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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邢晓蕊 文/图

本报讯“俺村种了15亩线椒，
长得很好，因为疫情卖不出去，着
急人……”8月11日上午，在叶县廉
村镇吕庄村大片辣椒地里，该村党
支部书记吕怀领看着大片的红辣
椒，愁容满面地说（如图）。记者了
解到，廉村镇今年种植了上万亩辣
椒，其中近700亩线椒已到采摘季
节，因受疫情影响，销售渠道不畅，
辣椒出现滞销，菜农焦心不已。

当天上午，记者来到吕庄村辣
椒种植基地，辣椒长势良好，眼前
一片碧绿。拨开密密的绿叶，便看
到枝丫下挂满了长长的辣椒，有的
翠色欲滴，有的红似灯笼。“下面的
辣椒都长红了，再不摘下来，很快
就会坏掉。而且，长成的辣椒不及
时采摘的话，还会影响辣椒继续生
长，造成减产。”吕怀领说，今年吕
庄村种植了近70亩辣椒，其中15
亩线椒已经到了采摘季节，朝天椒
等也都逐渐长成。由于无人来买，
椒农犯起了愁。有些椒农把辣椒
拉到附近的菜市场或县城超市去

卖，但每天的销量都很低，他们根
本不敢大面积采摘。“摘下来没法
存放，不摘吧，这么好的线椒长老
了，还得烂到地里。”看到有的线椒
已经掉落下来，吕怀领心急如焚。

“今年辣椒长得真好！”“线椒
都长红了，得赶紧采摘了。”一同
前来的廉村镇副镇长贺晓辉、产
业办主任赵秀甫等人看到辣椒长
势良好，也都喜忧参半。贺晓辉
说，该镇近年来把辣椒种植作为
兴镇富民的一项产业来抓，今年
53 个行政村总共种植了万亩辣
椒。目前，线椒已经到了采摘季
节，长势一天比一天好，种植户也
都喜上眉梢。但目前武汉、重庆
等地的商户不能及时前来收购，
当地商超用量很少，大批新鲜辣
椒将面临腐烂的命运，镇领导也
都急上心头。

赵秀甫说，该镇成立了叶县豫
酱香食品有限公司，想通过大力发
展辣椒种植和深加工产业，助农民
增收。不过，目前加工厂还正在安
装机器设备，最快一两个月后才能
投入生产。“辣椒没法放，等不及

了，得赶紧找到销路。”叶县豫酱香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宏雷说，今
年椒农的辣椒如果卖不出去，就会
打击他们开展特色种植的积极
性。他多方联系了市区大型生鲜
超市，然而大型商超一般都签有固
定供货商，大批量订购农户的货不
太现实。“我们也在尝试通过电商
平台寻找销路，但是目前效果不明
显。”侯宏雷说。

随后，记者一行又来到该镇邵
庄村辣椒种植基地，发现碧绿的枝
叶下挂满了青红辣椒，一串串，一
簇簇，十分喜人。不过，有些辣椒
因为来不及采摘，已经出现干瘪或
腐烂现象。邵庄村党支部书记杜
中山说，村里种植的多为线椒，目
前仅少量通过菜市场售出。“俺们
这里种的辣椒很少喷洒农药，除草
剂都没用，全部由村民人工薅草，
辣椒品质绝对放心，希望热心人士
能帮我们打开销路。”

在廉村镇沙渡口村、王店村
等，成片的辣椒田也都丰收在
望。椒农们盼望着收获，也都期
待着早日将辣椒卖出去。

“希望热心人帮我们打开销路”

叶县廉村镇辣椒丰收却成愁

□记者 刘蓓

本报讯 近日，卫东
公安分局东工人镇派出
所户籍室民警上门为行
动不便的老人办理身份
证时，看到老人经济拮
据，偷偷替老人垫付40
元工本费。

经提供新闻线索的
卫东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副大队长陈雪艳牵线，
8 月 11 日，记者联系到
了当事人——东工人镇
派出所户籍室民警吴超
飞。吴超飞说，8月3日
一大早，辖区居民张大
爷急匆匆地来到户籍
室，说他的老伴儿患有
糖尿病，因并发症身体
行动不便，身份证丢失
后一直没有补办，现在
老伴儿病情严重，急需
身份证办理住院手续。
了解情况后，吴超飞当

即表示当天中午上门为
老人办证。张大爷一听
连声道谢，放心地回家
了。中午一下班，吴超
飞就利用午休时间，和
搭档孙濛濛一起，在一
名熟悉社区情况的辅警
带领下，来到张大爷家
为其老伴儿办理了新身
份证。

“到张大爷家后发
现，说其家徒四壁一点
也不夸张，后来又了解
到老人唯一的儿子患有
白血病，家里经济非常
困难，我就把办身份证
的 40 元工本费帮他垫
上了。”吴超飞说，垫钱
的事儿是瞒着两位老人
的。

孙濛濛与吴超飞搭
档多年，她评价吴超飞
善良热心，给群众垫钱
的事儿“光我知道的都
有三次”。

民警上门为老人办身份证

偷偷垫付了40元工本费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8月11日，市妇联传来
消息，我市4户家庭分别荣获2021
年第二季河南省绿色环保最美家
庭和廉洁治家最美家庭荣誉称号。

