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泌阳县郭集镇种植

的豌豆已进入采摘期，一眼望

去，绿油油的豌豆尖在微风中

傲然挺立。村民忙着采摘、装

袋、称重、运送，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豌豆种植让村民增

收致富有希望、有盼头，既丰富

了菜篮子，也鼓起了群众的钱

袋子。⑥5

本报记者 徐 明 通讯员
张 跃 摄影报道

豌豆喜丰收

群众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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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县 席虎成 18239638811 平舆县 徐佳瑞 15836627179
正阳县 李玉荣 13939618718 确山县 张新义 13839677641
泌阳县 方 祥 13393951202 新蔡县 苏 凯 18739628886

各 县 区 记 者 站 负 责 人

近年来，平舆县李屯镇坚持把“三
园”建设放在首位，把发展作为第一要
务，举全镇之力，创新思路，高质量推进
乡村振兴产业园和共同富裕加工园建
设，掀起了“三园”建设高潮。

下好“先手棋”引才聚贤出新彩

李屯镇一直秉持乡村振兴、人才是
关键的思想理念，积极回引优秀人才，
并持续推进舆商回归和乡贤返乡。广
开渠道引路子，让人才返乡有方向。依
托春季、节假日等人才返乡旺季，召开

“三园”建设暨招商引资座谈会。通过
返乡座谈会、乡情大会等方式，让在外
人士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良好的
投资环境，推动形成“人回乡、业回创、
钱回流”的归雁效应。

在乡情大会上，40多名李屯籍在
外人员异口同声地表示，无论身在何
处，心系家乡、反哺家乡、建设家乡的情
怀不变。

奏好“进行曲”统筹联动促发展

李屯镇坚持党建三级联动“双提
升”的工作思路，以“三园”建设助力发
挥致富带头作用，深化本地特色产业
链，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宜
工则工、宜农则农，因地制宜、统筹联
动，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肉牛养殖及加
工、生态鸡和蛋加工、农产品冷冻加
工、服装加工、户外藤编加工、白酒生
产、中药材种植及加工、花卉苗木八大
产业为主的产业规模，集群发展势头
强劲，产业链已初步形成。

目前，该镇乡村振兴产业园和共
同富裕加工园正在实施的有 9 个项
目，全部建成后入驻县工业园企业将
有 20 多个，乡村振兴产业园 8 个，共
同富裕加工园 50个。

当好“店小二”激发动力勇争先

李屯镇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关
于“三园”建设的号召，提前谋划，及时
研究出台抓党建、建“三园”、促振兴实
施方案，制定了“12345”工作措施及
《李屯镇推进“三园”建设的奖励办法》
等文件，激励全镇干群敢想、敢抢、敢
拼、敢为，全力向“三园”建设冲刺。

该镇每个项目都挂“三级联动”
帮扶责任牌，明确每个人工作责任，
要求每个村每年新增 2个村级共同富

裕加工园或乡村振兴产业园，班子成
员、所（站）长、党支部书记原则上每
年要完成 1个招商引资项目，在县城
入驻的项目固定资产要在 1000 万元
以上，在镇里入驻的项目固定资产要
在 500 万元以上。同时，该镇每周召
开汇报会、每月召开推进会、每季度
召开观摩评比会，对先进单位和个人
进行现金奖励、待遇奖励，并颁发荣
誉证书；对落后的村委进行约谈并作
表态发言。

“今年，我们将继续动员各级党
员干部积极学习贯彻县委、县政府关
于‘三园’建设的决策部署，坚定不移
推进‘三园’建设，树立敢于突破、主
动作为、拼字当先、争创一流的思想
意识，全力向‘三园’建设冲刺。”李屯
镇负责人表示。⑤6

加快“三园”建设 助推产业腾飞
本报记者 陈文科 通讯员 王海峰

102 岁的老人不仅耳聪目明，而
且能穿针引线缝制衣服？近日，记者
来到西平县师灵镇师灵村南李庄村村
民吴志英老人家中一探究竟。

百岁老人能制衣

记者见到吴志英老人时，她正坐
在客厅里飞针走线、熟练地给 72 岁的
小儿子李俊岭缝制衣服，儿子则一脸
笑意地望着母亲。

老人出生于 1922 年，一生养育了
6 个子女，现在已经是五世同堂。彼
时裹脚的陋习还未摒弃，她从很小的
时 候 就 开 始 裹 脚 ，不 仅 造 成 脚 部 畸
形，而且现在这双“三寸金莲”更是难
买到合适的鞋子，只能穿自己做的绣
花鞋。

