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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照料”促幸福
美好生活再“加码”

本报讯 （记者 张世彬） 11 月 2
日，记者来到获嘉县中和镇西街村日
间照料中心，还没进门，就闻到饭菜香
味。走进食堂，只见三五成群的老人
坐在一起，正吃着可口软烂的饭菜，让
人“食欲大动”。

据了解，今年以来，获嘉县中和镇
西街村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新模式，利
用闲置用房建成日间照料中心，并提
升完善配套服务设施，为老年人提供
暖心餐和休闲娱乐场所，让他们在家
门口幸福养老，生活有滋有味。

祁俊才老人今年87岁，平时家里
只有他一个人。自从村里修建了日间
照料中心，祁俊才就成了这里的常
客。“这里做的都是家常饭，味道不错，
饭菜也很实惠。”祁俊才说。

“我们村的日间照料中心自试运
营以来，每天都有不少老人来这里就
餐、唠家常、下棋等。村里面 65 岁以
上的老人我们都登记造册，每天早中
晚三餐只需要 8 块钱，饭菜以口感松
软、味道清淡为主，同时荤素搭配，让
老人吃得舒心，吃得健康。”西街村党
支部书记王红彦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日间照料中
心不仅是一个就餐点，更是增强村民
凝聚力的新“阵地”。该村还在日间照
料中心开辟活动场地，就餐后的老年
人可以在这里下象棋、玩军棋、打腰
鼓，进一步丰富了业余生活。

下一步，西街村将持续聚焦老年
人的养老需求，开展多元化的志愿服
务活动，全力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暖心、
更加便捷的养老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申长明）“当听说
老人们有理发的需求时，我们一大早就
赶过来给老人们剪头发。虽然耽误店
里营业，但是我感觉值得，特别是看到
老人们理完发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时，
我会从内心里感到开心。”11月3日，当
提及和同伴一起到辉县市祥和康养中
心为老人们义务理发的事情时，爱心志
愿者时丽笑着对记者说。

据了解，祥和康养中心位于辉县市

百泉镇的苏门山下，该养老中心住的老
人大多腿脚不便。得知情况后，在我市
开理发店的时丽便主动上门为老人们
理发。10月29日上午10时许，时丽和
同伴带着理发工具来到康养中心，受到
了老人们的热烈欢迎。时丽耐心询问
老人们的需求，并根据他们的喜好，精
心为他们设计发型后，拿起剪刀梳子，
靠着娴熟的技巧为老人理发，不一会
儿，老人们就变得精神抖擞。

“你这姑娘心眼儿真好，不但不嫌
弃我们这些年龄大的人，跑这么远来
给我们理发，还服务得这么周到。”97
岁的茹秀英老人对时丽说。“没有事
儿，阿姨，给你们理发都是免费的，以
后谁想理发，直接找我就行了。”时丽
笑着说。

据了解，当天的义剪活动一直持
续到下午，时丽等志愿者一共为 30 多
名老人进行了理发。

爱心志愿者义务为老人理发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 申长明 通讯员 孟
小鸣）“面粉一斤五块多，大蒜一斤八
块多……”这些采用富硒种植技术，卖
出“金价格”的农产品，产自红旗区小店
镇殷庄村的瑞之恩乡村振兴产业园。
10 月 31 日，九三学社新乡市委会主委
宋晔、副主委夏从新带领农业专家来到
该产业园，对富硒农业投产运营情况进
行调研，现场指导村民种植技术。

“这富硒西红柿口感酸甜，吃出了
小时候的味道。”宋晔一行实地查看了
产业园智慧农业设施运行和富硒果蔬
种植情况，亲手采摘、现场品尝了多款
富硒果蔬。“富硒农产品中的蛋白质、可
溶性糖分、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元素
含量相应增加，所以口感更好。不仅如
此，富硒农产品还具有增强免疫力、防

治心脑血管疾病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
功能，很有发展潜力。”该产业园负责人
介绍。

据了解，除了大棚种植富硒果蔬，
产业园还在大田种植了50多亩的富硒
大蒜、小麦、玉米等。从2023年6月开
始，九三学社社员、河南科技学院农学
院副院长姚素梅就开始定期组织农业
专家来这里开展跟踪式农技服务。产
业园种了哪几种作物，啥时候耕种啥时
候收获她都一清二楚。水肥一体化灌
溉、病虫害绿色防治……农业专家们每
次来都及时提出意见建议。这次来看
到玉米喜获丰收，大蒜、小麦苗情良好，
姚素梅很是放心，还向园区负责人提出
了种植富硒紫色小麦和中草药的建议。

