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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笔记本、一个变形金刚玩具、一件羽绒服……一个个微小的心愿，在很多人看来微不足道，
但这却是那些困难家庭成员、孤寡老人、残障人士深埋心中的梦想。为帮助他们实现这些小小心愿，
11月21日起，漯河日报社圆梦微心愿公益活动启动。活动开展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为凝聚更
多爱心，传递更多温暖，本报特开辟《漯河日报社圆梦微心愿》专栏，在困难群众和爱心人士之间架
起一座连心桥，期盼让爱心温暖这个冬天。

本报讯（记者 潘丽亚 吴
艳敏） 12月 8日，漯河日报社
圆梦微心愿公益活动社区行首
站走进红日文景苑小区，得到
了社区居民、物业公司、社居
委 的 积 极 响 应 。 12 月 13 日
（本周五）下午4点，漯河日报
社圆梦微心愿公益活动社区行
第二站将走进双汇国际花园小
区，现场接受居民的捐赠。

12月 8日，在位于市区建
设路的红日文景苑小区。虽然
天气不好，但未阻挡居民们参
与捐赠的热情，大家纷纷拿出
家里闲置的衣物送到捐赠点。
仅半个小时，就收到了居民们

捐赠的150多件衣服。
明日下午 4点，我们将走

进双汇国际花园小区，在小区
西门设置捐赠点，接受居民的
捐赠。

双汇国际花园小区物业
经理张魏魏告诉记者，半个
月前，他们就有捐赠衣物的
计划，因为冬季大家都收拾
出来了不少的闲置衣物。正
好看到漯河日报社圆梦微心
愿公益活动走进社区，他们
就希望这次活动能到他们小
区举行。“我们很愿意加入圆
梦微心愿行动中，帮助更多
人。”张魏魏说。

如果您的家里有闲置衣
物，明日下午，可以来到双汇
国际花园小区捐赠点送交到我
们手里，我们将把这些衣物送
给更需要它们的群众。小区及
附近居民都可参与，捐赠物品
包括棉衣、棉鞋、被褥等生活
用品，以御寒衣物为主，大人
小孩衣物均可。请大家记得，
最好要清洗后再捐赠。

捐 赠 热 线 为 0395-
3139148。读者也可通过漯河
发布客户端、漯河晚报微信公
众号、漯河名城网微信公众号
等新媒体进行留言，留言时记
得留下联系方式。

本报讯 （记者 潘丽亚）
12 月 11 日，本报以 《点亮微
心愿 我们在行动》 为题，刊
发了记者征集到的部分微心
愿。当天上午，就有不少读者
给记者打来电话，表示想加入
到点亮微心愿行动中来。

“我想帮助 9号那个女生，
帮她买点学习用品。”12 月 11
日上午，市民刘女士就给记者
打来电话称，希望能通过自己

的行动，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
“我家里有一个新的电饭

煲，一直也用不着，可以捐给
裴女士。”12月 11日上午，家
住市区辽河路与崂山路交叉口
附近的刘先生对记者说，从

《漯河晚报》 上看到裴女士的
微心愿，他想起家里有一个新
的电饭煲一直没用，正好可以
送给有需要的人。

在郾城区人防办工作的鲍

文卉表示，她也要加入到点亮
微心愿行动中，为这些困难家
庭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我想帮
那个男孩儿买点小食品，也想为
那对双胞胎兄弟买些尿不湿。”
通过与记者沟通，鲍文卉了解了
这些微心愿的具体情况，就想帮
他们完成心愿。因为她是一位
四岁孩子的母亲，看到自己的孩
子快乐成长，也希望所有的孩子
都能有个幸福童年。

目前，征集和点亮微心愿
活动正在同时进行中，热线电
话为0395-3139148。您也可通
过漯河发布客户端等本报新媒
体进行留言，留言时记得留下
联系方式。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实 习 生 李 潘

在大多数人看来，桑叶
是用来养蚕的，在源汇区问
十乡前李村养殖户黄更振眼
里，桑叶更适合用来养猪。
他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发现，
用桑叶饲料养的猪很少生
病，广受市场欢迎，经济效
益明显。

12月 11日，50多岁的
黄更振正在他的养殖场内忙
碌。院子里，工人将一袋袋
饲料垛好，准备拌料喂猪。

“这些袋子里装的都是用桑
叶发酵好的饲料，除了我的
养猪场使用，还会外销一
些。”黄更振介绍说，这种
饲料营养价值高，最近几年
特别流行。

黄更振的养殖场旁边，
一大块田内种植的全都是桑
树，进入冬季后，桑条已经
用收割机连枝带叶进行了最
后一茬收割。

黄更振说，这种桑树叫
蛋白桑，植株较矮，生长旺
盛，枝条鲜嫩，每年早春发
芽，从麦口到秋收，可以收
割三到四茬。不仅能作饲
料，还能加工成其他产品，
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桑条头部的嫩叶可直

接炒菜吃，也可加工成桑叶
茶，不仅口感好，而且有保
健作用。”黄更振说，桑树收
割后，通过打碎、发酵等工
序，最终制作成饲料，这种饲
料能刺激猪的食欲，还能减
少病害，提高养殖收益。

黄更振算了一笔账，养
殖场内存栏生猪 2800 头左
右，8月份以来，每月出栏
量约200头，月收入50万元
左右。“往年都是有赔有
赚，效益一般。今年效益
好，除了行情好，和我的养殖
理念转变也有一定关系。”黄
更振说，以前养猪方式不太
对路，病害严重，每个月医
药费就得1万多元。

如今，黄更振的养殖场
每天消耗一吨桑叶饲料。养
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送到
沼气池里循环利用，最终产
生的废渣成了有机肥料，再
施到桑田内，形成了良性生
态循环。

“桑叶养殖和加工在全
国不是新鲜事，我经过两年
多的试喂，感觉这个方法安
全可靠，这条路走对了。”
黄更振说，他打算在村里建
一座新的标准化场房，并给
愿意尝试的村民免费提供技
术，让大家都享受到新理念
养殖带来的效益。

种桑来养殖 闯出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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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人士积极认领微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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