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媳妇蔡福荣好媳妇蔡福荣 带着公公做义工带着公公做义工
□记者 刘志松

“蔡福荣的故事非常感人，她用行动
诠释孝道，向社会讲述孝老爱亲温馨而感
人的故事，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11月
6日，说起蔡福荣的敬老故事，中国好人、
辉县义工中心秘书长卢新河感慨道。

蔡福荣是辉县市义工志愿者服务中
心团队爱心义剪志愿者。她几十年如一
日照顾公公、婆婆的故事，让人肃然起
敬，许多人都被她坚强的性格和孝敬老
人行为所感动，纷纷为她点赞。

2003 年，蔡福荣的丈夫不幸去世，
37岁的她坚强地承担起家庭重担，照顾
公婆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那时，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让我
痛不欲生，可看到老年丧子的公公、婆
婆，他们受的打击更大，让人心疼。失去
父亲的儿女也需要呵护。我强忍悲伤，
让自己坚强起来，担起家庭责任，勇敢面
对未来生活。20年过去，大姑姐和姐夫
给予了我们家极大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
怀，懂事的儿女更是我的精神支柱，现在
儿女也已成家立业，事业有成”。

2011年婆婆因病去世，亲情已融化了
儿媳与女儿之界，蔡福荣女儿般照顾着公
公的生活起居。她说：“我们家一路走来，
两位老人也给我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相
互理解鼓励，孩子们更是孝敬爷爷、奶奶，
关心他们的生活。婆婆去世后，老公公生
活尚能自理，硬朗的身体就是我们家的福

气。老爷子（霍林）是郑永和时代的干部，
当年参与了辉县市众多水利工程建设，是

‘辉县人民干得好’亲身经历者，近年来他
写了好多回忆录。在体育场台阶上他经
常约一群老人回忆当年故事。有时他想
到一些细节急需和老友面谈核对，我就用
三轮车拉他去找老友聊天……”

城市休闲广场上，九旬老人也学着
年轻人跳广场舞的样子比比划划。在公
园、超市、城市广场，她挽着老人，陪伴着
老人，一幅幅温馨的场景展示着他们幸
福的生活。

今年夏天，蔡福荣带着92岁的公公
参加了辉县义工，为老人们义务理发。
她的善举更得到公公的支持，每逢周三
是义剪活动日，老人还会提醒她去参加
公益活动。活动现场，他总是开心地远
远地望着儿媳和队友们为老人服务，为
老人们而忙碌。

蔡福荣给92岁的公公理发

本报讯（记者 李蕊）牧野秋风
起，菊香最诱人，眼下正是菊花盛开
的季节，11 月 4 日，新乡县航芝药种
植专业合作社中药基地内，映入眼帘
的是开得正艳的菊花。药用菊花和
观赏菊花一朵朵、一簇簇、一丛丛，将
深秋装扮得妩媚多姿。不少游客在
此赏菊、采摘、游玩，享受田园风光。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
未穷”，古人称菊花为“花中隐士”，用
以形容品行高洁之人。现如今，菊花
的更多价值被发掘，成为观赏花、健
康花、致富花。当天上午，不少市民
带着朋友和孩子来这里赏菊、采摘，
感受深秋菊香，20多名来自周边村庄
的工人正在抓紧采收加工。家住市
区的郭女士说：“平常工作比较忙，闲
下来的时候和朋友一起来看看菊花，
拍拍照，心情都变好了，工作日的疲
惫能够在这儿一扫而空。”

“我们在红土跟沙土的混合土壤
中种植金丝皇菊，充分利用天然资
源，引用黄河水，这样种出来的菊花
品质好，并且有一种独特的清香，食
用、药用价值更高。新鲜菊花可以凉

拌、烹炒、煮粥，味道别具一格。”合作
社技术人员王乃航说：“经过挑选、清
洗、烘干后的干菊花则可作为药材，
具有润肺止咳、清肝明目等功效，有
益身体健康。今后我们也将引入雪
菊、百合等新品种，推出中药养生茶，
打造预防性医疗新模式。”