农业发展离不开产业链的延长。

宋晔一行随后参观了瑞之恩生物科技
研发生产基地，重点就富硒玉米胚芽粉
的研、产、销全链条进行详细了解。“我
们加工的富硒玉米胚芽粉，市场价可以
卖到一盒 400 多元，是公司的明星产
品，很受欢迎。”产业园负责人介绍。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宋晔和殷
庄村党支部书记孙红昌、产业园负责人
一起就如何扩大产业园规模，进而有效
带动殷庄村以及周边村群众致富展开
了深入讨论。宋晔表示，殷庄村是九三
学社新乡市委会的助力乡村振兴试点
村，产业园的建成发展是他们三方携手
努力、共同推动的成果，下一步九三学
社新乡市委会将继续发挥人才智力优
势，围绕富硒功能农业、智慧农业、药食
同源等撰写好实现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农业专家现场指导 点亮富硒金招牌

本报讯 （记者 张延 通讯员 阮
琪发） 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卫辉十月
（农历）物资交流大会，于11月1日，在
卫辉市宝塔东路盛大开幕。卫辉市当
地和周边县（市、区）的上千户商家、商
贩参加了本次交流大会。

本次物资交流大会为期 10 天。
11月3日上午，记者在宝塔东路看到，
拥挤的人潮把道路挤得满满当当。在
通往主会场的道路两边，各种商品琳
琅满目，皮货、药材、小吃等大小摊位
有序排开，吸引了大量群众和游客参
与。在主会场，文创非遗、特色美食、
服装百货、地方特产、游乐设施等应有
尽有，整个会场呈现一派红火景象。

“爸爸，这个黏稠的东西是啥啊，
怎么一吹就变成小老鼠、小鹿、小马
呢？”一名小女孩在一个吹糖人的摊位
前停了下来。小女孩的爸爸抱着女孩
说，这叫吹糖人，是历史悠久的民间艺
术。“爸爸小时候赶十月大会的时候，
一看到吹糖人就会跟着瞧……”

吹糖人的中年男子说，他是滑县
老店镇岳村集村人，是“马氏糖人”的
传承人。“我每年都会来卫辉十月物资
交流大会，因为这种传统手艺，一直以
来都是传统集会或庙会必不可少的项
目。”

据了解，本次大会有工艺葫芦、传
统糖画、空心面等 14 个传统技艺项
目，杜氏口疮、李氏疮疡疗法等4家传
统医药项目以及火神大鼓等非遗展演
项目参展。琳琅满目的非遗摊位令人

目不暇接，非遗技艺的展示更是让现
场观众啧啧称赞。群众们在这里不仅
可以近距离观赏精美的非遗作品，还
能亲身体验非遗技艺的魅力，感受优
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之前没接
触过非遗，看到卫辉十月物资交流大
会非遗现场的手艺人，让她觉得非常
新奇。“这些非遗作品，让我感受到了
非遗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传承的意义。”

在大会主会场的小吃区，是一眼
望不到头的人海，各地的特色小吃聚
集在此，让赶会的群众大饱口福。一
名小男孩左手拿着新疆烤串，右手拿

着冰淇淋，眼睛还不断盯着摊位上琳
琅满目的各种美食。

卫辉十月物资交流大会不仅是商
品交流的重要场所，还成为了走亲访
友的节日。市民张先生带着家人赶完
会后，又在附近的商店购买了一些奶
制品、方便面和水果，“今天中午去后
河镇串亲戚，十月会和春节一样，是串
亲戚的好时候。”

据了解，卫辉十月（农历）物资交
流大会起源于城隍庙的宗教祭典。在
明洪武初年（1368年），卫辉的城隍庙
庙会开始形成，并逐渐发展成为农历
十月的物资交流大会，俗称“十月会”。

卫辉十月物资交流大会盛大开幕

琳琅满目的美食让群众大饱口福琳琅满目的美食让群众大饱口福

以书行善 借画传爱
卫滨区举办慈善书画展

本报讯 （记者 张世彬） 10月31
日，由卫滨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区
民政局及区慈善协会联合主办的“中
国梦·劳动美——走进慈善·传承爱
心”慈善书画展在卫滨区政府举行。
此次展览旨在借助艺术的力量，传递
公益慈善事业的理念与精神，让更多
人感受到爱的温暖。

据了解，此次共精选了58幅书画
佳作亮相画展。其中既有书画大家的
经典之作，也有新秀的匠心独运。展
览现场，主办方还对新颁布的慈善法
进行了广泛宣传，进一步增强了公众
的慈善意识和法律意识。

此次书画展成功打造了具有卫滨
特色的慈善品牌，营造出“处处有善、
时时可善”的浓厚氛围，开启了共同书
写慈善事业新篇章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