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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为减少人群大规模聚集带来的
风险，今年的河滨公园内的牡丹园
暂停对外开放。为让市民在这个
特殊的春天里不留遗憾，市园林绿
化中心联合平顶山日报社举行的

“云”赏牡丹活动于昨天下午正式
启动。

4月9日上午，在河滨公园内
的牡丹园内，各色牡丹在阳光下盛
开，黄的、红的、紫色、白的……五
颜六色的花朵挺立枝头，花瓣随风
起舞，散发出阵阵清香。据了解，
牡丹园始建于 1996 年，位于河滨

公园西南角，占地9600平方米，现
有白玉、脂红、瑶池春、银粉金鳞等
20 多个品种，共 1000 多株，目前
80%都已开放。河滨公园工作人
员杨炜娅介绍，疫情不退，防控不
松，牡丹园今年暂停对社会开放。

当天上午，平顶山日报社新媒
体中心工作人员来到牡丹园内采

集视频信息，利用VR全景相机纪
录花之娇艳、舞之精湛、景之美
妙。新媒体中心有关负责人关运
凯介绍，VR全景是基于全景图像
的真实场景虚拟现实技术，是虚拟
现实技术中非常核心的部分。而
全景是把相机环 720度拍摄的一
组或多组照片拼接成一个全景图

像，最大限度保留场景的真实性。
经过紧张制作，昨天下午6点

左右，“云”赏牡丹活动正式启动。
市民关注平顶山微视频公众号，点
击菜单栏中的“云”赏牡丹，不仅可
在线全景观赏牡丹园，还能与平顶
山博物馆门前的牡丹花海“面对
面”。

“云”赏牡丹花满屏 报社邀您享国色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昨天上午，郏县安
良镇高楼村村民在扩修道路时，
出土了象征该村高氏家族昔日
荣光的“三畏功名坊”红石横梁。

据郏县文物保护工作者孔
令公介绍，高楼村高氏第十二世
高三畏在清乾隆四十五年考中

进士，官拜“朝义大夫”“中宪大
夫”，曾在浙江金华、绍兴、杭州
等地任职。

高氏家族在清代立有多处
牌坊，其中“三畏功名坊”立于高
三畏的家乡安良镇高楼村。牌
坊在上世纪 60 年代被拆，遗址
在高楼村中心前石路南（牌坊井
以北约5米处），距高三畏故居大

门约15米。当年牌坊坐西向东，
红石柱梁榫卯结构，四柱三门二
层，横跨东西大道，很是壮观。

高楼村文物管理保护员高新
亚介绍，这次出土的红石文物就
是高楼村“三畏功名坊”的横梁，
长3.93米，高0.32米，宽 0.52米。
横梁正面刻有两幅高0.26米、长
1.72 米的牡丹花，中间是一幅

0.26米见方的八卦图；反面是一
整幅高0.25米的M形图案，中间
刻有一个圆形阴阳双鱼。

孔令公说，“三畏功名坊”红
石横梁距今已有240年历史，它
的出土对村民寻根问祖、缅怀先
人、激励后人有积极意义。

据悉，安良镇拟在高楼村重
修牌坊。

郏县安良镇出土清代红石文物

□本报记者 吕占伟

“感谢工会组织对我们的关心，
我们在海外一切都好，请你们放心！”
4月9日，姚电公司工会完成对该公
司77名巴基斯坦胡布项目（以下简
称“胡布项目”）员工的“一对一”家访
后，在微信群中收到受访员工如上回
复。

“工会就是员工的娘家人，一名
胡布项目员工受疫情影响无法归国，
婚期推迟，工会就上门对女方家庭进
行解释安抚。”姚电公司工会有关负
责人介绍，近一个星期以来，姚电公
司工会对省外的7个胡布项目员工
家庭进行了电话访问并邮寄了慰问
品、慰问信，对省内的70个胡布项目
员工家庭进行了入户慰问，深入了解
和排查员工家属的困难和需求，同时
就员工薪酬发放和疫情期间归国受
阻问题给予解释说明，让留守海外一
线的员工安心、放心。该公司后期还
将持续开展针对境外项目员工家庭
的帮扶工作。

