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季帐篷节开启市民消夏生活新方式

������昨日，记者在淮阳区刘镇屯镇紫荆台行政村紫荆台景区广场看到，群
众正津津有味地观看戏曲演出。 这种文化下乡、搭台唱戏的文化传播形式
在群众中喜闻乐见。 记者 沈湛 摄

游客沉浸式体验桑椹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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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家
庭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扶沟县包屯
镇一个不起眼的村落里，一个以霍玉
生为核心的霍姓人家，因“重家风、重
孝道、重教育、乐助人”而远近闻名。

重家风。 霍玉生一家是父亲霍昌
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躲避战乱

从山西省阳城县来到河南扶沟落户

生活的。 霍玉生始终教育 7 个子女要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自始至终践

行“尊老敬贤、扶危济困”的家风。 在
大哥霍玉生、大姐霍爱云的耳濡目染
下， 一个 60 余人的大家庭形成了尊
老爱幼、乐善好施的良好家风。

重孝道。 古人说“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 这在霍玉生家庭得到了很好
体现。 霍玉生的母亲今年已百岁高
龄，仍精神矍铄、身体健朗，在保持年
轻时的爱节俭、爱操劳之外，也与子
孙后代的尊老敬老不无裨益。 每年大
年初二是家庭聚会日，全家人都要从
全国各地赶回来团聚，叙亲情、感党
恩、尽孝道。 如今已是四世同堂的霍
氏一家其乐融融，其家孝心孝道被周

边父老乡亲所津津乐道。
重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霍家深知教育是立德树人之根本，再
苦再难也要供孩子们读书，让他们成
为有用之人，报效国家。 在霍家七姐
弟中，5 人获得了中专以上文凭，特别
是刚恢复高考后的 1979年和 1980 年
两年有 3 人考上了大学，成为远近闻
名的“大学生家庭”。 目前，整个大家
庭已有 30 多名大学生， 其中本科生
18 人，研究生 14 人，多次被省市级媒
体报道。

乐助人。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是霍玉生大家庭

的传统美德，父亲霍昌付义务为村民
修理自行车几十年。 霍玉生曾说过
“人人都有一时难， 你帮别人渡过一
时难，你也可以帮他渡过一世难”。 他
除把兄弟早逝留下的孩子供养成为

研究生、成家立业外，还多次为本村
小学捐款，设立霍氏奖学金，鼓励学
生刻苦学习，他帮助和救助的乡邻乡
亲更是不计其数。

霍玉生一家曾多次被该县为“文
明家庭”。 2019 年霍玉生被评为河南
省 “文明家庭 ”以来 ，全家人以此为
荣，在各自的岗位上更加努力，向着
更高的目标迈进。 ②18

霍玉生：文明家庭育新风 传承文明重践行

�������进入 5 月， 正是瓜果飘香的季
节，桑椹、车厘子、彩虹西瓜、羊角蜜、
水果西红柿……大自然的馈赠伴着
农人的辛勤劳动，这些甜蜜的果实引
人食指大动。 5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
西华县黄桥乡裴庄村万亩桃园旁，由
西华县委、县政府精心筹备的“全民
采摘节”拉开大幕。

“摘桑椹去喽！” 开幕仪式在孩子
们的欢呼声中结束，飞奔向“五月椹”
桑椹园的脚步意味着 “全民采摘节”
的开始。 “摘黑的，越黑越甜！ ”“摘些
红的，好放。 ”“穿白衣服的注意点儿，
桑葚汁染上了洗不掉。 ”“妈妈你看我
手变‘黑’啦……”“不光手‘黑’了，嘴
也变‘黑’了，哈哈！ ”……不论大人小
孩，青年人还是老年人，大家都体验
着摘桑椹的快乐。

“五月椹 ”桑椹园位于安罗 （机
西 ） 高速西华西出口西约 200 米路
南，占地约 360 亩 ，是全市甚至全省
最大的桑椹产业园。 园内桑树基本都
有 10 年树龄，正值盛果期，每年大概
5 月 10 日至 6 月 10 日桑椹成熟时，

