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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敬） 樱桃红满
枝，游客采摘忙。5 月 20 日，甜蜜的
节日里，封丘县冯村乡大里薛村昊
天樱桃采摘园里人头攒动。“吃货”
们纷纷前来“打卡”，一边采摘着圆
滚滚的大樱桃，一边品尝着当地的
特色美食。

小满节气，樱桃采摘园里满目葱
茏、生机盎然。经过整个冬天的蛰伏
和春天的悉心照料，园内的樱桃早已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探

出了“头”。进入采摘期后，熟透的樱
桃晶莹剔透、娇艳欲滴，成为采摘园负
责人宁坤远奔向幸福生活的“希望
果”。

樱桃果园共占地20余亩，种植的
品种达 18 种，如今已经有 8 年的历
史。每年5月10日至6月5日的盛果
期，前来收购、采摘的商户和游客络绎
不绝。每逢周末，前来品尝采摘的人
流量能达到每天300余人次。

产业兴旺，百姓富裕。一颗颗红

彤彤的大樱桃缀满枝头，成了当地名
副其实的“富贵果”。“我们也紧跟时
代潮流，开展线上售卖，现在粉丝已
经有 1 万多人啦！”宁坤远给记者介
绍。

做大生态产业，做强美丽经济。
当地樱桃产业的发展，不仅就近就地
吸纳易返贫人员20余人就业，帮助村
民稳定增收，鲜红的樱桃还带来了甜
蜜和人气，助力村民将幸福生活“装满
筐”。

红红的樱桃缀满枝 幸福生活“装满筐”

本报讯 （记者 申长明） 为助力
乡村振兴，帮助果农开展好果园的田
间管理，5月19日，“河南好人”曹克斌
邀请市林业局病虫害防治专家李广
帅、河南科技学院农业专家王保全来
到凤泉区耿黄镇南张门村的葡萄园
里，为农户开展防治病虫害的讲座，手
把手教授果农管理果园知识，并为
200多名葡萄种植户免费发放了农药
等农资。

据了解，王保全长期从事桃、葡萄
等果树逆境生理与分子生物学教学科
研，果树新品种引进及配套栽培模式
推广等工作，2023年被聘为第一批新
乡市首席科普专家。听说种植葡萄的
专家要在田间地头给大家现场教学，
南张门村200多名葡萄种植户早早地
就来到了葡萄园里。

在葡萄园里，王保全通过查看果
树长势，与葡萄种植户交流，针对果
树病虫害防治不及时等问题进行指
导。加强标准化水果种植技术和科
学施肥方法的推广，降低来年病虫害

发生率。王保全一边讲解，一边不时
回答着种植户们提出的问题。一名
葡萄种植户对记者说：“今天曹克斌
邀请农业专家给我们种植户现场讲
解葡萄树管理方法，真是太及时了，
解决了俺们的实际问题，受益匪浅。”
随后，曹克斌还为葡萄种植户免费发
放了农药等农资。

曹克斌告诉记者，作为南张门村的
村民，自己深知病虫害防治是葡萄种植
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葡萄的丰收至关
重要。希望通过农业专家的讲解，让种
植户们掌握更多的葡萄管理知识，为今
年的葡萄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让村民
们都有一个好收成。

现场教学现场教学

本报讯 （记者 张延） 5月20日，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也是进入
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当天，卫辉市孙
杏村镇汲城三村，迎来了村里一年一
度的“小满会”，村民像过年一样，看大
戏、品小吃、买新衣。

当天上午，卫辉市豫剧团早早在
村里搭起了戏台，锣鼓一响，豫剧《穆
桂英挂帅》引得群众纷纷驻足观看，

“辕门外三声炮”穿过长街回荡在全村
上空。

村里两条主街道的两侧，来自汲
城村及周边县（区）的商贩们一字排
开，炸油条、炸糖糕、卤味、衣服、布匹、
镰刀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

