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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今年的粉条没有任何
杂色，主要是前期红薯粉
子的质量好。”1 月 6 日上
午，在郾城区李集镇相树
张村的主干道旁，粉条大
户张学杰正和几名村民一
起忙得热火朝天。

“今天已经有好几拨成
袋的粉条被拉走了，仓库
里 还 有 一 些 粉 条 没 有 装
袋。”张学杰一边将成袋的
粉条码成堆，一边招呼着
在院子里忙着的村民。

8年前，张学杰开始和
粉条打起了交道，现在他
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粉条
加工大户，每年能产出1万
多斤的手工粉条。

“手工粉条一般都是红
薯制成，也有部分是用土
豆做的。”院子里，相树张
村 的 村 民 王 素 香 告 诉 记
者，今年她已经在张学杰
这个手工粉条制作点上班
半 个 多 月 了 ， 从 粉 条 加
工、晾晒到扎捆，根据工
种的不同，她每天可以领
取 50 元到 80 元不等的工
资。

“ 滴 滴 滴 ” 忙 碌 的 时
间，张学杰的手机不时地
响起。“这些都是在微信上
要粉条的。”张学杰兴奋地
告诉记者，现在粉条的批
发价是每斤是8元，随着春
节临近，这些天很多客户
主动问他要粉条。

这两年，张学杰专门
在村里承包了 20 多亩土地
栽种红薯，每年的 11 月份
他就开始将收获的红薯加

工成手工粉条。凭借多年
的加工经验和经营信誉，
越来越多的粉条批发商成
为他的客户，有的甚至从
许昌来找他购买粉条。

“老张的粉条做得很实
在，主要是口感和质地比
较纯正。”在记者采访的间
隙，来自孟庙镇的粉条批
发户关亚伟骑着一辆电动
三轮车，直接向张学杰批
发了300多斤粉条。

“很多顾客都喜欢吃老
张的粉条，今天再批发点
放到超市，这些粉条春节
前不愁卖完。”关亚伟在市
区 太 行 山 路 开 了 一 个 超
市，前段时间从张学杰这
里批发的200多斤粉条刚卖
完，这次他又来批发了。

如今，张学杰的手工
粉条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每年刨除人工，基本上能
挣个六七万元。”张学杰告
诉记者，今年他还专门在
微信群里发了粉条加工现
场视频，引起了很多网友
的关注，有的网友直接在
群里向他预订粉条。

“目前已经卖出去 6000
多斤了，照现在的速度，
剩下的粉条在春节前就能
卖完。”张学杰告诉记者，
这两天陆续有批发商户打
电话订购粉条，为此他专
门又雇了村里的几个贫困
户 来 仓 库 帮 忙 给 粉 条 扎
捆、装车。“明年准备再多
种几亩红薯，进一步拓展
手工粉条的销售渠道，不
出意外的话，比今年多收
入 一 两 万 元 应 该 不 成 问
题。”张学杰自信地说。

汇聚爱心力量 传递冬日温暖

□文/图 本报记者 潘丽亚
吴艳敏

实 习 生 朱培炎

“大冷天的，还麻烦你们，
太谢谢了。”1月6日上午，记者
为东大街的四位居民送去了微心
愿物品。

记者首先来到了东大街一胡
同7号的慕军红家里。慕军红今
年 49岁，她患腰椎间盘突出等
多种疾病，不能干活，家里的一
切开销只能靠丈夫一人。

走进慕军红家里，可以看到
小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物品。

慕军红告诉记者，家里的房子不
过十多平方米，只能放上下铺的
床，因此东西堆得比较杂乱。

在与慕军红的交谈中，记者
了解到，她因腰椎间盘突出做过
两次手术，双腿于2019年8月份
损伤，走路不方便，也不能干重
活。慕军红说：“我丈夫在外打
工，每月的工资还不够我的医药
费。我想着要过春节了，给俺孩
儿要一件棉袄穿穿。”谈到孩
子，慕军红表示孩子非常听话，
今年上初三，还是学校的三好学
生。“真是麻烦你们了，非常感谢
爱心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慕军红

对记者说。
随后，记者来到了东大街二

胡同蔡秀琴老人家里。蔡秀琴独
自一人在一个大院的小房间里生
活，记者询问院子里其他人时，
蔡秀琴说：“他们都搬走了，有
的去娘家了，有的去女儿那里
了，就剩我自己在这儿住。”

进入蔡秀琴的家里，可以看
到屋内十分整洁，蔡秀琴指着墙
上的装饰说：“这些都是我外甥
帮我弄的，平常有什么大事都是
他来。”蔡秀琴告诉记者，虽然
现在只剩她一个人生活，但居委
会和周边的邻居对她都很好，穿
的衣服、鞋子等都是他们送给自
己的，现在缺的棉被也从微心愿
活动中得到了，非常开心。

最后，记者来到了赵有才家
里，他今年 70 岁，是个残疾
人，和老伴一起生活。他老伴患
有风湿病，行动不是特别方便。
当接过爱心人士捐赠的电饭煲
时，赵有才说：“太好了，以后
蒸米饭就方便多了。”

赵有才对记者说，住在他们
楼上的孩子叫张馨悦，现在上三
年级，每天都自己上下学、做
饭，看着十分可怜，所以他帮忙
给她报了个微心愿，希望能够帮
她一点。记者一并带来了她的微
心愿物品，请赵有才帮忙转交。

对于其他微心愿，记者征集
到物品后将陆续帮忙实现，把爱
心人士的这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
需要的家庭。对征集到的微心愿
和物品，本报将进行公示，欢迎
广大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的圆梦
微心愿活动中来。点亮微心愿热
线为0395-3139148。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终于拿到属于我的工资
了，感谢相关部门对俺农民工的
关怀。”1月6日，在我市举办的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联席会上，
领到了28500元企业拖欠工资的
农民工黄学礼满脸笑容地对记者
说。当天，和黄学礼一样，还有
其他4名农民工代表当场领到了

工资执结款。
据了解，会上发放的是部分

执结款项，其余款项将会通过电
子支付方式分别打给农民工本
人。农民工工资是一项涉及民生
和稳定的大事，为了维护农民工
的合法权益，2019年 11月 10日
起，市总工会、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社局联合开展了为期
60天的“农民工工资专项执结”

行动，向拖欠农民工工资、恶意欠
薪等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

“亮剑”。
在此次“农民工工资专项执

结”行动中，全市各级工会充分
发挥工会法律援助中心、职工维
权热线和工会帮扶中心的作用，
加强举报投诉接待力量，为 120
余名农民工提供包括法律咨询、
代书、代理或代其聘请律师等在
内的法律援助和服务，积极引导
和帮助他们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和
诉讼等法律手段解决欠薪问题。
全市法院系统集中力量，迅速行
动，多措并举开展专项集中执行
活动，审理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
共 111 件，累计执行到位 713.5
万余元。全市人社系统采取“优
先接待、优先执行、优先兑付执
行款”等措施，先后受理包括农
民工在内的职工拖欠劳动报酬案
件 571 件，执结金额 1731.18 万
元。两项总计为 3600多位农民
工追讨回2444多万元工资。

部门联合行动 替农民工讨薪

小粉条搞出大名堂

最后一批晾晒的粉条即将装袋，张学杰在察看粉条质量。
记者将微心愿物品转交到群众手中记者将微心愿物品转交到群众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