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志松通讯员 郑国敏 杨柳

茹呈明茹呈明：：
斗室八九平斗室八九平 村史千万言村史千万言

听说牧野区牧野镇有位热爱文化
传承的老党员茹呈明，2 月 19 日，记者
专程来到他工作的地方——小朱庄村
农家书屋采访。

书屋不大，八九平方米的样子，三
面墙摆放的都是书柜，书籍分门别类摆
放整齐。门口一张办公桌前，一位白发
老者正在伏案翻阅史料，桌上放着一副
老花镜，一枚放大镜。说明来意后，老
人招呼记者坐下，案头上一本封面发
黄、纸张发皱的《小朱庄村志》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话题也就从这本村志开始。

“2021年7月下暴雨，虽然书屋在戏
台上，比村里的路面高出一米多，但还是
进水了，书柜下面两格书都被水泡了，

《小朱庄村志》就放在最下一层，后来想
了许多办法，重压挤、冰箱冻、太阳晒，也
没弄平整，许多书页都粘在了一起，真是
可惜。”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一位农家书屋
管理员对书籍的挚爱，更何况还是他呕
心沥血主编的小朱庄村的第一部村志。

据介绍，村志编撰工作是从 2012

年开始的。当时村里接到乡政府通知，
要求把村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风俗
习惯等材料进行整理并以文字形式进
行上报。村干部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村
里的“文化人”茹呈明。自此，博物馆的
展览厅中、图书馆的借阅台前、档案馆
的阅览室里、烈士陵的纪念碑下……有
过小朱庄印记的地方也都有了茹呈明
的足迹。

村志的初稿是茹呈明一笔一划写
出来的，稿纸摞在一起足有 20 厘米的
高度。他经常指着那摞稿纸和大家开
玩笑：“就算 10 万块钱，我也不给换。”
编撰过程距今已有 10 年，但随手翻开
村志的任何一页，茹呈明都能讲出这些
文字在编撰过程中的故事。或为考证
一个模糊的年份数字，翻遍市图书馆所
有的相关资料；或为识别一个风化的碑
刻文字，找寻全国上下所有能够给予帮
助的文物专家。

茹呈明说：“我始终没有放低过编
撰要求，也绝不畏难而退。”面对这个繁

重庞杂的任务，村里曾给他安排过助
手，但许多人并未坚持下来。人员变动
频繁，只有茹呈明一步一步地参与并完
成了村志编撰的每一个环节。当时，年
过六旬的他又成为了一名学生——开
始学习电脑操作。有次大年初三，亲友
们都在欢聚，只有他一个人在电脑前工
作，一整天都没出屋。

其实，在村志编撰过程中，也不断
有人向他提出质疑，“写这个有什么用”

“不用太较真”。当时的他并未回答这
些质疑，在村志完成后，他将答案一并
写在了村志的后记里。他说：“前有所
稽，后有所鉴。修志问道，以启未来。”
他还动情地写下：“当宝贵的精神财富
置于案头的时候，相信无论是走出家
乡、远离故土的游子，还是天天坚守着
这片古老热土的父老乡亲，都会为之心
潮澎湃。”

如今，村志编撰工作已经过去了多
年，但仍然可以从茹呈明身上发现那段
岁月的痕迹。他永远随身携带纸笔，准
备捕捉突来的灵感；他的案头放着新乡
县史，仍在寻找小朱庄的过往；他的笔
记本上整理了方言俚语，那是他想在村
志中补充的内容……作为小朱庄农家
书屋的管理员，村内的小朋友们对他那
和蔼可亲的笑容都十分熟悉，平日在阅
读中遇见不懂的问题也经常向他请
教。可能之后的某一天，也会有小朋友
翻开书架上的《小朱庄村志》，向他询问
脚下这片热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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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好时光 蔬菜大棚春意浓
辉县市赵固镇开展
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志松）为响应国
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助力南
水北调生态廊道建设，进一步推进国
土绿化工作，2月19日，辉县市赵固镇
在南水北调生态廊道（大沙窝村段）
开展2025年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活动现场，干部职工三五人一
组、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的挥锹挖
土，有的放苗扶正，有的填土压实，每
一个环节都遵循植树技术规范，以提
高树苗成活率。活动当天，共栽植大
叶女贞1500棵。

今年以来，赵固镇持续将国土绿
化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动员辖区各村
全面植绿、路边栽绿、见缝插绿。目
前，已启动5个造林示范村建设，种植
杨树、柳树、大叶女贞等各类苗木
10000 棵。同时，全面启动村庄绿化
行动，鼓励引导群众在房前屋后植绿
添绿。

