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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颍县台陈镇临涯张村

患病贫困户变身香菇大王
修剪树枝 喷洒抑制剂

园林部门出招 防治杨柳飞絮

本报讯 （记者 尹晓玉）
“黑天鹅好漂亮。”“原来这就
是朱鹮啊。”……3月 31日上
午，神州鸟园里，不时传来
孩子们兴奋的声音。当天，
我市百余名幼儿园和小学的
孩子在神州鸟园参加“保护
鸟类资源 漯河在行动”爱鸟
护鸟公益活动。

当天上午9时许，孩子们
在神州鸟园内观看了各种鸟

类，参观了野鸟定点投食处
及千余人工鸟巢。孩子们最
喜欢的是，参观珍稀鸟类的
繁 殖 环 境 ， 观 看 鸟 中 大 熊
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朱鹮、西非冠鹤、黑天鹅等。

“今天学到了很多关于鸟
儿的知识，明白了它们对生
态平衡非常重要，以后要更
加爱护鸟儿。”很多参与此次
活动的小朋友感慨道。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近日，一个患白血病贫困
户的奋斗事迹在临颍县台陈镇
传得火热：50岁的临颍县台陈
镇临涯张村村民杨付伟，患慢
性白血病 9年，因生病欠十几
万的外债。近两年来，他依靠
勤劳双手，借力扶贫措施，在
临涯张村开办 20 多个香菇大
棚，香菇远销省内多个地市，
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香
菇大王”。4月 1日上午，记者
在临涯张村见到了杨付伟。

患白血病9年 债台高筑

沿着临涯张村出村道路向
北，一排大棚十分醒目。走进
大棚基地，几名工人正忙得热
火朝天，一阵阵新鲜的蘑菇气
味扑面而来。“这是鸡腿菇，
刚采摘出来的。”一名中年妇
女带着两名工人清洗鸡腿菇。

“杨付伟在大棚里正看菌
袋呢，俺是他的妻子。”中年
妇女告诉记者，她叫杨红霞。
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湿漉漉的双
手，带着记者来到一个香菇大
棚里。一位中年男子正不断地
翻看着架子上的香菇菌袋。

“这就是俺丈夫老杨。”杨红霞
一边说一边帮丈夫清理菌袋上
的一些干死的香菇。

杨付伟告诉记者，2010年

他一次感冒后连续发高烧，后
来被诊断为慢性白血病。“当
时家里人都懵了，两个儿子还
没有结婚，家里积蓄又不多，
以后的日子该咋过？”杨红霞
告诉记者，当年治病就花去几
万元的积蓄。“那是给大儿子
结婚用的。”

微风吹进香菇棚，杨付伟
下意识地用手压低帽子。“见
风容易感冒，一感冒就得注意
不能发高烧。”杨红霞一边解
释，一边回忆那段晦涩的日
子：为给丈夫看病，两个儿子
打工的积蓄也被用完了，还向
亲戚邻居借来 3万多元。这几
年每年都要住一次院，每次都
要花掉几万元，此外每个月医
药费就高达1600多元。

建香菇大棚 重燃生活希望

2014年，杨付伟一家被认
定为贫困户。乡里专门办了重
大疾病医疗救助，每个月报销
医药费1400多元，这极大地减
轻了他家的生活负担。

2017 年，杨付伟听朋友
说，种香菇可以挣钱。他跑遍
了周边很多香菇种植大户，把
建香菇大棚这一想法给镇上扶
贫干部说了。“没想到第二天
镇里就承诺解决 5万元无息贷
款。”杨付伟告诉记者，他用5
万元在村北边建了几个香菇大
棚，几个月就有了效益。

“前期投入比较多，后来
俺又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连
续投建了十几个简易的香菇大
棚。”杨红霞告诉记者。

第二年，杨付伟的香菇大
丰收。“镇里干部看到香菇基
地全是土路，就一次性给我们
免费修了 400平方米的场地。”
杨付伟告诉记者，他现在自己
从外地购买菌种、原料，直接
在场地上加工成香菇菌袋，这
样可以节约一笔成本。

外债快还清 年底将脱贫

60多岁的徐凤香，是临涯
张村的一个贫困户。“付伟建
这个大棚时，他直接来俺家里
请我过来帮忙。”徐凤香正将
鸡腿菇清洗装筐。她告诉记
者，她每天工钱60元，忙的时
候中午还管饭。“没想到年纪
这么大了，还能在家门口挣到
钱。”徐凤香一脸满足地说，
现在村里两个贫困户都在这个
香菇基地打工。

杨付伟告诉记者，他已经
和外地的一个香菇大户商量
好，准备明年再引进一个新的
香菇品种，丰富基地的香菇种
类。

“这两年各级政府的关心
是我致富的动力，外债已经还
得差不多了。我已经给村干部
说了，今年年底我将正式脱
贫。”杨付伟说。

学习鸟类知识 懂得爱鸟护鸟

本报讯 （记者 杨 淇）
“我最怕杨柳絮，让人打喷
嚏、皮肤发痒。走到这儿看
到 今 年 的 这 种 整 治 方 法 不
错，希望有成效。”4月 1日，
市民胡先生对记者说。

当天上午，市区黄山路
上，市城管局园林绿化养护
中心的工作人员正进行杨柳
絮防治。这是我市今年第一
次 开 展 集 中 防 治 杨 柳 絮 工
作，除了黄山路，辽河路、
嵩山路、淞江路等路段也有
工作人员作业。

在现场，工作人员正在

高空作业车上修剪毛白杨树
树枝。附近道路上，作业车
正在喷洒杨柳飞絮抑制剂。
另外，绿化喷洒车对树干和
路面进行喷洒，还有工作人
员对路面及时进行清扫。

“前期我们对全市进行了
细致的普查，明确了今年需
要防治杨柳絮的位置。在市
区东南西北中设立了5个监测
点进行实时监测，每2小时反
馈一次观测情况，及时掌握
杨柳絮发生情况，以便第一
时间开展防治。”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杨付伟和妻子正在大棚里忙碌杨付伟和妻子正在大棚里忙碌。。

作业车喷洒杨柳飞絮抑制剂作业车喷洒杨柳飞絮抑制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淇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