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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照登
市民崔先生昨天来电：建议

市区稻香路与平安大道交叉口增
设红绿灯，方便附近居民出行。

热线回复
市区五一路东段育新幼儿园

对面有一热力管道漏气。
本报热线工作人员与反映人

联系得知，热力管道漏气问题已
解决。

□记者 张鸿雨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郏县总工
会获悉，该县 9处户外劳动者爱心
驿站全部投入使用。

昨天下午1时许，位于郏县侯公
公园的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内，环
卫工宋书安、郭香香、刘水仙正在喝
水休憩。“中午人少车少，我们抓紧
时间把大路清扫了一遍，过来喝口
水”。谈及爱心驿站，三名环卫工赞

不绝口。记者看到，驿站内设置有
微波炉、打气筒、冷热饮水机、应急
药品、一次性纸杯等，为环卫工解决
常见的饮水难、热饭难、手机充电难
等问题。

据郏县总工会党组书记郭大
敏介绍，今年以来，郏县总工会投资
65万余元，在县城建成了9处24小
时开放的爱心驿站，安排专人管理
和看护，使爱心驿站成为户外劳动
者休息的港湾。

郏县9处爱心驿站
投入使用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这双孢菇的味
道真鲜美，比肉也不差，价格
还不贵！”昨天上午，郏县安良
镇狮王寺东村的薛永辽来到
村里的双孢菇栽培基地，买了
10公斤双孢菇。

据安良镇镇长石臣伟介
绍，狮王寺东村的双孢菇栽培
基地是该村村民薛红勋、郝英
杰、薛高伟一起建的，共建有
7座日光温室大棚。

昨天，在薛红勋家的大棚
里，几名工人把采摘的双孢菇
一筐筐搬到外面，上磅称重
后，在此等候的客商立即上前
帮忙装车，以6元一公斤的价
格将1000公斤双孢菇全部买
走，手拿大把钞票的薛红勋脸
上笑开了花。

薛红勋原来在郏县一家
企业上班，后来下岗。从工人
回归农民，薛红勋一直在探索
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今年
春，他听说栽培双孢菇的项目
不错，就和要好的郝英杰、薛
高伟商议，奔赴陕西、福建、河
南临颍等地对栽培双孢菇进
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郏县
栽培双孢菇气候适宜、行情
好、销路广的可行性后，决定

在家栽培双孢菇。
今年7月，薛红勋率先投

资24万元建起了3座高标准温
室大棚，高薪聘请福建的师傅
前来做技术指导，从临颍县购
进了双孢菇种子。郝英杰、薛
高伟也各自投资16万元，每人
建起两座温室大棚种双孢菇。

薛红勋说，经过精心管
理，刚刚一个月，一朵朵白嫩
的双孢菇就出土了。11月初，
双孢菇开始采摘，两次就摘了
1500多公斤。普通菇每公斤
5元，品质好的菇能卖到10元
一公斤，这让薛红勋高兴不
已，日常管理做得更认真了。

薛高伟介绍，一座大棚有
620平方米的生产面积，3家
的大棚安排了40多人负责采
摘。村民冀彩玲从建棚开始
一直在这里做工，一个月有
2000多元的收入。“摘双孢菇
按每小时7元算，一个人每天
能有六七十元的收入。”冀彩
玲高兴地说。

“双孢菇一年有4个月的
收获时间，一座大棚年产双孢
菇1.5万公斤左右。照目前的
行情看，今年至少可以收回成
本，明年赚了钱就可带动更多
村民栽培双孢菇致富了！”薛
红勋对未来充满信心。

安良镇三农民
栽培双孢菇奔“钱途”

□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昨天下午，卫东区东环
路小学近250名师生顺利返回学校，
该校首期历时两天的冬季研学活动
完美收官。据了解，近期，我市部分
中小学校利用本地优势资源，相继开
展家乡游、科技游等为主题的研学活
动，通过走出课堂、边走边学的新型
教育方式，引导学生探索课外知识、
增长见识。

