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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境好 小家也美满

我
的
十
年

讲述人：王利锋
年龄：49岁
身份：农民

讲述人：刘轶群
年龄：37岁
身份：中学教师

□本报记者 吕占伟

8月14日，在市区一家摄影
馆，37岁的刘轶群站在妻子和
两个女儿中间，拍了一张全家
福，一家四口的幸福表情在瞬
间定格。

10 年来，市一高英语教师
刘轶群亲历教学环境不断改
善，先后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
女儿。他爱上了自驾游并积极
投身志愿服务，成长为教育自
媒体领域的网络达人。

以下是刘轶群的自述——

教学环境不断改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支援
平顶山建设，我的爷爷从山东
举家迁来平顶山。我的母亲是
一名小学老师，受她的影响，
2007 年秋，我成为市一高一名
英语教师。

刚参加工作时，教师办公
室里没有电脑，教具是搭配幕
布的悬吊式投影仪，需要教师
提前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连接
调试好。一节课下来，老师们
的手上、肩上全是粉笔灰。后
来，每个办公室都装了公共电
脑，教室里也配备了多媒体一
体机，教学条件好多了。

去年暑假，市一高分年级
陆续迁入位于示范区未来路的
新校区。教学楼宽敞又气派，
每位老师都拥有一个独立工
位，配备一台“云办公”电脑，动
动手就可以查询到最新最全的
教学素材；教室里安装了先进
的多功能一体机和“纳米”黑
板，配备了空调，理化生实验室
和书法、美工、劳技、历史等学
科以及社团教室也一应俱全。
这个秋季开学后，市一高老校
区剩余的年级都将迁入新校
区。

二孩家庭幸福美满

十年来，我的小家也越来
越“壮大”。2011 年 8 月 31 日，
我与同一个办公室的周老师登
记结婚。婚后，我常用一辆自
行车载着她穿过城市的大街小
巷，后来我们用电动自行车代
步，接着又买了小轿车。我们
住在卫东区帝景花园小区，10
年来，我亲历了本市路网的高
速建设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
异，生活越来越便利。

2013 年初，我的大女儿降
生。2017 年夏，借着二孩政策
的东风，我们的小女儿降生。
因为小女儿早产，我和妻子带
着她辗转于平顶山、郑州两地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治疗，花了
不少钱，所幸新生儿医保和大
病救助政策解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如今，两个女儿一个上小
学，一个上幼儿园，都健康又活
泼。每到周末或者寒暑假，我
们一家四口就会到市文化艺术
中心、平顶山博物馆和市区的
鹰城书苑“打卡”，享受四口之
家的幸福时光。

路网发达出游便利

近年来我爱上了自驾游，
节假日载着妻女去鲁山登尧山、

洗温泉、吃揽锅菜；到叶县看县
衙、吃烩面；在宝丰瞻仰中原解放
纪念馆、喝羊肉汤；去郏县游览临
沣寨，吃豆腐菜、饸饹面。我们
还游览了全国十多个省份。

去年夏季河南遭遇洪涝灾
害，我报名前往新乡灾区开展
志愿服务。近年来，我借助微
信、微博和抖音平台积极弘扬
教育正能量，收获了不少粉丝。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更
加努力地投身教育事业，同时
用心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在一
个又一个的“十年”里一直幸福
下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8月10日上午，在郏县薛店
镇狮子口村南的田间，49岁的
王利锋忙着给自家的玉米浇
水：“我这块地有 100 亩（1 亩≈
666.7平方米），是农村农业部推
广实施玉米与大豆间作的示范
基地，每亩地享受200元的补贴
呢！”

王利锋是狮子口村农民，
曾经在苏州打工。10年来，他成
长为一名优秀的新型职业农民，
在黄土地上实现了人生价值。

“王利锋不怕困难，加上党和政
府的好政策，他们全家和郏县润
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都
享受到了社会发展的红利。”薛
店镇党委书记薛晓东说。

以下是王利锋的自述——

政策帮扶让我涅槃重生

我家里条件差，结婚后去
苏州追梦。

2008 年，家乡的干部前来
苏州招商，我果断决定返乡创
业。回到家里后，我拿出全部
积蓄，建起了 200 头的养猪场。
就在我准备大干一场时，不料
遭遇市场疲软，两年间几乎赔
光了家底。

首次创业失败，我没有退
缩，从承包土地上看到了东山
再起的希望。2014 年，在郏县
农业农村局、郏县扶贫办、薛店
镇政府和村里的大力支持下，
我流转土地 100 亩种植良种小
麦和玉米，靠科学种田摆脱困
境赚到了钱。

2015 年，我的流转土地面
积增长到500多亩，注册成立了
郏县润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
社。第二年，我的种植规模有
1100多亩，还投资购买了4台大
型拖拉机和大型收割机等农机
设备，仅购买农机，国家就补贴
了10多万元。如果没有政策帮
扶，我一个农民哪里还能东山
再起啊！

在各级政府的帮扶下，我
发展社员 300 多户，托管土地
4000多亩。合作社社员涉及薛
店镇狮子口、太朴寨、刘七以及
茨芭镇的齐村等10多个村庄。

致富不忘乡亲

2017 年，我参加了郏县农
村农业局举办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班，发现石磨面粉市场前
景很好，就投资100多万元做起
了石磨面粉加工，产品销售到
市区和郑州、洛阳、许昌等地。
去年，我的石磨面粉进入网络

直播间，深受网友追捧，产品卖
到了全国各地。今年4月，我生
产的面粉还被国家农业农村部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为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去年 4 月，我又投资 30 多

万元建起挂面加工厂。
近年来，我家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原来的 3 间土瓦
房变成了 5 间漂亮的楼房。我
还考取了驾驶证，开上了小轿
车。

致富不忘乡亲，社员种的
粮食卖给我，每斤（1 斤＝500
克）粮食比市场价格高 5 分至 1

毛。平时合作社安排10多人在
田间做工，农忙时用工达70人，
年发放工资 8 万多元。石磨面
粉加工车间安排了5人就业，每
名工人每月有 3000 元的工资。
逢年过节，我都给本村和附近村
里的100多个困难家庭送年礼。

2020 年发生疫情后，我捐
款捐物累计2万多元，用于疫情
防控和村里的环境整治。

现在，我和家人种着自己
承包的300亩土地，为小麦种植
专业合作社社员提供免费服
务，经营着面粉厂和挂面厂，日
子过得充实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