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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乡村干部要逐

户 反 复 核 实 贫 困 户 入 库 信

息，发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的 ，务 必 仔 细 核 实 、及 时 改

正，做好信息动态调整工作；

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干部要

不断走村入户，加强与群众

的沟通联系，处事公平、多干

实事，将党的政策宣传到位，

真正做到与群众心贴心；脱

贫攻坚工作中没有旁观者，各

级干部要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

的事，遇到问题要立即解决，决

不能相互推诿、寻找客观理由，

切实为高质量实现脱贫摘帽提

供坚实保障。

古松还来到贫困户王向成

家中，对群众认可度、“六改一

增 ”提 升 工 程 等 情 况 进 行 调

研。 （艾向华）

查漏补缺 补齐短板
高质量实现脱贫摘帽

（上接第一版）要明确任务，

按照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

化 、城 市 园 林 化 、乡 村 林 果

化、廊道林荫化、庭院花园化

“六化”要求，精准发力、重点

突破。要创新机制，着力破

解造林用地、资金、管护等瓶

颈制约，确保圆满完成造林

任 务 。 要 加 大 督 导 ，实 行 周 督

查、旬通报、月检查机制，倒逼责

任落实。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泉谈

了赴郏县考察感受；副县长赵飞宣

读了“送果树进农家”活动实施方

案；副县长李华南安排部署了今冬

明春国土绿化工作。 （冯栎）

精准发力
力争短时间内实现新突破

（上接第一版）在就业创业扶

贫上，累计培训贫困劳动力

13096 人 ，带 动 贫 困 劳 动 力

转 移 就 业 16726 人 ，培 训 率

达 98.6%、就业率达 99%。

叶县被推荐创建全国健

康扶贫示范县；“加减乘除”

扶 贫 模 式 、生 猪 养 殖“ 千 头

线 ”模 式 、教 育 扶 贫“ 五 个

一”、扶贫小药箱等做法，被

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主流

媒体宣传报道；全省文化扶

贫现场会、扶贫广播现场会

在叶县召开。武国定副省长

莅叶调研时，对“小广播户户

有、大喇叭村村响”、补充档

案等自主创新举措给予充分

肯定，全市就业创业扶贫工

作现场会在叶县召开。

通过一系列扶贫政策，

目前未脱贫贫困户 3544 户、

7672 人 。 全 县 已 退 出 贫 困

户均能达到“一收入两不愁

三保障”标准。

全县 123 个贫困村已全

部实现“六通四有”，其中通

村公路、通客运班车、安全饮水、

标准化卫生室、生产生活用电、

宽带、广播电视户户通以及合格

村 医 已 实 现 所 有 行 政 村 全 覆

盖。危房清零和“六改一增”提

升工程，确保“危房不住人、住人

无危房”，建有 120 个村级光伏

电站和 148 个村集体经济标准

化厂房，所有贫困村均发展有村

级产业，且村集体收入均可达到

5万元以上。

县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全县 123 个贫困村已累计

退出 119个。

相关数据显示，去年，叶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以及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等基

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均达

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日前，

叶县已经完成贫困退出县级自

评、市级初审。通过对照《河南

省贫困退出实施办法》《河南省

2018 年贫困县退出工作方案》，

叶县有信心通过省级验收，实现

高质量脱贫摘帽。

（乔培珠）

2018年叶县
13012名群众光荣脱贫

叶县东有个水寨乡，

乡政府南 5里是太康。

太康村里喜事多，

听我慢慢给恁讲。

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

农民翻身得解放。

多亏党的好领导，

幸福生活乐无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好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强。