姚电公司工会
对境外员工

“一对一”家访

□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本报讯 退伍军人宋建辉自
主创业创立种植示范园，今年，
他种的芦笋首次上市，却遭遇销
售难题。“芦笋长得快，一天能收
获几百斤（1 斤=500 克）。现在
我们天天拉着货到各小区门口
销售，根本售卖不及。”昨天上
午，看着刚收获的几筐芦笋，宋
建辉愁眉不展。

宋建辉今年47岁，家住新华
区滍阳镇周庄村，1996年底退伍
后到我市一企业上班，2007年因
企业停产下岗外出打工。2018
年，宋建辉回到老家，带领师伟奇
等15名退伍战友创立了退役老
兵果蔬种植示范园，种植花生等
农作物。去年春节过后，宋建辉

等人在鲁山县辛集乡漫流村附
近承包了近20亩地种植芦笋。

今年是他们种植的芦笋首
次上市。宋建辉介绍，随着气温
升高，芦笋生长速度飞快，“一夜
能长一二十厘米，不及时收割就
会影响新芽萌出，必须天天割。
天气好时，一天能收割三四百
斤。”宋建辉说，由于还没建立完
善的销售渠道，加上疫情影响，
他们只好天天拉着货到各小区
销售，“但销量并不好，不少人不
知道咋吃芦笋。”

昨天上午，芦笋种植基地一
垄垄菜地里，长着一根根筷子高
低、拇指粗细的芦笋。“这是早上
刚收割过的，听说有雨，我们四
五点就忙着收割了。因销售困
难，那些能晚收割的，我们尽可

能晚收割。”师伟奇等人说。
“实在没办法了，前一天我

向市义工联求助，经大家转发，
早上接到百十斤订单，能卖一点

总比烂了好……”宋建辉说，滍
阳镇当地领导也正积极帮忙联
系销售，如果市民有需求，可拨
打电话15637576335咨询。

芦笋滞销愁坏退伍兵

□记者 王辉 通讯员 林意斐

本报讯 4月9日上午，高新区皇
台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闫晓皓带领街
道工作人员，通过“登门不入户”的
方式，将4名好媳妇和2名好婆婆的
荣誉证书及奖品一一送到获奖者手
中。

皇台街道办事处今年 1 月开展
2019 年度“好媳妇、好婆婆”评选活
动以来，辖区居民积极响应。王玉
芹、温素娥、尹亚丽、蒋英子 4 名媳
妇以及张秀歌、杜爱兰 2 名婆婆在
参选者脱颖而出，分获“好媳妇”“好
婆婆”荣誉称号。她们在平凡的家
庭生活中，互相尊重，互相照顾，用
平实的爱打破了“婆媳不合”的陈旧
观念。

高阳小区“好媳妇”尹亚丽，2011
年婆婆罹患癌症后，她毅然辞去工
作，担起照顾婆婆的重任。她的婆婆
最终战胜病魔、恢复健康，逢人便说：

“有个好儿子不如有个好媳妇！”
皇台徐村“好媳妇”蒋英子已年

近花甲，却依然不辞劳苦地照料着
97岁的婆婆。为照顾婆婆起居，她
每日都和婆婆同住一张床，婆婆感慨

“这连亲闺女都做不到”。
小营村“好婆婆”张秀歌，儿子儿

媳忙于在外打拼，她一边照顾孙子，
一边将家中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
条，受到邻里乡亲的交口称赞。

皇台街道表彰
“好媳妇、好婆婆”

4月9日，位于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祥云路与怀仁路交叉口西南角的市花月季公园，园林工人对返青的月季松
土养护。市园林绿化中心新城养护队负责人郭东伟介绍，该公园占地面积6000余平方米，种植有8个花色、10万
余株地被月季。3月初以来，工人们对花木进行了4轮施肥、浇水和松土，确保花木茁壮生长。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挥锹护春色

在漫流村，师伟奇（右）和村民分拣芦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