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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逆向而行
□王海涛

初春时节，走进宝丰县龙王
沟示范区，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
旁的樱花树。正是樱花盛开的
季节，一簇簇粉红色的花朵格外
鲜艳，与各种形状的彩灯相映成
趣。

随心而行，一座座楼房笔直
挺立，一间间民宿整洁雅致，一
朵朵路旁花姹紫嫣红。大人在
村庄里悠闲散步，小朋友在广场
上快乐玩耍。漫山遍野的油菜
花次第开放，虽比不上桃花的浪
漫，牡丹的雍容，却最能抚慰人
心。

随着油菜花的盛开，到龙王
沟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骑
上观光小单车，绕着整个示范区
欣赏各个景点，有的登上观景塔
欣赏万亩油菜花海。逛累了可
以到村内的老茶馆休息，喝上一
杯浓郁芳香的绿茶，悠闲自若地
和好友畅谈未来，饿了可以到老
面馆吃上一碗老式红薯面条，还
可以到古法榨油坊欣赏非遗表
演，感受老一辈人的辛勤劳作。

然而，以前这里并不像现在
这样美丽、有趣。听村民们说，
以前村里年轻力壮的人都外出
务工，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和留守
儿童，村里除了田地，什么也没
有。房子也是矮小的土坯房，好
一点的就是砖瓦房。

近年来，宝丰县委、县政府
打破行政区划，推动多村“抱团
发展”，成立龙王沟乡村振兴示
范区，展现醉美龙泉寺、画里王
堂、乡愁杨沟的“乡土味”，配好
增加农民收入、抓大村集体经
济的“金钥匙”，打好发展特色
产业、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生态牌”，紧紧围绕“五大振
兴”，努力实现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
乡村振兴之路。

为 了 推 动 农 文 旅 融 合 发
展，龙王沟示范区采取土地经
营权入股、以每亩 500 元保底
分红的模式，流转土地 6000 余
亩，打造高标准农田，集中种植
优质油菜、油葵，依托示范区万
亩油菜、油葵种植，建设榨油
厂，拓展产业链条，油料作物加
工生产成食用油。群众入股
——公司专业化管理——效益

分红，这种投资、发展模式让农
民变身为股民，扩宽了群众的
增收渠道，带动村集体经济发
展。今年 2 月，示范区组织村
民在广场举行分红仪式，以每
亩地一壶油的标准为村民发放
分红，“我流转了5亩地，分了5
壶油。这次分红让俺家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坚定了我
继续流转土地的信心，相信随
着龙王沟的发展，俺家能有更
多的实惠，过上更好的生活！”
村民吕春玲这样说。

同时，示范区搭建平台，带
领村集体和群众打造非遗文
化，推出系列农副产品，让有想
法、有梦想、有才华的人在这里
可以施展才华。今年 70 岁的
范宝忠是一名老军人、老党员，
曾经接触过古法榨油，年轻时
因生活所迫放弃了这门手艺，
如今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和乡
村振兴的到来，他主动找到村
里，想重拾旧业，把这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现在，他
在村里的老油坊工作，每天接
待游客上千人。他说，现在人
们生活都提高了，不想让老祖
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到此就结束
了，得让它传承下去。

示范区还从完善人才引育
机制入手，多举措引进乡贤回
归助力乡村振兴。张本义就是
其中一位。今年 58 岁的张本
义曾是一位二级厨师，一直在
外地做小吃生意，去年 10月，村
书 记 找 到 他 ，希 望 他 回 到 家
乡。他果断交接手中的生意，
一周以后来到龙王沟示范区老
食堂，开启自己的二次创业。

“我们的生活很惬意，城里
人都羡慕得很。”乡村振兴的实
施，让龙王沟的村民每时每刻
都在感受着变化。出行便利，
环境整洁，居住换新，人们惊喜
地发现，龙王沟更有趣、更有魅
力，也更有活力了：民居、民宿、
产业、文化、古迹、自然……种种
元素和谐共融，纵情此间，乐不
思蜀。

