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吕占伟 文/图

10月 27日上午，天气晴好。叶县夏
李乡葛庄村村西头，临公路的空地旁机器
轰鸣，一台叫作“嗑瓣机”的机器出口处不
断“吐”出合格的蒜种。一旁的十几名工
人则分成几组，有的负责往机器入口处倒
入原蒜，有的则负责对分离出来的蒜种进
行手工分拣。分拣好的蒜种被运到不远
处已经翻好的地里，进行人工种植。

【现象】
村民忙着种大蒜，有的还入了股

“前几天就开始翻地了，在这儿种蒜
的人有葛庄村的，也有附近村庄的。蒜种
上以后，再用耙子把坑拢平，过几天再统
一浇一遍水就行了。”当天上午，70多岁
的葛庄村村民张干一边蹲在地里种蒜，一
边说：“俺替人家种了一两亩（1亩=666.67
平方米）地的蒜了，每亩工钱180（元），忙
活两天就种完了。”

在另一块地里，71岁的葛全有正奋力
用改良耙子翻土，等其他人撒好蒜种后，
他再用耙子把拢推平。一趟活儿干下来，

轻松自如，一看就是个老把式。“光种蒜这
一个环节，一个工人种一亩可收入 180
元；剥蒜的话，一天是 40 元。现在种上
蒜，明年5月份成熟，收获以后就该种花
生了，花生收获后再种蒜。”葛全有还透
露，他今年入了1万元的股金用来种蒜和
花生，“去年我全程参与了种蒜和种花生，
但只是给人家打工的，今年入了股，算是

‘吃螃蟹’吧！”
葛全有提到的种蒜、种花生入股，67

岁的葛榜也参与了。当天上午，葛榜在地
里忙活完后说：“之前单纯种麦子和玉米，
每亩地一季收入800元；去年种大蒜和花
生后，一亩地总计收入近4000元。今年
我就果断入股了，股金也是1万元。”

【探因】
驻村第一书记带头，
带领种植户“吃螃蟹”

种蒜、种花生入股是怎么回事？当天
上午，团市委派驻葛庄村的党支部第一书
记南斯锺介绍说，葛庄村曾经是叶县贫困
户建档立卡最多的一个村，2017年，31岁
的他被团市委派驻到该村后，一直寻思着

如何引入村集体产业，带领全体村民脱
贫；自叶县全县脱贫摘帽后，他开始考虑
改变该村的种植结构，促进农民增收。

去年中秋节前夕，南斯锺带领村委会
干部到郑州市中牟县、开封市杞县等地考
察后，决定引进杞县大蒜和高油酸花生种
植项目。为了不让本村种植户承担风险，
村委会制定政策确保种植户“零资金投
入，合同价收购”。去年庄稼秋收后，南斯
锺筹资15万元，购买了蒜种、农药、化肥、
地膜等，发给愿意试种的22户村民，并专
门从开封请来科技特派员给种蒜户进行
培训。

今年 5 月底，80 亩杞县大蒜喜获丰
收。为使土地效益最大化，增加农户纯
收入，南斯锺尝试在大蒜收获后续种花
生，打好农作物种植的时间差。今年 8
月，80 亩花生收益良好，亩均年纯收入
3700元。

据了解，上个月，葛庄村流转土地
200余亩，尝试发展“订单农业”，以推广
种植杞县大蒜和高油酸花生，并与中化集
团、鲁花集团签订了供销合同。“目前我们
已发动村两委会干部、党员、村民30多户
入股，股金已达23万元，而且还在不断增
加。”南斯锺激动地说。

主导引入集体产业 带领村民尝试入股

这个85后驻村第一书记敢“吃螃蟹”

10月27日上午，在葛庄村村西地头，村民和机器配合分拣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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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这几天，小区水压有所升
高，用水高峰时段也能用上水了。”昨天上
午，记者到市区平安大道平煤股份二矿南
苑小区回访时，居民如是回答。

南苑小区共有 5 栋居民楼，每栋 6
层。据居民介绍，该小区以前安装有无塔
供水设备，居民用水正常，自2017年设备
拆除后，居民楼水压下降，3楼以上水都
很小，还经常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本报10月22日A6版曾报道）。随后，接
到住户翟先生的回馈电话，记者再次来到
该小区走访。

