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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曙光）5 月
11 日，市榴心社工的志愿者带着
棉被、大米、食用油、挂面等爱心
物资，来到牧野区牧野镇丰乐里
村王同生家。志愿者的到来，为
他看不见光的世界，照进了更多
的光芒。

2023年年底，市榴心社工的志
愿者在关爱困境视障人士项目新
乡公益行活动中，得知63岁的王同
生独居多年，且生活困难，便对其
进行了帮扶。在后来的接触中，老
人的乐观让志愿者对他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

1976 年，正上 5 年级的王同生
发现眼睛看不清楚，后来被医生确
诊为视网膜脱落，因当时医疗条件
有限，医生建议他到大城市治疗，
但由于家里困难，没有得到及时治
疗，王同生眼睛的治疗就给耽误
了，从模糊不清到彻底失明，中间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命运的作弄让还未来得及看
清世界的王同生措手不及，在家
人的安慰和照料下，他也只得接
受从此黑暗的现实。年轻时，他
养过猪，也会去田间摸索着干些
农活，在父母的指引下去听听外
面的世界。

2010 年，王同生的母亲去世。
2020年，他的父亲也去世了。虽有
哥哥、弟弟和妹妹，但他们都早已
成家立业，为了不给家人增添负
担，王同生一直独居。

对于正常人来说，没有白昼的
生活，是漫长的、单一的，甚至是毫
无生趣的，但王同生早已习惯了这
一切。他会按时起床、睡觉、吃饭，
大多数时候就听收音机来获取外
界的信息。天气好时，他就拎着小
板凳坐在门口靠着墙壁晒晒太阳，
和邻居闲聊几句，日子过得平静而
悠闲。

不管和谁聊天，他都是笑眯眯

的，给人的感觉总是乐观的、积极
的。家里也被他打扫得干干净
净，衣服也穿得周正、整洁，如果
只是初次见面，你会觉得他和正
常人无异。当别人好奇他看不见
为啥还那么爱干净时，他总是笑
着说：“虽说我看不见别人，但别
人能看见我啊。”

王同生说，平时的吃穿用度都
是哥哥、弟弟、妹妹给他送。几十
年来，王同生在黑暗中治愈，更在
黑暗中成长。他早已从那个少年
变成了一位满脸皱纹的老者，时光
对他好像静止一般，始终停留在失
明前的时光。

“目前我身体还行，也花不了
多少钱。每个月有政府的几百元
补助，够我的日常开销了。”王同生
说他也有遗憾，也想看看自己的亲
人，看看帮助他的好心人的样子，
但这些今生都将无法实现了，但无
论如何都要微笑面对生活。

盲人王同生的乐观生活 服务百姓 履职尽责
本报讯（记者 李蕊）“我父亲的事情能顺利

办妥，多亏了您的帮助，真是太感谢了。”5 月 13
日，安阳市滑县道口镇的任庆典专门驱车来到我
市，将一面写有“尽心尽责为民服务”的锦旗送到
市社保中心综合业务服务科许桂云手中，感谢她
帮助为其父亲办理了死亡终止手续。

任庆典说，他们家在滑县，父亲生前在新乡市
工作，去年12月份到我市社保窗口为其父亲办理
死亡终止手续，但是不知道父亲的原单位相关人
员的联系方式等信息，导致无法加盖单位公章，也
就不能办理社保等手续。后来，任庆典再次到窗
口进行咨询，遇到了许桂云。许桂云了解情况后，
积极想办法联系任庆典父亲的原单位。通过检索
业务经办系统、翻阅纸质档案、询问单位老同志，
许桂云终于联系上了单位联系人，并与对方沟通
协调好盖章事宜。随后，任庆典找到该单位联系
人盖过了单位公章，并在许桂云下班前来到社保
窗口顺利地办结了其父亲的死亡终止手续。没多
久，任庆典就领到了其父亲的丧葬抚恤金。

“这面锦旗，既是肯定，也是激励。”市社保中
心综合业务服务科科长薛国利说，下一步，他们将
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进一步增强服
务意识、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践行