人们改变着龙王沟，龙王沟
也改变着这里的居民，党员群众
戮力同心，未来会更美好。

龙王沟的蝶变
□张海博

4月8日，武汉“解封”周年日，这
座英雄的城市樱花盛放，江水拍
岸，已重回往年繁华。

而去年初，一场骤然来袭的
新冠疫情打乱了这个城市的节奏，
阴云笼罩四野，全国为之紧张，武汉
按下“暂停键”。

三江同源，千里同心。
党中央紧急调度346支医疗队

火速驰援武汉，4.2万多名医务人员
逆行出征。我市卫健系统积极响应
号召，精锐出战，先后组织3批共83
名优秀医务工作者援鄂。

“我经历过抗击非典，参加过医
疗援非，这次抗击疫情也不能缺
席。”“我从事重症医疗工作13年，又
有抗击新冠肺炎的经验，我申请驰
援武汉。”“我不是超人，但披上‘战
袍’，就要发光发亮”。这些激昂的
话语来自我的“战友”，疫情暴发后，
他们闻令而动。

曹飞，我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
临时党支部书记，去年2月2日驰援
武汉。身为一名感染控制专家，他
临危受命、带队出征，被编入我省唯
一负责新冠肺炎危重症救治的医疗
队。当晚他们一抵达武汉，即召开
领队会议，没有丝毫喘息，第二天即
进驻病区，接收病人，不到48小时，
收治了51个患者，其中18名病危患
者、33名病重患者。深夜1点，一个
队员发过来信息，“主任，我们要不
要留下遗书？”“别担心，我会把大家
平安带回去的。”“自己想写就写吧，
写完放自己箱子里，不统一收，如果
用不上，将来自己处理。”他和队员
的对话显示了当时的危险。可为了
履行誓言，兑现承诺，在武汉的 58
个日夜里，他依然一丝不苟地投入
病区感控和危重症患者救治工作，
很多时候每天睡眠不足 4 个小时，
最终带领他的青年突击队实现了

“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
徐红波，市第二批援鄂医疗队

副队长，去年2月4日驰援武汉。从
去年腊月二十九，他进驻市传染病
医院隔离病区开始，就一直没有回
过家。2月4日接到奔赴武汉的通知
时，已是夜里11点多，他没有告诉妻
子，一是怕打扰家人休息，二是武汉
是重疫区，他怕妻子担心。工作紧
张而繁重，又很危险，有时妻子打来
电话，他也只说还在本院隔离病
区。直到3月5日，平顶山微报报道
我市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新闻，上
面出现徐红波的照片和名字时，妻
子才知道他一直在武汉抗疫一线。

朱茜文，市第三批援鄂医疗队
临时党支部书记兼队长，去年2月19

日出征武汉。“出发的命令下来了，
别告诉我妈，我没跟她说。”朱茜
文嘱咐身边朋友的一条短信，包含
了许多牵挂。工作中一向雷厉风
行的“女汉子”，此时将思念与眷
恋独自咽下。为方便工作，她临行
前剪掉了长发。她的队伍受命接
管武汉中心医院发热十二病区，距
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两公里，是李
文亮医生生前所在医院。由于天
气寒冷，又要高频次、长时间接触
大量病患，随时有职业暴露的风
险。每次上“战场”前，为了防止
中途上厕所，她尽量做到少吃食
物、少喝水，同时穿好尿不湿，以
防万一。防护服很厚、很重，不透
气，一穿就是五六个小时以上。每
次脱下后，她身上都是一条条的勒
痕。护目镜、口罩也在脸上留下了
深深的印记。

就这样，从萧瑟寒冬到春意渐
浓，83名医务工作者与时间赛跑、与
病魔较量，以专业能力、拼搏精神，
生动诠释了“什么是白衣天使，什么
是救死扶伤”。

他们的无畏逆行，他们的义不
容辞，他们的恪尽职守，他们的顽强
坚持，让武汉人民铭记在心，让鹰城
人民热泪盈眶。

抗疫改变了很多事，影响了很
多人，有人“火线入党”，有人投身医
学，有人加入志愿服务队伍，更多的
人则用其精神激励自己。

寒来暑往，岁月流转。而今，全
国抗疫斗争已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但每每回想起那段抗疫历程，回想
起身边英雄们的坚毅果敢，我依然
心受触动。作为一名卫生应急
工作者，用实际行动赓续伟大
抗疫精神，守护百姓生命健康，
是初心，也是使命。