个大质好的桑椹果长满树枝，压弯枝
头，果肉颜色早晨红，中午日头最足
时引起大量花青素沉淀成为透亮的

黑色。 熟透的桑椹不用摘，手一“抹”
就掉，放进嘴里一口爆汁，自然甜香
充斥口腔， 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
来。 “五月椹”桑椹园的主人是河南益
品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沛鑫，他告
诉记者， 产业园内的桑果不施化肥、
不打农药，全程采用绿色有机方式生
产，老人小孩均可放心食用。 不仅有
本地桑树，还成功引进种植了原产地
巴基斯坦的桑树品种，以及从韩国引
进的具有牛奶口味的稀缺品种白色

桑椹等 “稀罕物”。 除了接待本市游
客，周边郑州、漯河等地的人们纷纷
慕名前来，预计整个采摘季要有数万
采摘客。

“85 后”的杜沛鑫是西华县逍遥
镇人 ，2010 年河南农业大学硕士毕
业，在外打拼两年后毅然辞掉高薪工
作回到家乡， 与父亲一起种植桑树。
为了改变传统农业附加价值低的痛

点，杜沛鑫除了引入“采摘经济”对桑

椹园进行经营升级，还发挥专业所长
开辟桑椹果酒、 桑椹酵素生产线，不
仅完善了产业链，还解决了部分周边
农民的就业问题。 他们的桑椹衍生产
品没有一滴添加剂，原汁原味，为广
东、香港、台湾等地的一些品牌代加
工的桑椹原液、桑椹酒、桑椹酵素等
产品能卖出很高的价格。

近年来，西华县委 、县政府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城乡
融合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大力实
施文旅融合发展战略， 立足西华当
地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 科学
谋划布局，精心组织实施，于此前成
功举办了西华县第十九届桃花节 ，
有力推动了全县农业和文旅产业深

度融合发展，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促进了乡村振兴。 桃花落后，
带着可爱绒毛的青桃挂上枝头 ，到
5 月底第一批桃子 “黄金蜜壹号 ”成
熟上市，接力桑椹采摘。此外附近乡
镇农场及黄泛区的车厘子、 彩虹西
瓜、羊角蜜、黄金梨。 像是“排队”一
样依次成熟， 让历时大概 5 个月之

久的西华县“全民采摘节”没有断档
期。

为办好本次采摘节， 西华县委、
县政府认真谋划、精心筹备，努力在
细节上展现诚意， 在体验上下足功
夫，提升农家乐、民宿、农耕博物馆、
颍水湾水上游乐场及星光露营基地

等设施；在采摘核心基地新建大型停
车场 3 个，开辟黄桥到周边国家计委
（西华）五七干校旧址、黄泛区农场、
通用机场、杜岗会师纪念馆、女娲城
等不同组合、 精品短途旅游路线，丰
富孩子研学及市民体验内容，全面优
化升级接待服务水平。 并将持续举办
特色农副产品、非遗产品展销和电子
音乐节、烧烤节、帐篷节、农民文化艺
术节等文娱商展活动，努力把此次采
摘节打造成居民群众假日休闲娱乐、
生活劳动体验、亲子交流互动的好去
处，让居民群众、外地游客们的采摘
之旅真正成为文化之旅、 欢乐之旅、
甜蜜之旅，并在活动中更加真切地感
受到家庭的温暖、劳动的快乐、生活
的美好。 ②2

五月黄鹂鸣桑枝紫椹采摘正当时
———西华县“全民采摘节”走笔
记者 乔小纳 邱一帆 张猛 / 文 李龙周 段九君 / 图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文 / 图）“这
是金银花呀！ 俺这村边的小片荒成宝
地了，你看这一根根像金针似的，多好
看，能当茶叶、能当药材，一斤能卖 80
多块钱哩。 ”昨日，郸城县汲水镇张岭
行政村西北角，今年 60岁的王素梅和
53岁的孔令云正在采摘金银花（如上
图)。该村整理出零零星星的小片荒共
计 80亩地，全部种上了金银花。