改革开放 40年，

建设成就多辉煌。

太康村里变化大，

说不尽的好事一桩桩。

起初走的是土路，

坑洼不平尘土扬。

八十年代石子路，

走路就比原先强。

2000 年建成水泥路，

百姓出行心舒畅。

如今又铺柏油路，

群众想都不敢想。

党员群众服务站，

技术培训进课堂。

街上路灯明又亮，

一天三遍喇叭响；

听新闻，听歌曲，

还把戏曲来欣赏。

村里建起个大广场，

健身跳舞精神爽。

农闲时节来娱乐，

农村城市一个样。

群众文化大繁荣，

精神文明大发扬。

原先骑的自行车，

现在电车轿车满街放。

电视机黑白变彩电，

液晶电视很平常。

做饭用的气和电，

自来水家家都用上。

从前吃饭顾温饱，

如今用餐讲营养。

涤纶羽绒呢子料，

许多人穿戴是高档。

过去住的瓦房屋，

如今是别墅和楼房。

在过去，孤寡老人无人管，

现如今，敬老院里把福享。

年轻人为了多挣钱，

外出打工去闯荡。

全国各地都跑遍，

哗啦啦票子腰里装。

60岁老人有社保，

全社会人人都赞扬。

翻天覆地变化大，

真是一年一个样。

免缴皇粮和国税，

农民心里喜洋洋。

农业实现机械化，

优良品种多打粮。

农业不断调结构，

土地流转是方向。

种地大户显神威，

烟田果园连成方。

勤沟河畔景色好，

还有那茂盛的大林场。

在自家门口能就业，

村里办起服装厂。

教育事业大发展，

教学楼屹立村中央。

重视医疗和卫生，

全民健康有保障。

村容村貌大改变，

美化环境新气象。

网络时代大潮流，

网上购物新风尚。

党支部是咱的主心骨，

好事做到咱心坎上。

发扬民主选“两委”，

一届更比一届强。

干部作风大转变，

廉洁奉公做榜样。

党员是咱的带头人，

扶贫济困暖心房。

千言万语表不尽，

衷心感谢共产党。

太康百姓同声唤，

紧紧跟着党中央。

精准扶贫齐发力，

脱贫致富奔小康。

神州共筑中国梦，

改革开放谱华章。

孙合宇

太 康 村 巨 变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快板书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

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

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

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这首诗的作者黄庭坚，一生除了做官、

作诗、书法了得之外，还有一个不为多数人

所知的嗜好——酷爱水仙。他写了多首赞

美水仙花的诗，上面那首名为《王充道送水

仙五十枝》。

水仙花别名凌波仙子、金盏银台、落神

香妃……李时珍说：“此物宜卑湿处，不可缺

水，故名水仙。”其“根大如鸡卵，苗长三四

尺，叶似蒜叶，中心抽条，茎端开花，六出红

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冬生夏死”。据说

水仙原种为唐代从意大利引进，六朝时称之

为“雅蒜”，宋代称之为“天葱”，更有俪兰、雅

客、女星等美丽的名字。水仙花早在宋代就

已受人注意和喜爱，其花朵秀丽，花香扑鼻，

清秀典雅，不仅仅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

一，也是世界上有名的花卉之一。

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水仙盆：雪白的内壁

陪衬外面粉蓝色的海波花纹，中间有二龙戏珠

的图案，满满的中国元素。水仙是干净易养的

花儿，晒晒太阳换换水就好，适合家庭养，更适

合懒人养，且其花形精致玲珑，香气清幽，是漫

长清冷的冬天里不可多得的小知心儿。

最近，闲逛时偶得一本好书——《闲情

偶寄》。作者李渔是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文

学家、艺术家、美学家、建筑家。集“五家”于

一身的这个江南文人李渔，不仅是一个热爱

生活的人，还是生活得很艺术的人。他能够

把生活的经验用文艺的笔触写成书，这便是

他高出许多风流才子的地方。这个生活得

很艺术的江南才子，在《闲情偶寄》花草部中

这样写水仙：“水仙一花，予之命也。予有四

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

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无

此四花，是无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夺予一

季之命也。’”