在小区大门口的墙壁上，记者看到了
两份用A4纸打印的“通知”，一份大意是

“水厂要检修北部管路，水压不稳，请居民
做好准备”，一份大意是“小区4号楼分水
器破损，造成4号楼停水，相关部门正在
检修”，落款为“物业移交办公室”。据住
在5楼的刘女士和4楼的付先生说，这两
天小区的水压的确有所升高，虽然水流不

大，但能够保证白天接水做饭了。
平煤股份二矿绿化保洁队的李先生

告诉记者，小区门口的通知是他们贴的，
单位对小区水压低的情况非常重视，多次
开会研究处理。今年5月，从平煤供水总
厂到南苑小区以及附近几个单位所属小
区又铺设了新的供水管道，新管道已经进
入小区院内，只等手续移交完毕，与老管
道接通就可以供水，届时水压低的问题也
就解决了。李先生表示他会积极与居民
沟通，向上汇报情况。

小区新老管道等待接通
居民楼水压低解决有望

□记者 闫增旗

本报讯 10月27日，看到失而复得
的羊群，黎清合拉着石龙区法院院长武
中立和龙河街道党工委书记冀亚兵的
手感谢不已。

10月 26日下午 5时许，石龙区龙
河街道嘴陈村80多岁的村民黎清合在
村附近的水库放羊回家时，赶放的 14
只奶山羊顺着渠沟跑走了。由于他年
龄大腿脚不便，赶不上羊群，便以为羊
群回家了，也没在意，当他赶到家时，却
发现羊圈里一只羊也没有。此时，天已
经完全黑了，价值9万余元的羊群没了
踪影，他赶紧打电话给驻村第一书记并
报了警。接到报警的龙河派出所值班
民警迅速赶往羊群失踪地，按羊群走失
方向规划路线，组织带领失主和村干部
分组寻找。同时，众人在微信工作群、
朋友圈里发布寻找羊的消息。直到第
二天凌晨1点多，还没有羊群的消息。

第二天一早，嘴陈村两委会、帮扶
单位石龙区法院、龙河街道办事处、龙
河派出所等组织120余人，分6个小组，
以嘴陈村为中心，向周边6个村扩散式
寻找排查。上午9时许，有人打电话称
在距离嘴陈村5公里的大刘村附近发
现羊的踪迹。

众人带着黎清合老人赶到发现羊
群的地方，老人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
羊：“是我的羊！是我的羊！”老人数了
数，“一只不差”。随后，众人将羊群拢
到一起，将 14只奶山羊运回了黎清合
的羊圈里。

价值9万余元的羊走失
众人联手帮忙找回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从柿子成熟到现在，平均
每天有上百人来采摘或游玩。”10月27
日下午，在鲁山县张良镇纪营村，望着
园内红彤彤的甜柿，村民周伟高兴地
说。

周伟是纪营村村民。2014 年，在
弟弟周耀伟帮助下，周伟栽种柿树
5000多棵。今年天气好，甜柿喜获丰
收，预计总产量20万公斤。

周耀伟是鲁山县林业局的高级工
程师，也是鲁山县水果栽培管理专家。
他在林果特色产业调查中发现，阳丰甜
柿不仅可以在树上自然脱涩，摘下就能
吃，而且无核、口感好、耐贮运，便发动
农民栽种。但大家没见过这种甜柿，谁
也不愿尝试。后来周耀伟便赶往老家
劝说哥哥周伟栽种。

记者在周伟的甜柿示范推广基地
看到，门前停车场内停满车辆，树上红
彤彤的柿子甚为壮观。采摘者手持小
桶在园内一边品尝一边采摘，有的还拿
出手机或相机与柿子合影留念。周伟
说，国庆节前后至今，平均每天都有上
百人前来游玩或采摘，他每天都有
7000元左右的收入。

“这里的柿子大、口感好。”一位家
住市区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子说，她去年
就在这里采摘过，今年又和朋友一起来
了。

甜柿园成了风景园
每天吸引上百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