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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王怡文的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证件号：
411524199501291421），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河南省胜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公章壹
枚 ( 编 号:4115010074577)，财 务 章 壹 枚（编 号 ：
4115030021558），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张民、袁艳艳之子张恺睿于 2018年 11月
25日在信阳市平桥区妇幼保健院出生，其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S410588664）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罗山县彭新镇张堂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2411521MF4100943Y)、行 政 公 章 壹 枚 ( 编 号 ：
4115210030521)、财务章壹枚(编号：4115210030522)、
法人章壹枚(刘志中)，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弘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所属车辆豫
SD52696 号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豫交运管信字
411502011607号），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身残志坚种粮人“领航”乡亲奔富路
6月10日，新县沙窝镇刘湾

村的水田中，一幅繁忙的劳作画
卷正徐徐展开。农户们弯腰俯
身，动作娴熟地将嫩绿的秧苗插
入泥中，一株株整齐排列的秧苗
在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而这
片希望田野的“领航人”，正是来
自八里畈镇李南冲村的种粮大
户李政斌。

李政斌幼时因一场意外落
下肢体残疾，但命运的挫折并未
击垮他。他没有自怨自艾，坚信
靠双手创造精彩人生，毅然踏上
自主创业之路。

在了解到新县的惠农政策
后，李政斌经过深思熟虑，决定
投身于水稻种植产业。然而，创
业初期的种种困难接踵而至。

“刚起步时，资金短缺、技术
空白，再加上我行动不便，每一

样对于我来说都是巨大的挑
战。”回忆起创业之初的艰辛，李
政斌感慨万千。

但这些并没有阻挡住李政
斌前进的脚步。为了克服困难，
他整日泡在田里摸爬滚打，抓住
一切机会向有经验的农户请教，
还积极报名参加县里组织的农
业培训。凭借着这股子不服输的
劲头，他逐渐掌握了科学种植的
窍门，也为自己的种植事业打下
了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打拼，李政斌的种
植事业蒸蒸日上。种植面积从最
初的20亩扩展到如今的2000余
亩，还带动周边 70 余户村民就
业。2021年，他牵头成立了新县
斌丽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带
动周边 5 户村民共同发展。如
今，他不仅实现年收入超200万
元，还毫无保留地为周边农户提
供技术指导，帮助他们改良品

种、提高产量，成为乡亲们眼中
的“致富带头人”。

田间地头里，李政斌的贴心
举措赢得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老李人真不错，请了两个大厨
给我们做饭，还总怕我们渴着累
着。”正在插秧的邵大姐直起腰
来，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满脸笑
意地夸赞道。

如今，李政斌租种的稻田遍
布沙窝、八里、新集等乡镇。谈及
未来的规划，他信心满满：“我计
划再扩种 2500 亩左右，希望能
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业，种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李
政斌冲破身体的束缚，用勤劳
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他不仅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奋斗传奇，
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温暖而坚
定的力量，成为新时代创业致
富的典范。

本报讯（胡天瑞）“同学们，
注意啊！咱们每株秧苗距离大
概是一拃，下田后用三根手指捏
住秧苗的根部插入水田。”10日
上午9时许，在息县路口乡弯柳
树村酵素农业科技示范园的水
稻种植田里，身穿红色马甲的志
愿者边示范边为学生们讲解正
确的插秧方式。这场以“沃土躬
耕承古训 青秧手植沐春晖”为
主题的插秧实践活动正在如火
如荼地展开。

来自息县理想学校的 200
余名学生站在田埂上，脸上写满
了兴奋与好奇。他们迫不及待
地挽起裤腿，踏入泥泞的水田。
初次下田，黏稠的泥浆就让不少
学生措手不及，田间回荡着孩子
们因踉跄发出的惊呼与欢笑。
带队老师在一旁细心指导：“保
持重心，脚要慢慢抬、轻轻放。”

掌握了在泥中行走的诀窍

后，学生们每人分到一小把嫩绿
的秧苗。他们弯下腰，左手分
秧，右手小心翼翼地将几株秧苗
插入泥中。一开始，学生们插的
秧苗东倒西歪，田间志愿者的指
导声、学生们的交流声、探讨声
此起彼伏。渐渐地，动作从生涩
变得熟练，一排排稚嫩的秧苗在
浑浊的水田中延伸开来。