初春时节，走进宝丰县龙王
沟示范区，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
旁的樱花树。正是樱花盛开的
季节，一簇簇粉红色的花朵格外
鲜艳，与各种形状的彩灯相映成
趣。

随心而行，一座座楼房笔直
挺立，一间间民宿整洁雅致，一
朵朵路旁花姹紫嫣红。大人在
村庄里悠闲散步，小朋友在广场
上快乐玩耍。漫山遍野的油菜
花次第开放，虽比不上桃花的浪
漫、牡丹的雍容，却最能抚慰人
心。

随着油菜花的盛开，到龙
王沟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
骑上观光小单车，绕着整个示
范区欣赏各个景点，有的登上
观景塔欣赏万亩油菜花海。逛
累了可以到村内的老茶馆休
息，喝上一杯浓郁芳香的绿茶，
悠闲自若地和好友畅谈未来，
饿了可以到老面馆吃上一碗老
式红薯面条，还可以到古法榨
油坊欣赏非遗表演，感受老一
辈人的辛勤劳作。

然而，以前这里并不像现在
这样美丽、有趣。听村民们说，
以前村里年轻力壮的人都外出
务工，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和留守
儿童，村里除了田地，什么也没
有。房子也是矮小的土坯房，好
一点的就是砖瓦房。

近年来，宝丰县委、县政府
打破行政区划，推动多村“抱团
发展”，成立龙王沟乡村振兴示
范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主动
作为，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展
现醉美龙泉寺、画里王堂、乡愁
杨沟的“乡土味”，配好增加农
民收入、抓大村集体经济的“金
钥匙”，打好发展特色产业、促
进 农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的“ 生 态
牌”，紧紧围绕“五大振兴”，努
力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乡
村振兴之路。

为 了 推 动 农 文 旅 融 合 发
展，龙王沟示范区采取土地经
营权入股、以每亩500元保底分
红的模式，流转土地6000余亩，
打造高标准农田，集中种植优
质油菜、油葵，依托示范区万亩
油菜、油葵种植，建设榨油厂，
拓展产业链条，油料作物加工

生产成食用油。群众入股—公
司专业化管理—效益分红，这
种投资、发展模式让农民变身
为股民，扩宽了群众的增收渠
道，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今
年2月，示范区组织村民在广场
举行分红仪式，以每亩地一壶
油的标准为村民发放分红，“我
流转了 5亩地，分了 5壶油。这
次分红让俺家得到了实实在在
的利益，也坚定了我继续流转
土地的信心，相信随着龙王沟
的发展，俺家能有更多的实惠，
过上更好的生活！”村民吕春玲
这样说。

同时，示范区搭建平台，带
领村集体和群众打造非遗文
化，推出系列农副产品，让有想
法、有梦想、有才华的人在这里
可以施展才华。今年70岁的范
宝忠是一名老军人、老党员，曾
经接触过古法榨油，年轻时因
生活所迫放弃了这门手艺，如
今随着脱贫攻坚的结束和乡村
振兴的到来，他主动找到村里，
想重拾旧业，把这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下去。现在，他在
村里的老油坊工作，每天接待
游客上千人。他说，现在人们
生活都提高了，不想让老祖先
留下的文化遗产到此就结束
了，得让它传承下去。

示范区还从完善人才引育
机制入手，多举措引进乡贤回
归助力乡村振兴。张本义就是
其中一位。今年58岁的张本义
曾是一位二级厨师，一直在外
地做小吃生意，去年 10月，村党
支 书 找 到 他 ，希 望 他 回 到 家
乡。他果断交接手中的生意，
一周以后来到龙王沟示范区老
食堂，开启自己的二次创业。

“我们的生活很惬意，城里
人都羡慕得很。”乡村振兴的实
施，让龙王沟的村民每时每刻
都在感受着变化。出行便利，
环境整洁，居住换新，人们惊喜
地发现，龙王沟更有趣、更有魅
力，也更有活力了：民居、民宿、
产业、文化、古迹、自然……种种
元素和谐共融，纵情此间，乐不
思蜀。

人们改变着龙王沟，龙王沟
也改变着这里的居民，党员群众
勠力同心，未来会更美好。

龙王沟的蝶变
□张海博（河南平顶山）

天使逆向而行
□王海涛（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