因为南京的水仙最好，李渔将家安在南

京，他说并不是安家在南京而是安家在水仙

之乡。“记丙午之春，先以度岁无资，衣囊质

尽，迨水仙开时，则为强弩之末，索一钱不得

矣。欲购无资，家人曰：‘请已之。一年不看

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夺吾命乎？宁

短一岁之寿，勿减一岁之花。且予自他乡冒

雪而归，就水仙也，不看水仙，是何异于不返

金陵，仍在他乡卒岁乎？’家人不能止，听予

质簪珥购之。”典当度日之际，换了谁都会拎

得清缓急轻重，有什么事比一家人糊口养命

更要紧？将水仙花与自己的生命连接起来，

宁短一岁的寿命，绝不可缺这一岁之花。当

掉珍藏的首饰也要买水仙回来，这不是又一

个千古痴人吗？那么李渔眼中的水仙到底哪

里出众？——“其色其香，其茎其叶，无一不

异群葩，而予更取其善媚。妇人中面似桃，腰

似柳，丰如牡丹、芍药，而瘦比秋菊、海棠者，

在在有之；若如水仙之淡而多姿，不动不摇，

而能作态者，吾实未见之也。”

小女子自然比不得前辈们的痴绝如许，

但顺手养一盆小花儿的情致还有。案头花

盆内，有山间的顽石和海滩的贝螺，陪伴着

几棵水仙静静等待春天，而它们默默无语中

成了我心中最美的山水。

朱培鸽

养一段春光

1
同事小朴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学历高，

外语好，来公司之初颇受领导器重。领导经

常安排他做一些外事接待、活动策划类的工

作。起初，小朴干得很起劲，任务完成得相

当漂亮。但时间长了，他便开始以各种借口

推托。

有一次，小朴推掉的任务落在我头上，

我拿着方案去向他请教，他对活动有许多想

法。我便顺便问他为什么不自己接下来。

小朴说，这些本来就是额外的工作，他

没理由拿一份工资做两个人的事情。再说，

干得多错误多，他不愿意吃亏。

原来，起初的积极表现是他的刻意之

举，只是为了向领导证明自己的实力，方便

以后得到重用或提升。忙活了一段时间没

有回报，他便失去了兴致。

对他的“精打细算”，我总感觉哪里不对

劲，但又说不出来。直到去年小朴在储备人

才进修名单中落选，我才明白问题出在哪

里：这种怕吃亏的心态，其实是会限制职场

发展的。

在小朴看来，本职工作以外做额外付

出，会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需要花费额外

的精力学习，也可能增加出错的概率。但在

领导看来，这却是态度不积极、不愿意锻炼

的表现。怕吃亏的人，目光都只看到了三寸

远，没有为自己做长远的打算。许多“亏”都

是成长的机遇，怕吃亏的人，其实是在拒绝

成长。

2
朋友玉龙在一家公司做 IT，被同事们

戏称为“史上最受欢迎”的 IT。

别的 IT 人员只负责调整电脑系统，而

玉龙向来是有求必应，所以大家解决不了的

问题都愿意来找他帮忙。

公司原来有一套电子流程审批系统，由

于开发得早，有一些流程已经跟实际运行

不太相符，各个步骤也都变得缓慢。因为

系统大体上还勉强能用，而优化系统不但

费时费力，弄不好还会不及原来的系统好

用，所以抱怨虽多，但也一直没人提及系统

优化。

这样吃力未必讨好的事，玉龙却闷头做

起来了，常常加班加点地研究。有大半年，

玉龙为了节省时间，中午都是叫外卖或者泡

面对付。系统优化成功的时候，他差不多已

经累掉了一层皮。

新系统方便快捷，为大家省了不少事，

连老板都称赞玉龙是公司的“一把宝刀”。

凭着不怕吃亏的精神，玉龙成了大家津津乐

道的职场常青树。

玉龙常说，吃点亏怕什么，问题能解决

才是最重要的。

玉 龙 的 吃 亏 哲 学 算 得 上 是 大 智 若 愚

了。那些遇到问题就明哲保身的人，表面上

是没有吃亏，实际上也放弃了自己出头的机

会。职场永远需要能解决问题的人，不怕吃

亏才是最受用的护身符。

3
我的写作老师曾说：千万不要小看那些

敢吃亏的人，不肯吃亏是精明，敢于吃亏却

是智慧。

吃亏并不是一件蠢事，有时候，它是成