“泥巴里每走一步，脚都像被
吸住一样，拔出来超级费劲！”七
年级的杨润馨擦着脸上的泥巴分
享着自己的深切体会。“以前老师
和爸妈总说‘珍惜粮食’，这次我才
真的懂了，每一粒米都是‘辛苦’变
的。”这番质朴而深刻的感悟，恰
恰印证了此次研学活动的初衷。
教师陈建光欣慰地表示：“在这次
的田间课堂里，孩子们脚踏泥土，
躬身插秧，真切体会到了‘粒粒皆
辛苦’背后的汗水，也在与自然的
亲密接触中，收获了播种希望的

喜悦与劳动的成就感。”
“从育苗、插秧、收割到脱谷

的全过程，孩子们都将全程参
与，让孩子们真正领悟到‘一粒
米’的深刻含义。”研学活动发起
人王春玲介绍道。

近年，息县积极拓展育人新
场域，将丰富多样的研学课堂延
伸至广袤乡村。让学生们在沉浸
式的乡土体验中锻炼观察能力、
启迪深度思考、磨砺实践本领，实
现知行合一。据统计，县教体局
先后指导50多所学校8000多名
学生顺利完成研学活动。

这些创新性的研学实践，不
仅极大丰富了学生的第二课堂，
更深刻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更接地气，更有利于
学生加深对农业、农村、农民的
认识，有助于城乡融合发展，探
索出一条乡村研学的精品路线，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学生变“农夫”课堂设田间
息县组织开展插秧实践活动拓展育人新场域

6月11日，在新县香山湖茶园，茶农正穿梭于茶垄间，手持机械设备对茶树进行剪
枝，为明年春茶优质高产打牢基础。近年，新县依托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茶产
业，强化品牌建设，茶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焦汉平 摄

近年来，金融诈骗案
件频发，手段花样翻新，给
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财产
损失和心理困扰。作为金
融消费者，我们不仅要提
高警惕，更要增强防范意
识，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
全。在此，平安人寿信阳
中心支公司特别提醒广大
消费者，注意以下金融诈
骗风险，并掌握应对方法。

常见金融诈骗类型
1. 虚假投资理财诈

骗：不法分子常伪装成“投
资专家”，吹嘘自己有内部
消息或独特投资渠道，以

“高收益、低风险”为诱饵，
吸引消费者投资虚拟货
币、期货、藏品等。他们还
会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初
期给予小额返利获取信
任，诱导消费者加大投入，
最后卷走所有资金。

2. 虚假网络贷款诈
骗：通过网络、电话、短信
发布“低息贷款”“快速提
额套现”等广告，冒充金融
机构工作人员，以“无抵
押、免征信、快速放贷”为
噱头，诱骗消费者下载虚
假贷款 APP。之后，以缴
纳“手续费”“保证金”“验
证还款能力”等理由，要求
消费者转账汇款，一旦转
账成功，便消失不见。

3.虚假“代理退保”诈
骗：不法分子谎称与保险
公司内部人员有关系，能
帮消费者“全额退保”，骗
取信任后索要高额“手续
费”。收到钱后，不仅不办
理退保，还可能将消费者
个人信息泄露或倒卖，消
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

威胁。
防范金融诈骗指南
1. 树立正确理财观

念：牢记“高收益往往伴随
着高风险”，对超高收益的
投资承诺保持高度警惕，
不被眼前的利益迷惑。选
择合法合规的金融机构和
投资产品，咨询专业人士，
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2. 保护个人信息安
全：不随意向陌生人透露
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
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不
点击不明链接，不扫描未
知二维码，避免下载来路
不明的 APP，防止个人信
息被窃取。

3.核实身份与信息：接
到自称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的电话或信息时，务必通过
官方客服电话、官网等正规
渠道核实对方身份和业务
真实性，切勿盲目相信并按
照对方要求操作。

4. 谨慎对待“代理退
保”：如果对保险产品有疑
问，直接联系保险公司客
服咨询，通过正规渠道办
理退保。不要轻信“代理
退保”的虚假承诺，以免遭
受经济损失和个人信息泄
露风险。若不幸遭遇金融
诈骗，请立即拨打 110 报
警，并保留好聊天记录、转
账凭证等相关证据，配合
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金融诈骗不仅损害个
人财产安全，还可能影响
社会金融秩序的稳定。作
为消费者，我们应增强防
范意识，提高警惕，避免成
为诈骗的受害者。

（戴子翔）

平安人寿信阳中心支公司风险提示——

警惕金融诈骗 守护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