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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上午，郾城区孟庙镇王店村村室前热闹非
凡，郾城区委老干部局组织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到村
里为贫困户和村民义务写春联。 本报记者 王 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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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 明明

六旬老人种藕 追梦世外桃源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实 习 生 岳 琳

2 月 7 日，在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黑龙潭镇土城王村
的一个莲藕基地，几个身影
在稀疏的荷茎掩映下，正紧
张地采摘。“今年莲藕丰收
了，现在刚采摘了一半。”今
年 64 岁的王明木，既是土城
王村的村民，又是一名退休
老干部。他在种莲藕的池塘
里，一只手用喷枪向莲藕喷
射，另一只手在水下摸索着。

回乡承包土地种莲藕

王明木是一名退休老干
部。2015 年，在熟人的介绍
下，王明木承包了 20 多亩
地，从舞阳一个大型莲藕种
植基地引进了品种为鄂莲六
号的莲藕。

“放着几千块钱的退休工
资，不去好好享受晚年，回
农村老家鼓捣莲藕做啥？”村
民一听说这个从城里回来的
老干部要搞农业，大家伙都
很不解。

“2016冬天，莲藕第一次
丰收了，但市场价格才卖到2
元一斤。”王明木告诉记者，
当时 20 多亩的莲藕卖完后，
他和老伴王秀菊一算账，还
赔了一点。

“我种的莲藕是九孔藕，
一般卖到酒店做凉菜，在家
自己炸着吃口感也很好。”王
明木拿着一个一米多长的莲
藕说，从他创业到现在，没
少经历挫折。

追梦心中的“世外桃源”

土城王村的土地有着不
易渗水的特性，很适合种植

莲藕。“村子北边的申庄村有
一个节水闸，一到夏季，这
片土地就容易积水。水、土
的条件都有了，莲藕的产量
也不低。”王明木说，第一年
他 的 莲 藕 一 亩 地 的 产 量 是
3500 斤，照目前的形势看，
今年每亩地的产量不会低于
4000斤。

“前年在池塘里下了2000
块钱的鲶鱼苗，冬天一场雪
全冻死了。去年又在莲藕池
里下了泥鳅苗、鲫鱼苗，鲫
鱼大部分都被鸟叼走吃了，
现在泥鳅苗还不知道咋样。”
王明木告诉记者，他引进的
莲藕是浅水品种，水太深莲
藕产量低，水太浅养不住鱼。

土城王村的村民王闯是
贫困户，王明木每天请他在
池塘里出莲藕，一天 150 元
钱。王明木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目前他每天请的人工费
用是500元，两名出藕工每人
150 元，两名抬藕工每人 50
元，一名拾藕工一天100元。

“2月6日卖出去了380元
钱。”王秀菊说，“现在每斤
的价格是 2 元。等初五过后，
就降到8毛一斤了。”

王明木告诉记者，第一
年丰收的时候，莲藕的售价
就是2元一斤，遇到大的批发
商来要货，对方不仅挑肥拣
瘦，还一再压低价格。

“我当时回老家其实是有
一个心愿。”王明木告诉记
者 ， 他 从 小 在 柳 河 岸 边 长
大，一直想着年老的时候在
这 里 有 个 自 己 的 “ 世 外 桃
源”。

“我策划的就是以莲藕基
地为依托，田埂上种植四季
常开的鲜花，自己和爱人在
这里有干净的水和空气，有
自己的闲适。”王明木说，现
在他已经投入了 10 多万，虽
然成本还没有赚回来，但他
坚信自己的这个愿望能实现。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你看这幅书法作品笔法娴
熟，很有韵味。”“这幅水墨画
线条流畅，展现了大自然最真
实的景色，给人一种宁静清新
的感觉。”2 月 6 日，在召陵区
政府二楼大厅，一些书画爱好
者围着展出的书画作品欣赏讨
论。当天，召陵区“走进新时
代 再谱新篇章”书画展在这里
举行，吸引了不少书画爱好者
前来观赏。

人群中，一位小女孩特别
引人注意。她牵着同行阿姨的
手，认真听阿姨给她讲解字画
作品。女孩的阿姨告诉记者，

女孩名叫赵紫涵，学习画画有
一年时间了，这次书画展让她
也来看看，从小接受艺术熏
陶，开拓下她的眼界，增加对
艺术的感受力。

据了解，此次书画展突出
展示召陵区的秀美风光、厚重
文化和广大干部群众昂扬向
上、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书
画展前期共征集书画作品 126
副，通过精心筛选，共展出书
法、绘画、剪纸等69副形式多
样、立意新颖的作品。

同 时 ， 除 了 展 出 书 画 作
品，这次活动还组织了书法家
义写春联，为大家送去特别的
新春礼物和祝福。

本报讯（记者 杨 淇） 2
月7日上午，召陵区漓江路的
一个小区十分热闹，喜庆的
锣鼓声引得小区居民驻足观
看。当天上午 10 点左右，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妇
联和召陵区委宣传部的有关
负责人，将省文明委授予胡

彩丽一家的“河南省文明家
庭”荣誉证书送到了胡彩丽
家中。

记者了解到，胡彩丽今
年 43 岁，从小在召陵区老窝
镇寇营村长大，43 年前被养
父母抱回家，15 岁那年，养
父 母 带 她 到 找 到 了 亲 生 父
母。结婚后与丈夫共同赡养
公婆、继母。20 多年来，她
用朴实勤劳的品行与丈夫携
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她的家
庭成为名副其实的“幸福之
家”。

在孝敬老人上，胡彩丽
只要能做到就会尽力去做。
多年来，因为孝顺老人，她
陆续获得了不少荣誉。她的
丈夫李卫华，结婚以来，一
直关心照顾着妻儿和家里的

老人，从不报怨，这些荣誉
里也有他的付出。在夫妇俩
的言传身教中，他们的儿女
也十分懂事、孝顺，一家人
相互关爱、其乐融融，日子
也越过越好。

“孝老敬亲，我做的事情
都是应该的，如今能拥有这
样一个温馨的家庭我觉得很
幸福，我希望将孝老敬亲的
传 统 美 德 在 我 家 里 传 承 下
去。”胡彩丽在接到荣誉证书
后激动地说。

记者采访得知，2017 年
12 月，胡彩丽一家被省文明
委评选为第一届“河南省文
明家庭”。据了解，本次评选
共在全省评出 50 个文明家
庭，胡彩丽一家是我市唯一
获得该荣誉的家庭。

胡彩丽一家三口胡彩丽一家三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淇淇 摄摄

书画爱好者在欣赏展出的书画作品。

胡彩丽一家获评河南省文明家庭

王明木在池塘出藕王明木在池塘出藕。。

书画作品展
吸引众多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