像张岭村一样，汲水镇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以特色产业为突破口壮大村集
体经济。 号召全镇 27 个行政村整理
村内废旧坑塘周边、 村边闲置地、废
旧宅基地等小片荒，因地制宜种植生
命力强、收效价值高的金银花，逐步
走上特色产业化道路。 目前，该镇共
整理小片荒 650多亩，全部种植金银
花，每亩可实现收入 8000多元。金银
花具有药食同源的双重功效，市场需
求大，用途广泛，因其具有防暑降脂、
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的功效，既是常
用中药材， 又可作为保健食品原料，
发展前景光明。

“像这样没有展开花瓣的金针才
值钱，摘得晚了就开成小白花，价钱
就低了一些。 俺摘一斤奖励 6 块钱，
在家闲着没事，一天挣几十块零花钱
吧。”王素梅一边说着，手还不停地揪

着一根根“金针”。 记者看到，连片的
金银花枝繁叶茂，一簇簇黄白相间的
花朵俏立枝头，生机盎然。

在汲水镇孙庄行政村 ，10 多位
老太太每人搬个小马扎正在金银花

田里忙着采摘。 83 岁的付学荣一天
还能摘四五斤、 挣 30 多元工钱，71
岁的刘喜兰手脚麻利，每天能摘十多
斤、挣 80多元工钱。大家坐在田间一
边唠嗑一边挣钱，其乐融融。

“俺村共整理小片荒 80 多亩，
镇政府聘请技术员指导我们学会

了技术 ， 现在采摘之后自己烘炕 ，
又买了烘炕机 ，4 斤湿花能炕出 1
斤干花。 你看，500 斤湿花放进去从
15 摄氏度开始慢慢烘炕，12 个小时
之内慢慢升湿 ， 出来就是 65 摄氏
度的成品干花 ， 能带动全村 60 多
人就业 。 ”孙庄行政村党支部副书
记王呈认 、村委会委员邓蓝天已经
成为采摘 、收购 、烘炕金银花的行
家里手。

汲水镇党委书记刘芳修告诉

记者 ，为解决群众种植金银花的后
顾之忧 ，该镇多方筹资购置智能烘
干设备 ， 建设标准化中药材加工
点 ，满足群众烘干收储的需求 。 同
时与山东省某金银花合作社对接 ，
确保销售无忧。 ②16

郸城

桑椹果酒、桑椹酵素等衍生产品展示成为采摘节上的一大亮点

小片荒种出乡村振兴“金银花”

记者 苑美丽

�����5月 13日晚，由周口日报社·周道客户端、
沙颍半岛风景区联合主办的周口市第一届第
一季帐篷节璀璨盛启。

近年来， 我市积极开发沙颍河两岸旅游
观光带， 不断激活文旅市场， 满足市民休闲
游、近郊游。 周口日报社利用媒体优势积极助
推周口市周边旅游热潮，大力推介美丽周口、
文明周口、和谐周口，为周口文明城市建设贡
献媒体力量。 记者 张建中 摄

半岛有约 亲水观光

积极开展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
市消防救援支队

�������本报讯 （记者 朱东一 文 / 图）
今年 5 月 12 日是第 15 个全国防灾
减灾日，主题是“防范灾害风险，护航
高质量发展”。5月 12日，市消防救援
支队在川汇区文化广场开展防灾减

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如上图），旨在提
高全社会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避险

能力，增强广大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火警电话是多少？ ”“正确的逃生

姿势是什么样子？”……在咨询台，宣
传人员边提问边发放宣传资料，向群
众讲解常见的消防安全常识、火灾逃
生自救等知识，认真地解答群众提出
的疑惑。 在消防展板展示区，宣传人
员通过图片、文字和视频，将真实的
火灾案例、惨痛的火灾教训生动形象

地展示在群众面前；在消防器材展示
区，液压剪切钳、远距离救生抛投器、
钢筋速断器、手动破拆工具组等一件
件“高精尖”装备器材整齐排列，消防
指战员向群众介绍了各种特种消防

器材的名称、用途，并演示使用方法，
平时难得一见的消防装备让群众大

呼“过瘾”！ 在逃生帐篷疏散体验区，
烟雾缭绕的帐篷模拟真实的火灾现

场环境，群众通过完成逃生帐篷穿越
有效提升了自救自护能力。

据悉，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
料 2000 余份 ， 解答群众疑难问题
260 余次，进一步增强了全社会对火
灾风险的防范意识和群众自救互救

能力。 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