除了观赏、用作药材外，一朵朵
菊花还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
花。据介绍，基地共种植200多亩菊
花，从种植、培育到采摘，都能为周
边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帮助他们增
加收入，村民们非常开心能够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

村民们非常开心能够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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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变菊花变““金金””花花
绘就新美景绘就新美景

“三通一规范”
让村民笑开颜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现在村
里的路顺了，环境也好了，来玩的人也
多了，所以我们在5个大棚的基础上，
又建了5个大棚，里面种了樱桃、火龙
果、猕猴桃这些水果，让顾客来采摘，
村里还建了儿童游乐设施和餐厅。”11
月 6 日，新乡县翟坡镇焦田庄村村民
陈艳梅说。

当日上午，记者在焦田庄村采访
时看到，村民陈艳梅正忙着扩建自家
的草莓采摘园。自村里“三通一规范”
工程建设完成后，村里大变样，周边来
采摘的顾客多了，她就想着把草莓采
摘园变成家庭农场，把“顾客”变成草
莓采摘园的“游客”。

据了解，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新乡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党建引领乡村建设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以实
施“三通一规范”工程为切入点，统筹
推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心用
情用力为民办实事。

除了实现道路“户户通”外，“三通
一规范”建设还包括自来水、污水管道

“户户通”和弱电线路规范。焦田庄村
村民原来吃的自来水，来自于村里的
机井，机械设备经常损坏，水里还常有
杂质。自“三通一规范”项目开展以
来，村”两委“淘汰了村里的机井，完成
自来水管网建设，让群众用上了南水
北调的丹江水。

“三通一规范”建设过程中，各户
门前由自己开挖，自己回填，并且还参
与进来帮助施工队，群众都很乐意干
这个事。”焦田庄村党支部委员田时雨
说，“三通一规范”建设既推动了乡村
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升，又促进了干群
关系和谐发展，真正解决了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让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据新乡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罡介绍：“2023 年全县乡村建
设‘三通一规范’计划实施行政村 79
个，其中，道路‘户户通’、自来水‘户户
通’已全部实现；污水管网‘户户通’已
开工建设65个村，开工率82.3%，已竣
工57个村；弱电线路规范已开工建设
34个村，铺设弱电管网98公里。”

大棚复种探新路 蔬菜“轮作”让农民四季生金
本报讯（记者 崔敬）今日迎来

立冬节气，封丘县应举镇毛寨村的
大棚种植区域内却暖意洋洋。11
月 7 日，只见大棚内成片的芹菜翻
着绿浪，整齐排列的西红柿秧长势
喜人……深绿浅绿相互交错，构成
了一幅绿意盎然的“回春图”。

“我这座大棚头茬种的是西红
柿，中间种了一茬吊瓜，秋茬我改种
芹菜，这批芹菜售完之后，我打算再
种一批西红柿。”谈起大棚种植技术
经验，菜民左超江头头是道。他介
绍，“轮作”倒茬，可以充分利用土壤

养分，减少病虫害发生，增产效果显
著。

“我们村结合秸秆‘过腹还田’模
式，施用符合植株生长需求的禽畜有
机肥。按照‘蔬菜种植不断茬、倒茬
种植再扩量、特色种植促增收’的思
路，不断更新蔬菜品类，到现在基本
实现了温室大棚一年四季不断档，同
步实现了日光温室产业由数量扩张
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变。”毛寨村党
支部书记申茂锁介绍。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让农民增
收是关键。近年来，应举镇把发展绿

色有机高效农业作为帮助农民增收
致富的稳定渠道，从大棚建设、育苗
栽秧、田间管理、技术培训等方面入
手，不断激发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让村民成为大棚种植的

“土专家”，促进蔬菜大棚产业发展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

如今，大棚蔬菜“轮作”已经成为
应举镇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法宝，成
为群众持续稳定就业的稳定器，不仅
帮助农户实现了“四季无闲田、四季
有收入”的美好愿景，也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