其中，获评河南省绿色环保
最美家庭的是来自石龙区的王晓
晓家庭和张严严家庭。王晓晓是
一名老师，常年坚持环保节能低
碳生活。自制居家物品，变废为
宝，美化家庭环境，如阳台的花
架、厨房的储物架、置物架、手工
饰品等都是用工地丢弃的材料或
者生活废旧材料做成的。她家中
还种有很多的植物，一进门即可
感受到绿色、环保、生命和阳光的
气息，很具特色和品位。王晓晓
在学校班级分配的田地里种有韭
菜、香葱、玉米菜等，都是没有打
农药的绿色食品。她还借助家长
会开展“珍爱生命健康，拒绝垃圾
食品”讲座，传播健康饮食与绿色
环保理念。

张严严是一名小学老师，有较

强的节水意识，生活中能做到一水
多用，家庭成员不使用一次性塑料
制品和一次性筷子等，齐心协力打
造绿色家庭。她以绿色装扮每一
个卧室，并带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买
花草装扮家，加入绿色家庭的行
列。她的父亲也是一个多面手，各
式各样的瓶瓶罐罐、废纸等，只要
经过他稍加巧思创作，都能摇身一
变成为漂亮又精致的装饰用品或
是童玩，令人爱不释手。在学校，
张严严倡导学生节俭用水，不乱扔
垃圾，不践踏草坪，在家里多动手，
不吃垃圾食品。

获评河南省廉洁治家最美家
庭的是来自汝州市焦村镇的焦顺
家庭和舞钢市寺坡街道九九山社
区的郑治泰家庭。今年 81 岁的
焦顺老人曾获得“全国税务系统
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上班时，
他由于身体有疾行走不便，距家
10多公里的路常常要走两三个小
时。为了不耽误工作，他总是天
不亮就出门，后来病情加重，实在
走不动，瘦小体弱的老伴儿就用

架子车拉着他上下班。退休后的
焦顺经常义务为群众修理农机器
具和家电，还培养了三个徒弟，无
私地把技术传授给他们，他还资
助多名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如
今，焦顺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导致
右眼失明，仍每天通过收音机听
新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周围
群众宣讲国家政策。

今年90岁的郑治泰老人是一
名退休老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
人。他曾担任舞阳钢铁有限公司
纪委书记，在任期间，以身作则，始
终坚持把廉政建设作为立身之本，
并把其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孩
子们在他的教导下从小养成抵制
各种利益诱惑的能力，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了勤
俭节约、自力更生的好习惯，他们
家是社区有口皆碑的模范家庭。
同时，他在社区也经常为大家讲解
党的百年光辉历史，让大家铭记党
史，传承红色基因，鼓励年轻人借
鉴党史中的智慧与力量，用心用情
去干好本职工作。

我市4户家庭获评省级最美家庭

□记者 杨岸萌

本 报 讯“ 要 不 是
人家捡到交给警察，我
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捡
到的，否则一定要当面
感谢人家。”8月 10 日，
市民赵女士致电本报，
感谢拾金不昧的不知
名市民。

赵女士说，当天上
午 11时许，她骑电动车
外出办事，装着银行卡、
身份证、购房合同、交款
票据和两万元现金的挎
包放在电动车脚踏板上
的纸袋子里，行至湛北
路与荟文街交叉口附近
时，发现脚踏板上的纸
袋不见了。

“最近刚买房，交了
首付款，正筹钱、办手
续，家里所有贵重的东
西都在包里装着，两万
元现金是刚借的，还没
来得及存到银行卡里。”
赵女士说，发现纸袋丢
失之后，她立即拨打110
报警，之后原路往回
找。“大概两三分钟，我
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我
的包被人捡到后交到了
建设路与光明路交叉口
的警务室，让我过去认
领。听到这话，我才算
松了一口气。”

根据赵女士提供的
电话，记者联系到了市
公安交管支队新华大队
建光岗警务室的辅警张
欣馨。“当时我正和同事
在警务室轮休，突然进
来一位男士，说他在双
丰商城附近捡到一个袋
子，里面好像有不少现
金。”张欣馨说，这位男
士说完把袋子放下就走
了，她只记得这位男士
穿深色上衣，其他的都
没印象。“因为包里有现
金，失主肯定很着急，所
以我们赶紧打开包找，
希望能找到有效信息好
联系失主。”

张欣馨说，他们先
找到了身份证，立即
把身份证发到工作群
里，查找电话；之后又
在购房合同上发现了
电话号码，当即拨打
联系，正好联系到着
急的赵女士。

“东西失而复得，让
我虚惊一场。遗憾的
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位
好心人拾金不昧，不能
当面感谢。”赵女士说，
我市正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这位市民身体力
行证明了什么是“文
明”，她希望能通过报纸
隔空对这位好心人说一
声“谢谢”。

男子捡两万元现金不动心
民警接力寻得失主
赵女士致电本报隔空感谢好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