“我的衣服、鞋子都是自己做的，
还有家里小孩穿的衣服也是我自裁
自剪自做。”谈笑间，老人一点也不低
调，且十分自豪。老人一边说着，一
边要现场演示，儿媳妇郭月给婆婆找
来一块布，只见老人拿起剪刀，在布
上一比画，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几分
钟一个裤子的雏形就出来了。

郭月说：“婆婆身体一直很硬朗，
几乎没有生过病，100 岁时还能起床
给全家人做饭。”

见记者有些吃惊，郭月说：“婆婆
不光好做饭，她曾说过她很小的时候
就会纺棉、织布、制衣，除了这些，她
还会给小孩子做虎头鞋，给自己的孙
子、孙女做，也给周围邻居的孩子做，
乐此不疲。”

“奶奶，您可真不简单，这么复杂
的工艺是向谁学的？”记者还是想打
破砂锅问到底，没想到，老人笑着对
记者说：“我是庄稼人，也没什么本
事，小时候家里饭都吃不饱，哪有钱
买衣服。我这套制衣技术看家本领

是跟着老祖宗学来的。

嫘祖传说很美丽

作为一名传统手工艺者，吴志英
老人一生都在缝制衣服，她用手中的
尺子、剪刀演绎出一个普通人不平凡
的一生。

西陵之女多神奇？除了貌美如
花、心灵手巧外，我们先来听听一个
美丽的传说。

上古时期，人们穿着简单朴素，
靠兽皮和树叶遮寒避暑。直到神农
氏教导人们种植麻，人们才开始使用
麻织成的粗布作为衣料。

这时候有一个人叫嫘祖，相传为
西陵氏之女。据《史记》载：“黄帝居
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
祖。嫘祖为黄帝正妃。”传说她是养
蚕制丝方法的创造者。

自从嫘祖养蚕缫丝、织绢制衣之
后，人们的穿着才有了“质”的提高，
人们的生活才有了飞跃的进步，中华
民族的文明迎来了一个新的篇章。

“ 西 平 县 作 为‘ 蚕 神 ’嫘 祖 的 故
里、名副其实的服饰文明发祥地，具
有发展服装产业的传统文化优势。”
河 南 省 服 装 行 业 协 会 负 责 人 介 绍 ，

“纺织服装产业是西平县主导产业，
西平‘金剪子裁缝’曾被评为全国优
秀劳务品牌，现在还有 2万多名‘西平
裁 缝 ’在 全 国 各 地 创 业 打 拼 。 西 平

‘金剪子’催生服装强劲脉动，像老人
这样的‘金剪子’当然不足为奇，但百
岁以后还能量体裁衣，可以说是西平
这片沃土创造了奇迹，也不负西陵之
女‘嫘祖故里，桑蚕制衣’的美名。”

儿孙孝顺多长寿

提起吴志英老人的长寿秘诀，除

了饮食、作息规律外，家人说得最多
的就是脾气好、心态好。“跟老太太做
了 52 年的婆媳，我们一直相处得很
好，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郭月
对记者说，“别人都说婆媳关系不好
处 ，没 想 到 我 遇 到 了 这 样 一 个 好 婆
婆，这是我这辈子的福气。”

陪 记 者 同 行 的 镇 干 部 表 示 ，其
实，老人的儿媳妇郭月才是真正的好
媳妇。西平县自开展“移风易俗新风
尚、文明西平正能量”活动以来，师灵
镇每年都会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先进
典型表彰活动，对各村评选的“好婆
婆”“好媳妇”等 21 类典型人物进行
表彰，通过发挥正能量的引导作用，
形成孝老敬亲的浓厚氛围，推动移风
易俗深入开展，全镇选树“好媳妇”等
先 进 典 型 2097 人 ，郭 月 就 是“ 好 媳
妇”的代表人物，每年都上“乡村光荣
榜 ”。 像 郭 月 这 样 的 好 媳 妇 还 有 不
少，勤劳致富、勤俭持家等中华传统
美德在全镇蔚然成风。

“其实我走得动，但儿媳妇担心
我有啥闪失，这两年都是她给我端吃
端喝。”说起儿媳妇，老人娓娓道来，
讲到动情之处，不禁眼圈发红。

当记者赞美老人的衣服看上去十
分合体时，老太太说：“这是我闺女给我
买的，很贵，你说买它干啥。”听到老人
的话，李俊岭告诉记者：“别看母亲嘴上
这么说，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我们兄妹6
个，每当后辈给她买东西，她都不忘去
邻居家串门炫耀一下。”

“你娘家是哪里的？听口音不像西
平人？”聊着聊着，老人和记者熟络起

来，她突然发问，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采 访 临 近 结 束 时 ，已 是 日 影 西

