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装促销

市民忙抢购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尚青云）昨日下午，记者走访市内的几
家商场和专卖店发现，不管是男装、女装还是运动装，各大品牌
的夏装已经开始打折促销了，折扣力度也相当诱人，大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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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左右。

记者来到位于东方红大道一商场内， 看到一楼卖场摆放着
好多衣服，旁边贴着各品牌的夏装打折海报。 “这件

POLO

衫原
价将近四百块，现在打折后，一百多块钱，挺划算的。 ”正在挑选
的陈先生一边说着，一边给记者看他手中的衣服。 “我前一阵看
好的一件衬衫和一条短裤，加在一起要差不多七百块钱，现在三
百多块钱就能买一套。而且现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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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我还能穿好久呢。趁
着现在打折，我得好好逛逛，有合适的给我女朋友也买几件。”跟
陈先生一同来购物的吴先生对记者说。

提前打折的夏装促销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部分品牌秋
装上市的脚步。 据商场的导购员介绍，虽然还没进入三伏天，但
是今年夏装上市早，所以打折促销也早，而且多数还是今年的新
款。 “今年的打折促销活动进行得早，差不多八月份就要上秋装
了，现在要尽快清理库存，为下一季的销售做准备。”商场一工作
人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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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不孕不育症医院
专业送子医院
新农合定点单位

孕育热线：

0376

—

6208222

地址：东方红大道东段（市医药公司斜对面）

信阳专业男科品牌医院新农合定点单位

信阳仁爱妇科医院
港式妇科好而不贵
健康热线：

0376-6590888

地址：信阳市工区路六里棚
110

号
（第十中学对面、高压开关总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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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忠：将根扎在农田的农艺师

本报记者杨长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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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忠说，他是个农民。不
过，他还有两个身份：农艺师及
潢川县伞陂镇农村经济发展服
务中心主任。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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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来， 这名农艺师一直在科技兴
农的田野上埋头耕耘。

李贤忠（左三）向农民介绍种子种植注意事项。

“高学历”的学子留在了农村，一时成为名人
高中学历在现在看来属于低学历。不过，

如果放在
1979

年，这可要算是高学历了。 高
学历的人才留在农村， 让李贤忠一时成为了
当地的名人。

其实，留在老家，李贤忠也有比较大的压
力， 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家乡。 他坦

言，虽然家贫，但父母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

一直让他上学，不过在高考时却落榜了。他选
择去南方打工， 就在即将登上火车的那一刹
那，他想起了被生活重担压弯腰的父母，想起
了渴望脱贫的父老乡亲。 他下定决心， 要留
下，并且必须在家乡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

利用“名人效应”，将科技种田的概念种植在农民心中
1986

年， 一次事故让李贤忠感觉到，自
己当农民帮助家乡父老的作用很有限， 必须
走其他的路。这年秋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水稻
病害袭击全乡，

90%

的水稻染上白枯叶病，眼
看着大半年的心血即将白费， 很多农民在田
埂上欲哭无泪。 李贤忠觉得， 自己该发挥所
学，为乡亲们做些事。 他仔细分析发现，水稻
受灾的原因在于乡亲们不懂防治病虫害的知
识，缺乏必要的药品器械。

于是，李贤忠决定，要创办一个农业技术
推广站， 为乡亲们提供农业技术服务。 第二
天， 他就迫不及待地找来了在函授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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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同乡伙伴商量这件事。 大家一拍即合。

1987

年， 潢川县伞陂寺乡民办农业技术服务站正
式成立， 这也是信阳第一家专门为农民提供
农业技术的机构。

服务站成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
广杂交水稻技术。 “当时，老百姓不知道什么
是杂交水稻，对其半信半疑，不敢种植。 我就
跟他们说，若因品种原因造成水稻减产，我就

按照市场价格赔偿他们的损失； 若水稻没有
减产，种子就白送！”这一招果然奏效，当年的
5000

斤杂交水稻种子全部推广出去了。

李贤忠不仅送了种子，还提供技术。秋收
的时候， 他指导的杂交水稻平均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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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公斤， 而原先品种的水稻的产量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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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斤左右！ 李贤忠再次成为名人！

自此以后， 李贤忠更是全身心投入到更
大范围内的科技兴农中， 先后免费为村民举
办科技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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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期，在全乡（后改镇）设
置农作物病重测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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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还建立了农作
物植保门诊部，成为了庄稼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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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 为了给乡亲们提供科技服
务，李贤忠将全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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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
325

个村民组不
知道跑了多少遍， 光是自行车和摩托车就已
经先后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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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他也将科技种田的概念，深
深种植在农民的心中。

51

岁的李贤忠目前仍种植了
50

多亩农
田。他说，自己种田，是为了做实验，是为了总
结经验教训，是为了对农民负责任。

“名人”闪光，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专家
“必须在家乡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 ”这

话说起来容易，但该怎么样实现呢？ 李贤忠
见到了家乡父老乡亲按照传统方式种
地，对于化肥农药之类的完全不会用。 村
里分给的化肥老是挥发， 村民们感觉是
因为其中的水分大了， 就先对其进行炒制；

庄稼生虫，老百姓认为是中邪了，就用榆
树叶熬药进行喷洒驱邪……“这让我意识到，

科学技术对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 李贤忠

说。

1982

年，得知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开办函
授班，李贤忠喜出望外，感觉机会来了。 他带
着家里东拼西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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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成为了函授班的
学员。他一边刻苦钻研农业技术，一边在自家
责任田里做实验。函授班毕业了，他家的粮食
亩产量全乡第一！

就这样，三年之后，他再次成为了名人，

到他家求教种粮技术的人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