长的必经之路。只要不怕吃亏，耐心地将各

种“亏”转化为生存和成长的利器，就没有什

么亏会吃一辈子。

等到学徒成长为师傅、小白成长为精

英，我们会发现，那些最能与别人拉开差距

的经验，往往都是从我们多吃的“亏”里得来

的。

而天下也没有白吃的亏，那些看似白费

的力气，最终会在某一时刻成为我们的铠

甲，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有不怕吃亏的格局，才有力气赶更远的

路。

薛笙

怕吃亏的人，都赶不了太远的路

前 几 日 ，母 亲 打 来 电 话

说，今年要吃香肠腊肉，请趁

早回家过年。母亲充满埋怨

的爱意，以及那香气浓郁、肉

质细嫩、咸淡适中的腊味，唤

醒了我沉积心底的乡思……

在家乡农村，冬至一过，

每家每户就忙着杀年猪、做腊

肉。母亲是做腊肉的好手，她

先把猪肉分切成手掌那么宽

的长条，然后就是炒腌料，即

把盐、花椒、丁香粉、桂皮粉、

八角粉等混合在一起炒制，最

后把炒香的腌料均匀地涂抹

在肉上。腌上一周，每两三天

去翻动一下，腌料就充分地渗

透到肉中。七天腌制期一到，

就用麻绳或铁丝把腊肉穿起

来，挂到有阳光并且通风的地

方晾晒。

腊肉晾干了，我们这些小

孩子的事情就来了，要到山坡

上去捡松树枝来熏肉。熏肉

是件需要耐心的活，火不能太

大，不然就会把肉烧焦；而火

太小，又起不到熏的作用。父

亲母亲通常会在灶房里熬上

一个通宵，才熏出肉皮金黄、

肥肉冒油、瘦肉溢香的腊肉。

我们看了，都忍不住想去撕一

块下来吃。“生的，吃不得！”小

手被母亲打回，欲滴的口水只

能往肚里咽。

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挂着

一排排熏腊肉，那是家乡腊月

里的一道风景。吃的时候，只

需要把腊肉切成小块，洗净煮

熟后，切成薄片，放在碗里金

黄透明、香气四溢。腊肉入嘴

即刻化油、化渣，但肥而不腻、

咸淡适宜、口齿余香。熏腊肉

或冷盘，或红烧，或炖汤，或蒸

煮，均可，皆为百吃不厌的家

常美味。

寒冬腊月，全家人围炉而

坐话家常，亲情融融。火炉上方

搭一个架子，挂上几块腊肉，油

脂渗出，坠入炉火里，便发出噼

噼啪啪的声音，顿时满室飘香。

用刀剔下一小块腊肉，放进嘴

里，慢慢咀嚼，细细品味，浓郁悠

远的腊味便一丝丝、一缕缕，攀

上了味蕾，缠住了乡情……

家乡的腊肉，不仅仅是味

道，更是一种生活，犹如家乡

的民风，憨厚、纯朴。比起城

市超市里的那些包装精美且

价格不菲的腊肉，它少了一分

华丽，多了一分朴实，凝聚着

亲人的挚爱。

家 乡 的 腊 味 ，家 乡 的 滋

味，嘴知道，心也知道。

张辉祥

腊味乡思

如果能再高一些

我就可以

伸手够到天空了

那些白色的云朵

俨然是

我洗白

并且掏空了身子的

兄弟姐妹

它们像炊烟

更像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洁净高贵的灵魂

高高在上

如花绽放

随风飘荡

而我就好像是

一尊石刻雕像

有着不怕风吹雨打

海浪欺凌

以及无惧于阳光暴晒的

黝黑发亮的肌肤和骨骼

每天每天

我就这样

一动不动地

静立或安坐在海边

在或深或浅的海水里

修炼

——渴望得道成仙……

周家海

礁石

同台竞技
1 月 2 日，健身气功爱好者们正在进行比赛。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叶县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叶县健身气功协会承办。全县共有 37

支代表队 200余人参加比赛。 娄浩然 摄

文艺表演
1 月 4 日，洪庄杨镇举行“红装飞扬”党群志愿服务队授旗仪

式，志愿者在表演文艺节目。 吴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