“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的服务承诺。

油菜籽迎丰收
农户开镰笑开颜

本报讯（记者 崔敬）5 月
13 日，封丘县赵岗镇的百亩油
菜逐渐褪去金黄色外衣，迎来
开镰丰收时刻。

“我家种了 4 亩油菜，趁着
天气好，赶快收割、晾晒，收获
大概1000余斤油菜籽。今年的
菜籽颗粒饱满，出油多，又是一
年好收成啊！”望着田间地头一
派忙碌的景象，赵岗镇北常岗
村种植户王佑军在劳作中分享
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采
取“玉米+油菜”轮作模式，通过
向种粮大户和农业合作社负责
人免费发放农药、提供技术指
导等方式，充分调动农户种植
积极性，深挖农业产业附加值，
实现“一年多季”“一地多收”，
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利用
率，促进农业绿色高产高效高
质发展。

据悉，赵岗镇今年规模种
植油菜300余亩，产量预计达到
9000余斤，实现产值5.67万元，
来实现土地增效、粮食增产、群
众增收。全力打造“秋种油菜、
春来赏花、夏收菜籽”的油菜产
业，促进全镇粮油产业的高效
绿色发展。

庭院方寸地 致富聚宝盆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政府鼓励

发展‘庭院经济’，我就在房前屋后种
了很多蔬菜，不仅自己可以吃上绿色
健康的蔬菜，还可以卖出去增加收
入。”获嘉县中和镇前五福村村民秦体
兴说，发展“庭院经济”是乡村振兴的
细胞，小小的庭院充满着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

5月12日，记者在获嘉县中和镇前
五福村看到，很多村民家门前都有个
小菜园、小果园。园内种满了茄子、辣
椒、青菜和果树。以前杂草丛生的空
院荒地摇身一变成了小菜园或者小果
园，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也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风景。

据了解，2023年以来，中和镇将发
展“庭院经济”与乡村振兴产业相结
合，因地制宜、因户施策，积极动员群
众利用房前屋后的闲置空地、庭院空
间发展“庭院经济”，打造“庭院经济+
产业发展”新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致富
新路子，把房前屋后方寸地变为群众
增收聚宝盆，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我们村把多年闲置的宅基地清
理出来打造了几处共享菜园，由村民
来认领种植，由村民自己管理，销售

所得归村民所有，不仅增加了村民的
收入还增强了村民参与村庄共建的
意识。”中和镇北街村党支部书记艾
艳红说。

“‘庭院经济’投资小、见效快、风
险低，发展庭院经济不仅是家庭经济
的‘小算盘’，也是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中的‘大事业’。下一步，我们将积极
引导更多群众有效利用房前屋后闲
置土地资源，让庭院‘小经济’变成群
众增收致富‘大产业’，让‘庭院经济’
既有看头，又有赚头，拓宽乡村振兴
发展新路径。”中和镇党委书记朱佳
佳说。

本报讯（记者 崔敬）5月12日，在
封丘县荆隆宫乡水驿村温室大棚内，
袖珍西瓜陆续成熟上市。忙碌的工人
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经过分拣、
装箱、装车，这些小西瓜将发往周边超
市、农贸市场，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封丘县远庆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贾伟伟介绍，今年天气非常好，
西瓜长势不错，亩产均在 6000 斤以
上。袖珍西瓜糖度高、皮薄，纯天然无
公害。自“五一”开始上市，到现在已

经达到销售顶峰，不用出村，西瓜基本
上已经被订购完了。

袖珍西瓜种植只是水驿村发展特
色种植农业的一个缩影。该村立足传
统优势，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扶持农民
种植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袖珍西
瓜、西红柿等特色产业。

如今，水驿村袖珍西瓜、西红柿等
果品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品牌效
应也日渐凸显，有效解决了周边村民
就业问题。用工高峰时，每天有 30 多

人到基地务工，特色种植正成为该村
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产业。

每年两茬西瓜、两茬甜瓜、一茬西
红柿，两瓜一菜种植模式，使更多村民
有了收入，推动农民增收致富。近年
来，瓜果的成功种植，为水驿村产业结
构调整蹚出了新路子。该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孙星星表示，村里将继
续创新种植模式，打造精品果园，帮助
更多村民找到致富渠道。

袖珍西瓜种出甜蜜生活

发展“庭院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