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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 辉）
“我们这里有上百个花卉品
种，这是三角梅，花开正艳，
那边还有长寿花、天竺葵、金
枝玉叶……”2 月 9 日上午，
临颍县瓦店镇刘庄村的一座花
卉大棚里，温暖如春，花香四
溢，花农王桂珠正领着采购商
们参观选产品。

立春已过，又到一年花卉
销售旺季，刘庄村一座座花卉
大棚里，花枝挺立，花色艳
丽。看着眼前的一幕幕，刘庄
村党支部书记尚纪安的脸上露
出了幸福的笑容。

尚纪安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转产转业是当前村里的一
个核心工作。

刘庄村原来以砖瓦窑为
业，2000年，国家禁止生产黏
土砖，村里关闭了所有砖瓦

窑。后来发展畜禽养殖，红火
时期，村里有 70多家养殖场，
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
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畜禽粪便
直接排出，水沟和农田常年散
发着恶臭，夏天蚊虫肆虐，严
重影响了村民生活。

随着环保整治力度越来越
大，倒逼刘庄村开始思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思路，我们村两委班子成员就
开‘诸葛亮会’，讨论咋样才
能实现绿水青山？！”尚纪安
说，后来有村干部提出能不能
发展花卉种植业。

“ 种 花 卉 ， 一 是 绿 色 环
保；二是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不论是城市还是农
村，谁家都要养几盆花，市场
潜力巨大；三是村庄紧邻逍襄

公 路 ， 交 通 便 利 ， 运 输 方
便。”尚纪安说，2016年，村

“两委”班子成员和村民代表
到山东黄楼花卉基地学习，决
定在村里重点发展居家花卉苗
木种植。村里三分之二的养殖
户拆掉养殖场，转产花卉苗木
种植。截至目前，村里已建成
32座花卉苗木种植大棚，最小
的大棚 300多平方米，最大的
大棚占地1700平方米。

在村民王峰的花卉大棚
里，记者看到，法师、绮罗、
落日之雁等几万株多肉植物长
势喜人，惹人喜爱，黄色、红
色、绿色、粉色、紫色组合在
一起，宛如一片花海。

“我在郑州花卉市场租了
个卖花的摊位，大棚里培育好
的花卉直接运过去卖，每个棚
每年净利润 8 万元~10 万元。”
王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据尚纪安介绍，经过两年
多发展，刘庄村居家花卉苗木
种植已经打开市场，花卉苗木
产品销售到漯河市区、许昌、
郑州等地。

另外，为进一步壮大刘庄
村的居家花卉苗木种植业，临
颍县瓦店镇镇政府在充分论证
的基础上，协调扶贫资金 100
多万元，在该村建设标准化花
棚10个，以租赁的形式交给专
业合作社经营。租赁收益一部
分用于全镇贫困村发展集体经
济，另外一部分用于带动全镇
贫困户增收致富，形成“产
业+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临颍县瓦店镇刘庄村

昔日臭气熏天 今朝花香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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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摆渡老人太可敬
了，一年四季，风里雨里，啥
时候要过河，他都会把人送到
对岸。”2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许，从澧河南岸过河回北岸娘
家大赵村的赵金花，下了摆渡
船后对记者说。

赵金花的话，引起了坐船
过河人的共鸣，大家异口同声
地称赞坚守渡口摆渡的老人。

摆渡15年 用坏三条船

这位赢得众人赞誉的摆渡
老人，就是舞阳县莲花镇大赵
村 69岁的赵松梅。高瘦的身
材，饱经风霜的脸庞上留下岁
月刻画的痕迹，老人戴着一副
眼镜，更加显得和善慈祥。

“不要急，等船靠稳再上
来 。”“ 抓 住 船 舷 ， 站 稳 扶
好。”……天性乐观的赵松
梅，只要见到要过河的人，就
微笑着热情招呼。叮嘱声中，
赵松梅老人还帮过河人把电动
车推上船。然后，老人手拉空
中的牵引钢索，平稳走过 20
多米宽的水面，把一船人安全
地送到对岸。过了河，下船的
人热情地向老人表示感谢。

