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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城事

本报讯（记者 李蕊 通讯员 杨秀
莹 韩思钰）为方便我市在校大学生离
校返家，1月8日，新乡客运总站在2024
年春运即将来临前，将“售票厅”搬进了
大学校园。

“我买一张到焦作的票。”“我想咨
询一下如果现在买了票，到时候计划有
变怎么办？”当日，在河南师范大学，售
票人员刚安装好售票设备，就有学生陆
续前来购票或者咨询。一名现场购票
的大一学生说，她放假回家需要自己购
票，因为赶上春运，所以想提前了解一
下购票乘车的有关事宜。“我正准备抽
时间到车站窗口去问问，没想到服务就
送上了门，真方便。”她说。

据介绍，春运期间，新乡客运总站
将根据客流情况，随时增开加班车，为
离校返家的大学生提供安全便捷的运
输服务。同时，新乡客运总站还积极推
广公众号，鼓励学生采用线上多途径购
票。

据了解，即日起，新乡客运总站已
开始预售2024年春运客票，同时开通了
校园直通车、包车业务。根据往年客流
分析，预计春节前的高校学生返乡高峰
期将在1月10日至1月18日，春运客流
高峰期将在 2 月 2 日至 2 月 7 日。为了
应对可能出现的客流高峰，新乡客运总
站将郑州、焦作、卫辉、获嘉、辉县等班
次调整为流水班，购票全天有效，票源
充足。目前，新乡客运总站已经做好了
充分准备，除了为大学生提供优质的服
务，确保他们在春运期间能够安全、顺
利返乡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
即将到来的春运高峰。

本报讯（记者 陈曙光）1月9日，记
者从市文明办获悉，2023 年第四季度

“中国好人榜”候选人点赞评议正在进
行中，我市女农艺师王桂凤以“深耕田
间30余载，助民增收80多亿元”敬业奉
献的感人事迹入选。

1949年，王桂凤出生于新乡县杨任
旺村，该村地处黄河故道，地势低洼，灌
溉便利，适宜种植水稻。但在上世纪80
年代，农民科技意识薄弱，种子良莠混
杂，水稻亩产只有 350 公斤左右。时任
村妇联主任的王桂凤看到乡亲们辛苦
一年，收成却不高时，心里沉甸甸的，便
萌生了自己培育稻种帮助农民增收致
富的念头。

怀着满腔热情，王桂凤在自家 2 亩
荒废的苹果园里开始了水稻繁育、提纯
复壮试验。因不是专业出身，其难度可
想而知。她经常拿着水稻病株，独自骑
行三四十公里到驻扎在辉县的新乡市
农科所去请教专家。由于专家白天经
常下乡，她就改为晚上登门拜访，常常
深更半夜才回到家中。

为了培育良种，多年来，她四处拜
师，潜心研究。在稻田里摸爬滚打30多
年后，她由一名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
家女成长为一名高级农艺师。功夫不
负有心人，王桂凤攻克了一个个难关，
先后培育出通过国审、河南省审的“新
丰系列”水稻新品种9个、“苑丰系列”小

麦新品种4个，并在河南、山东、江苏、安
徽、陕西5省迅速推广。其主持培育的

“新丰2号”曾是河南省水稻试验对照品
种，并荣获第六届全国稻博会金奖；“新
丰5号”荣获第九届全国稻博会优质大
米奖。

为了使农民能够正确种植水稻，王
桂凤编辑了4万字的《水稻栽培技术手
册》，将印发的数以万计的详细介绍稻
种特征特性的“明白纸”、600 余万份栽
培资料免费发到农户家中。她和专家
们一道无偿举办水稻种植技术培训班
2000余次，在新乡市乃至周边地级市共
计21个县（市、区）设置了345个服务网
点。此外，她向1100多个村庄的稻农公

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办公电话，24 小
时免费为大家提供技术支持，若在电
话、微信里解答不清的，她就到现场指
导，直到农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其间，她累计推广“放心种”6000 余万
亩，总增产稻麦40多亿公斤，帮助农民
增收 80 多亿元。因事迹突出，王桂凤
曾获“河南省劳动模范”等诸多荣誉称
号。

