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崔敬）孟夏时节，
清风徐徐。5月8日，一年一度的封丘
县荆隆宫乡水驿村传统古庙会盛大举
办，数千村民及周边游客兴致盎然地
聚集，一派欣欣向荣的烟火气象。

漫步在传统古庙会现场，道路两
旁的商贩绵延近 2000 米。在工作人
员的统一调度下，近 500 个商户有序
设置摊位，忙活得热火朝天。除了传
统的炸糕、凉皮、冰粉等各类特色小
吃，服装、花卉、生活用品、工艺品、农
具也一应俱全，充满了鲜活、朴实的黄
河沿岸群众生活气息（如图）。

“在我小时候，每逢水驿村传统古
庙会，就会有外地客商来，特别风光。
今天很多在外的乡亲也专门返乡，和
老朋友一起重温旧时乐趣，心里非常
高兴。”水驿村村民孙建富感慨不已。

为保障传统古庙会顺利举办，水
驿村的村干部们提前谋划，做好分
工，设置了路牌。庙会当天，在岗人
员各司其职、全程驻守，实现了庙会
秩序井然、干净整洁。

水驿村地处黄河北岸，文化底蕴
深厚，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距离开
封龙亭也不远，后周时设立了驿站，是

通往北方的交通要道。水驿村有 72
眼井、72 座庙的传说，铁佛寺铁佛老
奶的故事至今口口相传，古庙会也由
此而来。

“‘老日子会’是中国传统民俗活
动，是维系乡村社会、经济、文化活动

的重要纽带。振兴传统‘老日子会’，
有利于充分挖掘本地文化资源，展示
地方民风民俗，推进文旅融合，助推
经济发展。”荆隆宫乡党委书记刘宁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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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几乎没有休息过，每
天早上8时准时上班，晚上10时下班，
搓背这活儿虽然不很‘体面’，但是风
吹不着，雨淋不着，我感觉挺好的。”说
起搓背，老吴微笑着表示。

老吴 50 多岁，头发有点稀，略显
苍老。老吴老家在信阳市潢川县，年
轻时曾经在郑州、焦作等地的建筑工
地上打工。每天爬上爬下，起早贪
黑，挣钱不多，还挺辛苦。后来在信
阳老乡的引荐下，他干上搓背这一
行。多年前，他在郑州市、邯郸市等
地搓背，自从十几年前到了我市，就没
有再换地方。

搓背工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是也
要不断地学习。老吴认为，踏踏实实为
顾客服务好是本职。除了搓背，他还为
顾客做一些足疗、保健按摩服务。为了
提高技术水平，他专门到郑州找老师学

习。面对每一名顾客、每一次服务，他
都非常认真。人多时，他也要保证每名
顾客的服务时间“够数”；人少时就多服
务一会儿。他干活不惜力，人又随和，
边干活儿边与顾客聊天，自然赢得了
不少回头客。

老吴每天早出晚归，把浴室打扫
得干干净净，晚上下班时再彻底清扫
一遍。他说环境好了，服务到位，顾客
多了，自己的收入自然就多了。

“新乡市政府落实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就学政策，我儿子上小学一年级
就来到了新乡，这算是在新乡扎下了
根，现在儿子已经上了高一，学习成绩
不错。”老吴高兴地说，新乡人不排外，
比较厚道。疫情期间，街道办事处上
门送吃送喝。10多年来，他一家子已
经把新乡当成了“第二故乡”。

老吴不抽烟不喝酒，平时也比较

节俭，凭借踏实肯干，他8年前在市区买
了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房贷再有
两年就还完了，还款额从当初每月3000
元到现在每月 2000 元，压力越来越
小。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将来
考上理想的大学。再辛苦干几年，等儿
子大学毕业，他就可以安享晚年了。

老吴表示，现在生活虽然有苦有
累，但是很知足，生活很有奔头。只要
走正道，肯付出劳动，干什么都能过上
幸福的生活。

信阳老吴：我觉得搓背也挺好的
□记者刘志松

群众赶庙会品味民俗

本报讯（记者 申长明）5月8日，
记者在延津县僧固乡李庄村看到，村
民种植的小番茄已进入成熟采摘季，
该村种植户侯慧芳一大早便开启了忙
碌模式，穿梭在小番茄大棚里忙着给
客户采摘。看着一个个红彤彤的“小
灯笼”挂满枝头，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她
的脸上。