据介绍，汲城村的“小满会”由来
已久。汲城在历史上是汲县县城所在
地，相传汉代时就有了小满节气的庙
会，逐渐演变为后来的“小满会”。

在中原地带，小满一过，便迎来收
获季节。“小满过后十余天就要收麦，
过去物资匮乏，群众习惯通过赶会一
站式采买各种农具和生活物资，为麦
收做准备。”汲城三村党支部书记王永
周说，过去的“小满会”，相当于麦收前
的一次“筹备会”和“消费节”。

村民王德学回忆说，过去每到“小
满会”前，十里八乡卖农具、牲口、衣
服、玩具以及卖鱼、菜、水果的商贩们
都要提前来踩点占地儿，村里也趁着
热闹劲儿唱上几天大戏。而汲城村人
也要提前准备食材，迎接前来赶会“听
唱”的亲友们，比过年的“阵仗”都大。

如今，在流传千百年后，汲城“小
满会”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过去赶会串亲戚，可能要步行几
里几十里路。如今，汲城村水泥路直
通家门口，从村里到卫辉市政府，私家
车、电动车不过 20 分钟车程；想去新
乡市区，53路公交车就在村口。

过去种地人背肩扛，如今汲城村
的2000多亩地从播种、管理到收获都
是全流程机械化。铁匠王德武多年前
手工打制的铁耙头和铁链锁，就放在
商业街任文喜家的五金店门口代卖。

“过去拴牲口、上山捆物资离不了这
些，如今已经找不到用家了。”

过去大家趁着赶会都是大量采买
囤货，如今汲城村百余家商户，物流四
通八达，超市应有尽有，当初想都不敢
想的芒果、蜜瓜四季常供。

传统的物资交流功能不再，如今
的“小满会”更偏重情感的联络，平日
不常见面的亲朋好友趁着赶会围坐在
一起，推杯换盏中聊着家常，享受着麦
收前短暂的农闲时光。

汲城“小满会”功能转换的背后，
映射的是广大农村社会生产力和经济
的快速发展。而不变的赶会、待客，则
延续着乡里乡亲的朴素情感和传统习
俗，也见证着越来越好的农村之变，并
将持续见证他们越来越好的未来。

本报讯 （记者 张世彬） 5 月 18
日，漫步在原阳县路寨镇黄寨村田间，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果蔬种植大棚，
微风吹拂下，阵阵果蔬香气扑面而
来。放眼望去，大棚里一派生机盎然，
村民们在棚内忙着采摘，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该村西红柿大棚种植户李超杰告
诉记者：“今年种了6亩西红柿，种植

的是新品种‘老式m7’，亩产1.5万斤
左右，能卖1.8万元。原来需要起早贪
黑去市场销售，还卖不上价儿。现在
种植新品种后，人家都上门来收，价格
卖得也不错。”

据了解，黄寨村现有蔬菜大棚
100 余座，春天种菠菜；夏天种西瓜、
甜瓜；秋天种水果玉米、水果萝卜；冬
天种草莓、西红柿等。在路寨镇党

委、政府的引导帮助下，黄寨村依托
果蔬种植产业优势，从产业扶持和技
术服务等方面入手，不断进行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发展设施农业，以现代
化农业产业为载体，引领农民转变生
产方式。

果蔬种植大棚不仅是种植户的致
富窗口，还极大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
动力问题，附近村民可以在大棚里进
行采摘、包装等简单工作。“在大棚工
作，活儿不累，不出家门也能挣到钱，
我觉得很幸福。”黄寨村的李云玲说。
果蔬大棚变成了村民们共同富裕的

“金钥匙”，真正实现了“庄稼地里栽下
致富苗，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据悉，黄寨村作为路寨镇发展大
棚经济的一个缩影，通过“一户带多
户、多户带全村”的模式，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种植产业。大棚种植的农作物
品相好、口感俱佳、营养价值高，深受
消费者青睐，不仅丰富了城乡居民的

“菜篮子”“果盘子”，还让村民装满了
“钱袋子”，成为该镇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

大棚里种植的西红柿大棚里种植的西红柿

蔬菜大棚迎丰收 种出致富好“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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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物资会 如今变聚会
卫辉汲城“小满会”的

沧桑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