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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讲解
光山县白雀园镇电管所向留守儿童

讲授安全用电小常识

本报讯（邹晓峰 谢庆锋）“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千万
不要挪动风扇，不要用手摸电插座等电器，出门要把电
视机、照明灯等电器关掉，这样，小朋友们就能学会安全
用电了……”8 月 16 日星期天,一大早，光山县电业公司
白雀园电管所所长黄保勇和电工余超一起，来到老山村
老油榨村民组，黄保勇手持用电安全知识读本，召集在
树脚绿萌下玩耍的十几个留守娃，给他们讲解安全用电
小常识。这个场景是该所为假期留守儿童灌输用电安全
知识的一个缩影。

为了确保留守娃暑期在家的用电安全，假期刚开
始 ，白雀园电管电所就组织全所干部职工召开了 “向
农村儿童灌输安全用电知识” 的专题会，做到成立组
织，建立机构，确保此项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 接受宣
传者是一些留守儿童，他们就从简易的安全用电知识
开始，面对面进行传授。 由于灌输的安全用电知识都
是纠正儿童们平常习惯性用电的做法，所以孩子一听
就懂。

截至目前，白雀园供电所已为青少年学生和留守儿
童举办暑期安全用电讲座 33 场（次），发放安全用电教
育宣传资料 870 余份，890 多名青少年学生和留守儿童
接受安全用电教育，受到学生家长的普遍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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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芡实种植孕育致富大产业
8月 16日傍晚，商城县鄢

岗镇汪寨村龙头堰芡实种植

专业合作社芡实种植基地里，
十余农户正在忙着采摘芡实。

据合作社负责人赵兴库介

绍， 该合作社成立于 2014年，
现在鄢岗镇汪寨村、 河凤桥乡
新桥村共种植芡实 300余亩。

“今年前期干旱， 后期雨
水较多，芡实比以往提前成熟
了一个多月。 从采摘情况看，
亩产并没有减少，仍可达 300
斤。去除人工、种子、肥料等成
本，亩产纯收益 3500 余元。 ”
合作社负责人赵兴库站在堰

塘边满脸笑容地说。
据了解 ， 芡实外形似鸡

头，米粒淡黄，俗称鸡头米，能
健脾除湿，有“水中人参”之美
誉。 今年 51 岁的赵兴库早先
在江苏等地做餐饮生意，后来
为了照顾孩子回到家乡，通过
亲戚介绍与芡实结缘，从开始
的几十亩到如今的 300 余亩，
赵兴库的芡实产业越做越大。

“堰塘水深需七八十公
分，漂在水面上的浮萍不仅遮
住了芡实根部的阳光，还吸收
水里的养分， 影响芡实生长，
需要时常打捞。芡实不像其他
作物有病虫害，主要是雨水多
容易滋生病菌，需要定期向水
里撒治菌药，这种药只针对病
菌，对人体无害。 ”谈起种植技
术，赵兴库坦言 ，他也是经过
几年的摸索，加上自己外出学
习积累而来。 2018 年，商城县
农业农村局组织该县种植大

户到南京农业大学进行技术

培训，又让他增长了见识。
富了脑袋， 鼓了口袋，赵

兴库并没有忘记乡亲 。 2014
年合作社成立后，他带动五六
十家农户，开垦荒田废塘种植
芡实，并为他们提供种子、传授
种植技术， 辐射带动周边地区
种植芡实近 1000亩。他还整合
周边 32户芡实种植大户，成立
芡实产业协会， 经常组织芡实
种植大户交流种植技术， 组织
参加各种农副产品展销会，拓
展芡实的销售市场。

目前，该合作社建有一座
芡实加工车间，有 1 台生产加
工机械和 1 个冻库，每年能帮
助周边种植户加工芡实 30 吨
左右。 2019 年，该合作社种植
的芡实还荣获了商城县第二