椴木块上做文章
小花菇成了
致富金字招牌

本报讯（记者 崔敬）冬去春来，
万物复苏。眼下正是食用菌培育的
黄金季节，2月19日，走进封丘县王村
乡杜庄村花菇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
花菇从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椴木上

“探”出头来。这些素有“小鲍鱼”之
称的花菇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字
招牌。

椴木花菇食之如鲍，是香菇中的
上品，因富含大量氨基酸和多肽，具
有很高的医用价值和营养价值，在南
方尤为盛行。

负责人杜飞介绍，基地的花菇目
前正处于拔苗阶段，再有一周的时
间，新一茬便可采摘，一茬可收获千
余斤。其中，20%的花菇销往浙江、福
建、广东等地，剩余 80%用于外贸销
售。“一级菇市场价500克能卖到100
多元，年收入能达到30万元左右。”杜
飞喜悦地表示。

椴木花菇不仅铺就了杜飞的致
富路，也为村民们增收闯出了一条新
路子。该村花菇种植基地建成后，吸
纳了不少村民来此就业，尤其为村里
的低保户、五保户提供了家门口就业
的场所。

如今，不少村民在务工中学习了
椴木花菇培育种植技术，也纷纷利用
自家闲置的土地种起了花菇。村民
杜升江说，花菇不仅产量高，生产周
期还短，管理省时省力。“我在家种植
需要的投资不大，能当成副业多份收
入，不懂的还能就近问问专家。”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如
今，王村乡正在深耕“一村一品”，下
好“食用菌种植”这盘棋，用活小微企
业优惠贷款等扶持政策，为种植户高
质量快速发展注入金融活水，将椴木
花菇这一富民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的金字招牌。

传统启航 生态护航 科技领航

红旗区种德小学举办第六届科技节
本报讯（记者 刘志松 通讯员 陈

琳）让传统智慧与未来科技交织，让生
态守护与创新实践同行。2月19日，红
旗区种德小学举办以“传统启航、生态
护航、科技领航”为主题的科技节。

本次科技节共有“传统启航、生态
护航、科技领航”三大篇章。在“传统启

航”篇章中，中草药探秘、毛猴制作、木
刻版画、碑拓技艺、陶艺、剪纸等传统技
艺不再是历史课本上的图画，而是触手
可及的鲜活创造；“生态护航”篇章中的
小小“化语”实验室、显微镜下的“一滴
水世界”，孩子们从理论到行动，用科技
为地球发声；“科技领航”篇章中，无人

机、机器人、编程与航天的酷炫体验燃
爆全场，展现了对科技的探索和创造。

种德小学李灵利校长表示，科技节
不仅点燃了孩子们的科学梦想，让孩子
们感受到文明传承的力量、守护地球的
使命与科技创新的魅力，更让校园成为
传承文明、拥抱未来的活力舞台。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2月19日，
记者走进原阳县蒋庄乡的智能温棚产
业园里，看到这里春意正浓，生机勃勃，
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产业园中，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大棚
在田间有序排列，沐浴着春日里温暖的
阳光，传递出浓郁的田园风情。棚内，
各类蔬菜长势喜人，一片片鲜嫩的菜叶
青翠欲滴，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香气。

据悉，蒋庄乡智能温棚产业园采用
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自动控温控
湿、机械化种植和规范化管理等，这些
技术的运用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
品质量。园区占地650亩，建有52座智
能温棚，蔬菜品种达30余种，这些优质
蔬菜不仅深受郑州、开封等地商超的青

睐，还拿下了当地预制菜产业的订单，
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

“我是附近村的村民，在这里工作一
天能挣100多元，还能照顾家庭，我已经
在这里干了4年了，感觉非常满意。”村
民王东粉笑着说。智能温棚产业园不仅
为农户提供了增收致富的机会，更为他
们创造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在蒋庄乡智能温棚产业园内，棚菜
生产已实现“四季有菜”的全面发展，果
蔬产业的“加速度”也正在这里上演。
这一转变不仅有效带动了广大农户的
增产增收，更为农业发展提速增效提供
了有力支撑。果蔬大棚，这个曾经的普
通农业生产设施，如今已转变为促进共
同富裕的“聚宝盆”。

“我觉得做农业不能仅仅局限于增
收致富，更要注重带动创业和就业，以
及推动科技创新。”蒋庄乡智能温棚产
业园负责人孙广岭表示，“我们要为滩
区群众多做好事、实事，为新农人贡献
出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蒋庄乡结合自身地域特
色，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号
召，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
级。他们以丰富居民的“菜篮子”和“果
盘子”为目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致力
于将果蔬生产推向高效、安全、无公害、
品牌化的新高度。如今，果蔬大棚已成
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小康棚”，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绘就了一幅美
丽的新画卷。

茹呈明向记者讲述《小朱庄村志》编撰过
程中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