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转改改 记者在现场
走走

高温遮不住，美景入画来。 近期特别是今夏入伏以来，我市持续
高温，较高的气温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不便，但晴好的天气也馈赠了
申城蓝天白云的美景，一时刷爆了信阳人的朋友圈。 碧水、蓝天、白
云的申城之约， 彰显了我市在环境治理和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成
效，也为信阳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添了彩头。 这是 21 日中午记者在市
区关桥上拍摄的图片。 本报记者 华 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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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大山拓荒育林三十九载 豪情不减投身造福后代大事业

八旬党员夫妇建成深山“桃花源”

《发展民营经济 助力信阳出彩》系列报道之四

牡丹鸡的“俏巴”历程

7 月 13 日上午 11 时，固
始 县 杨 集 乡 的 气 温 高 达

36℃。 高温下，一切都显得懒
洋洋的。但是在该乡八里堰农
业园区，一群群小鸡正在你追
我赶，快活啄食。“这就是我们
园区的一大特色产品———牡

丹鸡！” 八里堰特色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余中海

对记者说。
“固始鸡”闻名遐迩，但是

“牡丹鸡”却是第一次听说，大
家都期待着余中海的解释。

2016 年， 杨集乡政府交
给八里堰农业园区一个任务，
通过做产业带动贫困户。 当
时，正在种植油牡丹的余中海
感到非常荣幸， 但也很苦恼。
“我整天徘徊在牡丹园里苦思
冥想，寻找让牡丹林下闲置的
土地产生效益的方法。 ”余中
海说。

终于有一天，余中海找到
了答案。据历史文献记载，固始
县曾在公元 1390 年前有过养
牡丹鸡的历史。 “牡丹号称百花
之王，属性火；固始鸡号称土鸡
之王，也属性火，两者完全可以
‘生活’在一起，我要借栽牡丹
之势，打造升级版的固始鸡。 ”

余中海暗自欣喜。
说干就干，余中海迅速开

始了牡丹花下养土鸡的尝试。
然而，由于抗病能力差，散养
在牡丹花下的鸡苗每天都有

死亡。 可是，为了打造绿色食
品， 专家不让给鸡打抗生素，
让它们自生自灭。 面对惨景，
余中海心疼得直抹眼泪儿。

再后来，余中海惊讶地发
现， 牡丹花下的鸡苗不再死
亡，但种植的油牡丹却渐渐枯
萎。 原来通过仔细观察，余中
海发现存活的鸡喜好啄食牡

丹根。难道牡丹根对小鸡有药
用功效？ 余中海赶紧翻阅资
料。 原来牡丹根属丹皮，是中
草药， 具有增强免疫力之功
效，所以鸡吃了牡丹根就不再
生病了，成活率极大提高。 如
今， 余中海通过科学手段，已
经解决了牡丹鸡和油牡丹之

间此消彼长的关系，达到了和
谐供养的局面。

余中海养牡丹鸡的事逐

渐传开， 牡丹鸡也慢慢有了名
气。“销路没有问题，台湾同胞特
别喜欢牡丹鸡， 每只能卖 300
多元。 ”余中海对记者说，“下一
步， 我们将以牡丹鸡为主体，打
造更多林下养殖品牌，带动更多
农户增加收入。 ”

高温“烤”验信阳电网
用电负荷“三连跳” 突破历史极值

信阳消息（记者 李亚云）
昨日，记者从市供电公司了解
到，7 月 19 日 21：30， 信阳电
网用电负荷达 283.96万千瓦，
同比增长 8.5%， 而 7月 17日
大负荷 267.6 万千瓦，18 日最
大负荷 270.8万千瓦， 均超过
历史极值。19日的全社会用电
量达 5247.8万千瓦时，也再创
新高。 而随着气温的高位运
行，这些数据仍将不断刷新。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今年以来，随着全市经
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质量效
益持续提升， 用电需求旺盛，
电网负荷及电量保持较快增