届蔬菜节“芡实王”称号，合作
社还多次被鄢岗镇人民政府

授予“脱贫攻坚先进单位”。
“我家就在这附近，每年都

来这里从事芡实育苗、 施肥、割
米这些手上活， 一天一百块钱，
每年能干 3个来月，除去天阴下
雨，挣 7000多块钱不成问题。 ”
正在采摘芡实的河凤桥乡栏杆

桥村贫困户宋启兰微笑着说。
“现正值采摘季， 每天用

工三四十人。 ”赵兴库告诉笔
者，该合作社带贫 30 多户，每
年每户平均增收 5000 多元。

“如今的芡实种植不仅是
赵兴库家的致富好路子，更是
我县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大

产业。 今后，我们还会逐步扩
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人种植
芡实。 ”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徐孝国如是说。

淮滨县：“采摘游”助农增收
本报讯 （韩 浩 朱丝语）

“我们一家人经常带着孩子前
来采摘火龙果，火龙果成熟期
正赶上暑假，带孩子来采摘既
能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还能
让他们与自然接触，丰富他们
的知识， 别有一番乐趣。 ”近
日，在淮滨县台头乡台头村四
季优果火龙果种植基地的大

棚里，王女士提着满满一筐刚
刚采摘的火龙果说。

四季优果火龙果种植基

地是该县唯一种植火龙果的采

摘园，眼下正值盛果期，走入火

龙果种植大棚只见一个个红灯

笼般地果实密密的挂在枝条

上，红彤彤的格外诱人，吸引了
不少游客前来采摘。

据基地负责人杨豪介绍，
自 5 月份火龙果成熟以来，每
天前来采摘的游客都不少，特
别是节假日日日接待游客可

达上百人。
“我们种植的主要为红心

火龙果，甜度高、水分足，含有
丰富的花青素，今年是第一年
盛果期，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
不绝。 近年来，‘采摘农业’兴

起，游客能够第一时间吃到自
己采摘的最新鲜的水果，种植
户们足不出户也有很大的受

益，可谓是一举两得。 ”看着逐
渐增多的游客 ， 杨豪更是对
“采摘游”发展信心满满。

乡村旅游不仅关系着农

民的民生福祉，也关系着城镇
人口的生活品质，更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突破口。 目前，该基
地共占地 200 余亩，除火龙果
外还种植了西瓜 、 黄桃等水
果 ， 正带头激活乡村振兴的
“新动能”。

近年来，华英公司围绕鸭产业上下游沿链、补链、强链，已成为以加工生产
与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的高端食品加工企业和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企业。 目
前，公司产品远销日、韩、欧盟、澳洲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率达到同行
业 15%以上。 图为 8 月 18 日，车间生产时情景。 本报记者 邹 乐 摄

舞出新生活
罗山县彭新镇村级文化广场打造农

民休闲娱乐新环境

本报讯（沈世承）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各项惠民
政策的深入推进，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如今，广大
农村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也开始追求丰富多彩的
精神文化生活，跳起了时髦的广场舞。 特别是农闲的夜
晚，罗山县彭新镇 20 个村（街）的文化广场上都灯火通
明，各自村级文化广场上都会有十几到几十名妇女伴随
着欢快的音乐翩翩起舞，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 现在，
“广场舞者” 的身影已经成为该镇夜幕下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线。

以前，农村一到傍晚，人们要么打牌，要么在家看电
视。 自从广场舞兴起后，每当夜幕降临，人们就会从四
面八方赶来，加入其中，有人跳，有人看，每天直到晚上
9 点多才散场。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项时尚
而又健康的活动中来，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几岁，最大的
已年过古稀。

为支持这项时尚而又健康的活动，该镇党委、政府
对全镇 20 个村（街）文化广场周边实施了亮化工程，以
此改善“广场舞者”跳舞的条件和环境。 每天晚上，人们
就这样伴着动听的音乐，欢快地跳着广场舞，自由自在
地享受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如今，在彭新，广场舞已“舞”进新农村，丰富着广大
村民的夜间文化生活。 他们正跳着轻快的舞蹈，以崭新
的面貌，舞出精彩的新生活，舞进美丽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