12月9日上午，在鲁山县励志青
少年综合素质教育中心，卫东区东环
路小学的250名师生整装待发，孩子
们眼中充满兴奋。在开营仪式结束
后，他们当天的行程安排是探秘世界
第一渡槽——南水北调沙河渡槽以
及探访刘姓起源地——中华刘姓始
祖苑。

上午 10时左右，大巴车来到鲁
山县薛寨村北，映入师生眼帘的是一
架横跨沙河等3条河流的巨型空中

“立交桥”，宛如一道长虹延伸开去，
这座“立交桥”是南水北调工程中最
长的渡槽，综合规模世界第一，孩子

们近距离感受“南水自流北，飞渠架
凌空”的恢宏气势。

“南水北调真的是超级工程，太
震撼了！”四（1）班的王文熙小朋友感
叹道。

历史上第一位姓“刘”的人是
谁？他叫什么名字？刘姓的起源地
在哪里？在百家姓中排第几？带着
疑问，全体师生当天下午来到位于昭
平湖湖畔的中华刘姓始祖苑，师生们
瞻仰了刘姓始祖——刘累的铜像，参
观了始祖殿、世界刘氏纪念馆、刘氏
会馆、碑林等。“以前只是听说过刘氏
起源于鲁山，这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
看到自己的祖先，算是找到自己的根
了。”四（3）班班主任刘丹笑着说，这
趟研学活动不光孩子们学知识，老师
们也长了见识。

鲁山县励志青少年综合素质教
育中心负责人刘洋介绍，本次研学活
动开始前，学校和中心的负责人共同
探讨游览、住宿、交通、饮食、安全保
障等项内容，并先期进行了考察。本
次活动涉及南水北调、刘姓起源、宝
丰曲艺等元素，让孩子们体验书本上

学不到的知识，收获不一样的情感体
验。

与寻根、本土文化研学游不同
的是，高新区农社局将冬季研学活
动的重点放到科技创新上，该局安
排辖区中小学校利用周末时间组织
学生分批次赴我市首批研学旅行基
地——高新区恒创智能装备实训基
地进行科技探秘活动。在实训基地
内，学生们不仅可以参与“无形的
力”“无弦琴”“声控喷泉”等实验项
目体验，还能现场观看机器人团体
舞蹈表演、与3D打印的机器人互动
体验。工程师现场为同学们提供机
器人拆解演示教学、VR 教育类课
程、VR 娱乐类项目、物理科普教育
课程、智能机器人互动体验等。高
新区农社局文教体科科长刘璞介
绍，研学旅行自今冬启动后，该区依
托科技创新的优势和资源，开发一
批以智慧工厂、高科技产业园为主
题，以美丽乡村、休闲采摘、红色教
育为延伸的特色研学线路，共同助
推高新区经济、科教、文化水平再上
新台阶。

观世界第一渡槽 访刘姓起源 探科学奥秘

我市中小学研学活动以“研”促学

昨天上午，在市区光明路与姚电大道交叉口处，园林工人为路边的花木浇
水。近期，市区空气干燥，降水较少，土壤含水量偏少，不利于花木正常生长。
市园林处派出人员和机械，开始为市区的绿植浇水，确保它们安全越冬。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灌溉花木好越冬

12月 9日上午，在湛河区曹镇乡曹坑村附近的麦田里，该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的专家正查看麦苗长势。据高级农艺师
杜玉红介绍，今冬是典型的暖冬气候，麦田缺墒，红蜘蛛、蚜虫
等害虫没有被低温冻死，麦田容易出现局部病虫害，村民要喷
洒消杀药物及时防治。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暖冬麦苗要防病虫害

12月9日上午，在天湖苑社区活动室里，老年模特队员正与
指导老师交流。据该社区党支部书记陈怡帆介绍，近期，社区成
立了老年模特队，队员都是辖区的退休职工，大家精心排练，并
准备在年末文艺会演上一展身手。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社区模特队 绽放夕阳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