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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不停学
面对暴雪潢川“空中

课堂”解难题
信阳消息（蔡丽）“上周暴雪封路，

虽然不能去学校， 但是借助‘空中课
堂’，学习一点没耽误。 ”

1

月
31

日，潢川
县春申中学七四班学生姚渊对笔者说，

“迎接期末考试，我们有信心。 ”

连日骤降两场暴雪， 为确保师生安
全，潢川县中小学先后紧急停课。 期末临
近，急坏了家长和师生。“我们立即安排骨
干老师根据学生学习进程备课，通过家校
微信群、

QQ

群发布‘空中课堂’ 授课信
息，

25

日‘空中课堂’开播，师生在直播平
台热烈互动，真正做到网络一线牵，停课
不停学。”该三中负责人说。暴雪阻断上学
路，“空中课堂”有效化解难题，此举得到
了家长的一致赞扬。 “这种在线直播教学
模式跟传统课堂一样可实时互动，学生与
老师交流提问。 家长也能有效参与，和老
师随时沟通。 ”学生家长陈嘉良说。

2017

年初，为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让
全县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潢川县部署
落实了“光州名师空中课堂”。 “这是利用
互联网技术让异地师生实时体验的互动
直播课堂，硬件要求不高，只要有一台能
上网的电脑，就能通过直播，有效引进优
质教育资源，打破名校壁垒，经过一年的
探索，‘空中课堂’已在有效提升区域教学
质量，推动教育均衡发展上，作出了有益
的尝试。 ”该县教体局负责人说。

商城县：特色种植致富山区群众
信阳消息（杨绪伟洪兰）隆冬

时节，万物萧瑟，商城县黄柏山下的
百战坪土特产种植基地却是热火朝
天的繁忙景象： 上百名群众分散在
各个山凹， 寻找杂灌遮阴的地方种
下天麻籽； 各家各户门前则晾晒着
截成固定长度的木段， 为来年种植
茯苓做着准备。

“这方圆千亩的大山上可都种
满了咱山里人增收致富的‘金种
子’。 ”百战坪土特产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林英润自豪地告诉笔者，

“通过发展特色种植，咱们合作社社
员

2017

年的总收入就超过了
800

万元。 ”

百战坪土特产种植基地所
处的黄柏山，地处大别山腹地，

山势连绵，气候宜人，森林覆盖
率高达

97%

，被誉为“天然植
物王国” 。

“以前因为山多地少粮食不够
吃， 山里群众是‘守着金山没饭
吃’。 ”头脑精明灵活的林英润是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通过种植、收

购、贩运商城本土的灵芝、天麻、茯
苓，一年纯收入

20

多万元，早早盖
起了楼房，过上了好日子。

一花独放不是春。 在黄柏山管理
处的帮助下，

2009

年，林英润等
8

人为
首批社员的百战坪土特产种植专业合
作社应运而生， 种植范围扩大到中药
材、食用菌，包括木耳、葛根、冬菇、桔
梗等

20

多个种类。 可观的经济效益，

吸引了百战坪村、 黄柏山村
300

多户
农户相继入社从事特色种植，带动

180

户贫困户快速脱贫，户均增收
3000

元
到

2

万余元。

“俺家里有两个孩子要上学，妻
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我除了种地也
没技术，这些年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
的。 去年我也加入合作社领了

3000

菌袋，种起了茯苓，妻子到合作社打
短工一天有

70

元的收入， 一年下来
增收了

2

万多元，日子是越来越好过
了。”茯苓大棚前，喜悦的笑容洋溢在
贫困户高善福脸上。

“只要是本地农业户口就可以
加入，优先发展贫困户社员。 ”林英

润热情地介绍说， “合作社前期无
偿发放给社员们优质菌种，提供产
前、产中、产后种植技术指导，还给
社员们介绍客户和销售渠道，如果
卖不出去合作社会高价回收，彻底
解决贫困社员的后顾之忧，帮助他
们早日脱贫致富。 ”

合作社还采用“统一供种、统一
标准、统一销售”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模式，严把“质量关”。 由于品质优
良，一到采收季节，湖北、安徽等地
的客商都慕名入村收购， 价格也比
别的地方高出一大截， 社员们的荷
包更鼓了。

“现在是做好产品， 以后要
做出‘品牌’ 。 ” 谈及未来的发
展， 林英润踌躇满志： “我们种
植的商天麻、商茯苓、商桔梗本
来就是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
品， 现在合作社也已经注册了
‘一线瀑’ ‘百战坪’ 两个商标，

相信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金名
片，一定会让山区群众特色种植
之路越走越宽。 ”

春节将至，

1

月
31

日， 罗山法
院组织帮扶责任
人前往该院帮扶
村开展集中慰问
活动，提前向帮扶
困难户送上新春
的祝福和问候。

尹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