斜，又见炊烟升起。晚饭时刻，和往
常一样，老人烧火，儿媳妇掌勺。面
糊倒入沸腾的开水中，郭月又打碎两
个鸡蛋甩入锅中。

“每天给婆婆保证两个鸡蛋，虽
说她执意要和我们吃一锅饭，但我们
还是偷偷把鸡蛋都盛到她碗中。”郭
月说。

“就在这里喝汤吧，别走了。”见
记者要离开，老人热情地挽留。当记
者表示改天再来看望她时，老人转头
望着自己的儿媳妇说：“去，把那双虎
头鞋拿过来送给客人，捎回去给她的
孙子穿。”

值得一提的是，李俊岭的叔叔今
年 也 96 岁 了 ，依 然 行 动 自 如 。 至
2023 年 12 月 ，师 灵 镇 高 龄 老 人 有
1598 人，其中 90 岁以上的有 244 人、
100 以上的有 10 人。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要说长寿的秘诀，除了身体素
质好，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很关键。”一
镇干部对记者说。在吴志英老人的
家里，也就明白了其中并无隐藏什么
长寿奥秘，有的只是勤劳乐观、妻贤
子孝、心气和顺、家庭和睦、邻里和
谐。

百岁老人能制衣，欣逢盛世多孝
悌。飞针走线之间，吴志英老人用勤
劳灵巧的双手缝补着岁月，织出了幸
福；在西平县，还有许多像吴志英一
样的百岁老人，他们用热爱生活的心
织出了属于自己的多彩生活，织出了
属于“长寿之乡”的锦绣画卷。⑤6

吴志英：年过百岁能制衣
本报记者 许 静 本报见习记者 赵永涛

近日，记者在确山县竹沟镇西李楼村烟农黄中喜承包的 90 多亩烤烟种

植基地看到，工人正在挖窑、丢苗、栽苗、打药、压膜，呈现一派喜人的春天劳

作景象。⑥5

本报记者 熊国森 摄

4月 24日，正阳县“庆五一、提精神、保用工、创新绩”拔河比赛暨开发区招

聘推进活动在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举行，通过比赛促进各企业单位交流，

不断增强团队凝聚力，以新姿态迎接新挑战，以新状态踏上新征程。⑥5

本报记者 李玉荣 本报见习记者 余 川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席虎成 邓丹华
通讯员 张 妍）近日，汝南县住建局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将老旧小区改造
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用心打造居民满
意新家园。

改造前期，该局多方位宣传改造
政策，多角度征求居民意愿，多渠道
进行广泛协商，努力协调改造方案，
认真谋划改造项目，有序推进改造工
作。结合各小区实际状况，该局采取
一区一案方式精准施策，加强道路、

雨污管网、消防通道等基础设施建
设，解决小区居民亟待改善的民生难
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认同感、
幸福感。

该县已改造城镇老旧小区4个，
分别为检察院家属院、三小家属院、
烟草公司家属院、老干部局家属院，
涉及房屋 15栋，建筑面积 2.96 万平
方米，居民 284户。至目前，老旧小
区改造预算财政评审已完成，正在签
批招投标报告，预计 6 月底开工建
设，12月底完成改造任务。⑤6

汝南县住建局扎实推动

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增效

近日，走进上蔡县邵店镇后杨
村小香葱种植基地，一垄垄香葱郁
郁葱葱、长势喜人，阵阵葱香扑鼻
而来，村民动作娴熟地摘葱、剥葱、
分拣、搬运，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该基地负责人魏建设介绍，他
从 2017年开始种植香葱，今年种植
500 多亩，一年种植 3 茬，一亩地年
产 6000斤左右，每斤价格 2元。

魏建设说：“香葱生长周期短、见
效快、产量高，一年四季皆可种植，且
市场需求稳定。收获的香葱不仅销
往驻马店、周口等周边地区，而且远
销上海、南京、温州等地。”

目前，后杨村采取“村集体+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把有限的土
地集中起来种植香葱，不仅实现了
土地最大化利用，而且带动了周边
群众就业增收。香葱种植作为劳

动密集型产业，栽种、施肥、采挖都
需要大量劳动力，种植户就近聘请
村民务工劳动，帮助困难户解决了
就业问题。

提到在基地务工的感受，村民
张台很是满意：“在这里干三四年
了，每年能赚个 1万多元，平常买衣
服、零食就不再问孩子要钱了。”

魏建设说：“自种植香葱以来，
先后带动 300多名群众就业。接下
来，我们打算扩大香葱种植规模，
提高香葱的产量和质量，带动更多
村民增收致富。”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
容，后杨村因地制宜，引导和扶持
发展特色香葱产业，实现了产业发
展、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多重效应，走出了一条可
持续发展的产业兴民好路子。⑤6

振兴路上“葱”满希望
本报记者 刘永奇 通讯员 周子翔

豫坡杯·长寿之乡话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