如今，已经74岁高龄的她仍然奔忙
在田间地头。回顾过往，王桂凤说：“我
是农民，深知大家对粮食增产增收的渴
望。让农民朋友用上最放心的种子，年
年有个好收成，是我一生的追求。”

王桂凤入选“中国好人榜”候选人

本报讯（记者 张延）“来，笑一
笑，好的……”1月6日，在卫辉市狮
豹头乡龙卧村，面对摄影师的镜头，
村民脸上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原
来，为迎接新年的到来，卫辉市摄影
家协会组织了20多名摄影师义务为
深山的村民拍摄全家福。

“我们家 60 年没有拍过全家福
照片了，这次终于把这个遗憾补上
了。”听说要拍全家福，村民孔庆全赶
紧和老伴儿换上了新衣服，还特意拿
来镜子，整理发型。孔庆全告诉记
者，他的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面上
班，很孝顺。“你看，这个袄就是儿媳
妇给我买的。现在孙子孙女也都长
大了，也很懂事。如今，我们过得很
美满，很幸福！”孔庆全满面笑容地
说。村民孔凡生选择站在新房前拍
照，他说：“俺通过努力盖上了新房，
日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拍张
照片留个纪念，家人都非常高兴。”村
民孔凡晓的全家福中多了一辆小轿
车。“这辆车见证了我们家生活上的
变化，所以想着第一张全家福，要把
这个幸福的里程碑拍下来。”他说。

据了解，近年来，龙卧村依托卫
辉太行山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优势，打
造了一条油菜花景观带，旅游业带动

了村里手工粉条、粉皮等农副产品的
销售。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村里还建
起了一座食品厂，生产流心酥和福饼
等零食。现如今，村里家家户户盖起
了新房，很多村民还购买了小汽车。

村民富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摄影师们端起相机，将山区群众的幸
福定格在了镜头里。“山区群众特别

是老年群众想拍高质量的全家福合
影很不容易。我们发挥技术和设备
优势，给群众拍摄全家福，给他们留
下美好的回忆。”卫辉市摄影家协会
成员李卫民说，照片拍过之后，摄影
师们还要加紧制作，把带着“福”字的
全家福冲洗、打印、装框后，再送到每
家每户。

摄影师义务为村民拍摄全家福

让幸福“照”进深山

看到全家福后，老两口开心地笑了▲拍摄全家福▲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为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让广大群众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健康舒适的节日，1
月 7 日，获嘉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向全县发出“清洁家园”活动倡议书。

倡议书指出，应培养健康习惯，践
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树立自己是健
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倡议书号召，积极践行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养成注重个人卫
生、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不随地吐
痰、不乱扔垃圾、不扎堆、保持社交距

离、注重咳嗽礼仪、使用公筷公勺的文
明卫生习惯，切实践行合理膳食、适量
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健康生活
方式，营造讲文明、讲卫生、防疾病、保
健康的良好社会风尚；注重环境卫生，
开展室内外卫生大扫除，及时清理卫
生死角和积存垃圾，创造干净整洁的
居家环境；积极参与所在社区和单位
的环境维护，不私搭乱建、堆放杂物；
搞好“门前三包”，保持沿街地面干净
卫生、门窗墙面整洁美观，不出店经
营，不占道摆放，不乱搭乱挂，不乱泼

乱倒；规范停车，整齐有序；爱护公共
设施，不破坏垃圾容器，不损坏公厕设
备；主动劝阻破坏城市环境、损害市政
设施的行为，积极监督城区脏、乱、差
问题，切实维护城市环境卫生，形成人
人参与、全民支持，共同维护健康宜居
环境的良好氛围。

倡议书强调，文明和谐的环境、平
安健康的生活需要大家共同创造，大
家应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
生活方式，争做“清洁家园”活动的宣
传者、参与者、维护者。

弘扬传统美德 清洁扮靓家园

获嘉县发布“清洁家园”活动倡议书

“售票厅”进校园
回家路更便捷

售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