长水平。 同时，2017年信阳电
网发展总投入达 26.2亿元，一
批重点电力工程投运，大大提
升了电网的供电能力，带来用

电负荷的释放。 电力供应整体
充足情况将在今年度夏期间

出现拐点，预计度夏期间在极
端连续高温闷热天气下，信阳
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将超过 300
万千瓦，电网最大供电能力为
315万千瓦， 整体能满足用电
需求，但局部仍在供需矛盾。

面对用电需求高峰时期，
供电公司提醒广大市民，为了
公众利益，请合理用电、节约
用电。 日常生活工作中，可将
空调设定 26℃以上， 减少空
调使用时间；合理使用照明灯
具，随手关灯；及时切断办公
设备和家用电器电源，减少待
机耗电，尽量不在用电高峰时
段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农业
排灌和非连续性生产企业请

尽量避开高峰时期用电。

信阳消息 （记者 周 涛

杨长喜） 在我市新县有这样
一对党员夫妇： 他们都已年
逾古稀， 丈夫今年 81 岁，妻
子 79 岁，而两人的党龄加起
来超过 120 年； 更让人心生
敬意的是， 至今他们已共同
守护大山 39 年， 垦荒造林，
硬是把荒山野岭打造成了花

果连片的 “桃花源 ”，把石头
山变成了满目青翠的 “金山
银山”。

22 日上午， 在新县陡山
河乡刘湾村抱耳楼村民组一

处山坡上的砖瓦房里， 记者
见到满头大汗的徐绪祥 、李
大华这对夫妇时， 他们刚刚
顶着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巡
山归来。

交谈中记者得知， 徐绪
祥老人 1938 年出生 ，7 岁就
“参加了童子军负责站岗 ”，
期间还受了伤 ；1953 年参军
入伍，1955 年退伍前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 老伴儿李大
华小他两岁，1958 年入的党。
新县是深山区， 荒山多农田
少 ， 农民人均只有半亩地 。
1978 年年底， 改革开放的春
风吹到农村， 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开始推行。 但是，当乡
里、 村里动员大家搞山地承
包时， 村民们纷纷打起退堂
鼓。 在一次村里的会上，在妻
子的鼓励下， 徐绪祥站了起
来：“我们是党员， 我们来承
包！ ”他们随即签下了 137 亩
荒山的承包合同。

定了就签，签了就干，夫
妻俩把家搬到山上， 开路修
坡，拓荒造林。 山上没房子，

就搭个窝棚；种树没有水，就
去山下找；饿了啃口干馒头，
渴了就喝山溪水 ，两人 4 年
都没出过山。 一些村民很不
理解 ： 满山都是乱石头 ，这
两口子到底图个啥 ？ “国家
倡导植树造林 ， 绿化祖国 。
我们身为党员 ，就要干这样
建设社会主义 、造福子孙后
代的大事业！ ”面对记者，徐
绪祥老人回忆起当年的豪言

壮语，依然动情。 从 1984 年
秋季开始 ，山上的板栗等经
济作物挂了果 ，徐绪祥东拼
西凑借来 3000 元钱买了辆
货车 ， 开出大山卖这些宝
贝 。 卖的钱他们除了还债 ，
其余的全都投到山上 。陡山
河乡党委书记屈文明告诉

记者 ， 作为一代造林人 ，近

40 年的时间里徐绪祥夫妇
把这 137 亩山地建成果园 、
林海 ， 共种植杉树 、 黄柏 、
银杏等数十种树木 10 万余
株 ， 还修造了 10 多里的育
林山路 。

谈话间， 李大华从屋里
捧出两个抽屉来， 里面几十
份荣誉证书她如数家珍 ：
1989 年 8 月，徐绪祥荣获“河
南省劳动模范”称号；1992 年
3 月，李大华领到“全国三八
绿色奖章”……“去年习总书
记还提出， 造林绿化是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一
年接着一年干， 一代接着一
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们
还不老， 还会继续把这项大
事业干下去！ ”徐绪祥微笑着
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 张方志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徐绪祥向记者介绍他的““桃花源”” 本报记者 周 涛 摄

蓝蓝天天白白云云入入画画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