看着大家离去的背影，赵
松梅这才坐下来点上一根烟，
在袅袅青烟中望着清冽的澧河
水，回忆起 15年来的摆渡生
活。

大赵村的澧河渡口，是经
舞阳县政府和市海事部门批准
设置的。虽然附近村庄多，但
要想从澧河北岸到南岸，大赵
村上下游 10多里地都没有桥
梁可供通行。这个渡口是两岸
十几个村庄群众出行的便捷通
道。

15 年前，赵松梅老人在
大赵村经营着焊接农机农具的
小生意，闲暇时间就驾着自己

做的小船下河捕鱼。那一年夏
天，村子南边澧河渡口的小船
被大水冲走了。当时的村支书
就让赵松梅焊制了一条小船，
并请他来做摆渡人。

看着大家恳切的眼神，赵
松梅老人就这样担负起摆渡的
职责。15 年来，老人光船就
换了三条。几年前，市海事部
门给赵松梅配置了更结实耐
用、船体宽大的渡船，还给他
办了渡工证，他也有了相应的
补贴。

老人的心愿：希望建座桥

“每天来回渡多少趟，渡
过多少人，我还真没数过。反
正只要有人过河，哪怕只有一
个人，我也会不让人家久等，
反正这一天是闲不着的。”赵
松梅说，逢年过节、农忙时节
是人们过河最多的时候，有时
能从河堤上排队到渡船边。

赵松梅说，无论啥时候有
人过河，他都有求必应。老人
家就住在距渡口不远处，经常
从渡口过的人，都知道了他的
电话和住址，有时老人入睡了
也会被叫醒。“时间长了，我
就有经验了，感觉哪个时段过
河的人多，晚上就只把外套脱
了睡，这样有人要渡河，我穿
起外套就能出门啦。”赵松梅
说。

如今，赵松梅年龄大了，
但村里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替
他。有时候太忙，赵松梅就让
老伴帮他。后来，老人动员儿
媳妇来当渡工，方便人们过河
往来。春节前，赵松梅老人的
儿媳妇正式参加了由海事部门
组织的渡工岗位培训，将来拿
到渡工证后就可以正式上岗，
让赵松梅老人休息休息了。

看着水上的渡船，赵松梅
老人说出了多年来的愿望：

“啥时候要是能在这儿建座
桥，那该有多方便啊！”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实
习生 万天宇）“加油，加油。
红绳子快过来了……”2月 11
日上午，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
龙潭镇老应村村委大院里，几
百名村民聚成一团，为广场中

心两队人马呐喊助威。
当天上午，老应村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报
名参加的 100名村民被分成了
10个小组，决出前三名。“这
个主意是村民代表昨天下午想

出来的，没想到刚通知下去，
就有 100多名村民报名参加。”
村支部书记应朋伟告诉记者。

上午 9点，20多名村民组
成的舞狮队在广场上表演起
来，村民闻声而至。“老应村
迎新春拔河比赛现在开始。”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两队队员
在绳子两端整齐站好。“身子
得 向 后 倾 ， 两 只 脚 也 得 站
好。”队员们摆开阵脚，静等
裁判哨音。“滴”的一声，哨
声响起，两边队员使出浑身解
数，围观村民加油喝彩。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比
赛，前三名确定。老应村村民
应喜军现场拿出了 1万元现金
给前三名颁发奖金。“今天是
上班第一天，新春应该有个新
气象。拔河比赛最能增强村民
的 凝 聚 力 ， 这 点 钱 不 算 什
么。”应喜军告诉记者。

“我们小组获第一名，奖
励了5000元，这些钱将给村组
内的村民缴电费。希望这样的
活动越多越好，我们浑身都是
劲儿。”老应村村民应二龙兴
奋地说。

舞阳县莲花镇大赵村

六旬老人赵松梅
爱心摆渡 15 年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老应村

拔河迎新春 拔出精气神

拔河比赛激烈进行拔河比赛激烈进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晓甫张晓甫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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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松梅赵松梅（（右一右一））手拉牵引钢索手拉牵引钢索，，把一船过河人送往对岸把一船过河人送往对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