美景 感受艺术

上午 8点 30分，百余名外国留学
生来到沙澧河风景区红枫广场。漫步
沙澧河边，观赏着迷人的景色，听讲
解员介绍着沙澧河，大家纷纷竖起大
拇指。

在一片银杏树林里，树上、地
上，到处都是金黄色的银杏叶，充满
暖意的梦幻般的感觉让人沉醉其中。
留学生们纷纷拿出手机合影留念，一
张张笑脸定格下这美好的一刻。

来自古巴的邓小玫在沙澧河畔留
下了许多美好的影像，她告诉记者，
自己的奶奶是中国人，自己很喜欢中
国，喜欢漯河，她要把这些美好带回
去和身边的人分享。

游览了沙澧河风景区，留学生们
又来到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在美术馆
进行了参观，并现场体验了陶艺、饰
品制作、书法、剪纸等。

在美术馆展览区，摆放着学生们
的 优 秀 作 品 ， 其 中 有 叶 雕 装 饰 画

《听》、陶艺作品《家源》、用生活废料
制作的 《枯荷》 等，对于学生们设计
的精巧的作品，留学生们纷纷驻足观
看、细细欣赏。在长达 7 米的剪纸版

《八十七神仙卷》展台前，不少留学生
赞不绝口，并拍照留念。

而在陶艺、饰品、书法艺术等工
作室，留学生们也过了一把瘾。在陶

艺工作室里兴致勃勃制作陶罐的印度
小伙儿郭世唯表示，自己平时就很喜
欢做手工，也对陶艺很感兴趣，在印
度的时候就尝试过做陶艺，但是那是
纯手工制作，而在这里看到的是有机
器辅助，制作过程更加有趣。

离开漯河 依依不舍

当天上午 10点半左右，留学生们
乘坐大巴离开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前
往高铁漯河西站乘坐回京的火车。

在高铁漯河西站，每个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不舍的神情，大家拍照留
念，用影像记录着自己与漯河这场美
丽的邂逅。

从河上街到神州鸟园，从许慎文
化园到小学校园，再从沙澧河风景区
到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美术馆，四天时
间里，漯河向留学生们展示了她的美
丽和文明，并以这份独特的魅力征服
了每一位留学生的心。

接受记者采访时，大家均表示此
行不仅开阔了眼界，更深入地了解了
汉字文化，对于他们继续学习汉语必
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说起印象最为深刻的景点，大家
均表示是许慎文化园。来自法国的周
诚告诉记者，他学习汉语已有四年，
在法国的时候，他就在课堂上了解过
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这次亲临其
境地漫步在许慎文化园的汉字大道
上，算是完成了一个梦想。

临别前，百余名外国留学生在合
影留念时一齐喊出了“漯河真美，我
爱漯河！”的口号。

来自巴西的黄龙深情地对记者
说，在中国的四年时间里，他走遍了
上海、成都、西安、杭州等城市，漯
河给他的印象虽没有这些城市的规模
大，却也是集风景和人文之美于一
身，他期待着有幸再次来到漯河，能
看到这里更美的变化。

百余名外国留学生离漯前依依不舍——

“漯河真美，我爱漯河！”

郾城区李集镇后李村地头，菊农们正在采摘菊花。

采摘好的菊花装到了一个个白色
的塑料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