据了解，刚开始种植时，由于经验
不足，侯慧芳的大棚内仅种植了“千禧
果”一个品种。为了打破小番茄种类
单一的局面，让消费者尝到更多不同
品种、口感的小番茄，侯慧芳和丈夫陈
磊专门跑到北京、山东等地的种植基

地进行选种，学习种植技术，又引进了
不少品种回来试种。现在大棚里种了
十几个小番茄品种，每个品种的形状、
口感都不一样。

侯慧芳夫妇与小番茄“交手”的5
年里，一直奔波在提高小番茄产量和
品质的路上，从种植“小白”变成了种
植能手。对于小番茄的选种，他们优
中选优，在品尝不同品种的小番茄后
逐一记录其口感，最终挑选出口感鲜
美、香甜爆汁的品种带回家试种。对
于田间管护，他们自制有机肥，按照绿
色生态标准进行种植管护，种出来的
小番茄，不仅长势好，品质口感也更

佳。
如今，侯慧芳种植的小番茄已有

十余个品种，采摘期从 4 月中下旬一
直持续到 6 月份左右，经常有许多顾
客前来订购。

红红小番茄 甜了农户心

本报讯（记者 李蕊）“你来看看吧，灯
光一闪一闪的，我休息不好。他们再这样
下去，我就去工地叫他们停工。”5月7日晚
上10时，平原示范区师寨镇东磁村网格员
郝关中正在家中整理当天巡查日记，突然
接到本村村民闫某的电话。“别急，我马上
到。”郝关中抓起衣服，披在身上，火速赶往
现场。

原来，距离闫某家不远处是一个混凝
土搅拌站。因为承担项目建设用料任务，
搅拌站日夜施工。夜间，因光线强度达不
到照明标准，设备自动启动了补光灯。由
于光的折射，灯光最终打在闫某家卧室的
窗户玻璃上，强烈的光束就像信号灯一样
一闪一闪，让人头晕目眩。闫某多次向项
目方提意见，但效果不尽如人意。这几天，
闫某的孩子要参加中招体能测试，这个“闪
亮的烦恼”挥之不去，让闫某非常无奈。

虽已找到问题症结，但村里对于混凝
土搅拌站设备的归属单位一筹莫展。秉承
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郝关中立即和
镇平安办取得联系。镇平安办获悉情况
后，当即与平原示范区社会治理委员会、应
急办、建设局、环保局等单位沟通协调，成
立联合处理小组。不到10个小时，事情协
调完毕，施工方暂时关闭设备，待合理调试
后再投入使用。闫某表示，晚上已经没有
灯光再闪烁了，对多个部门联动的快速处
置给予称赞。

据了解，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该
镇着力打造“基层吹哨、部门报到”的社会
治理机制，将村居、基层居民来电来访等问
题设为“哨源”，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畅通
问题诉求收集报送渠道，在全镇设置86个
小区网格，配备96名信息收集员。“基层吹
哨、部门报到”不仅仅是简单的通过“吹哨
报到”来解决某问题，而是探索建立一套服
务群众的响应机制，坚持“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让群众家门口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有人办、马上办、能办好。

师寨镇
多部门联动破解
群众“闪亮的烦恼”

本报讯（记者 李蕊）5月8日，记者了
解到，嘉县自然资源局积极践行“二马”机
制，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开展河南省
第二次森林资源普查工作。

此次普查是一项重大基础性自然资源
调查工作，通过实地普查，能够及时、全面
查清森林资源情况，掌握真实准确的森林
资源数据，构建森林资源数据库，给森林资
源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为摸清全县
森林资源“家底”和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奠定基础。

自开展调查以来，工作人员连续奋战
在一线，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利用高精度
平板、测尺、测高仪等设备完成林地小班
数据填报及样方设置等作业，力求数据精
确无误。

下一步，该局将根据省市相关工作要
求，确保普查成果全面、科学、真实、可靠。
预计6月底，将完成全部普查工作。

获嘉县
摸清林业家底
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