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刘
晓阳）近期，原阳县葛埠口乡北村的
西瓜种植基地内，大棚西瓜迎来了成
熟采收的高峰期。6 月 1 日，记者在
现场看到，碧绿的瓜藤上结满了圆滚
滚的西瓜（如图），瓜农穿梭其间，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种植户李二公是这里的“西瓜专
家”，他告诉记者，自己种植西瓜已经
有20多年了，只要拍一拍西瓜，听听
声音，就能准确判断西瓜是否成熟。
今年，他种植的是麒麟西瓜品种中
的嘉年华 701，这种西瓜皮薄多汁、
脆甜爽口，深受市场欢迎，零售价能

卖到每斤3元，而批发价也能达到每
斤 2.6 元左右，一亩地的收入能有 1
万多元。

“他家的西瓜很好吃，我每年都
来买。”前来购买西瓜的吴女士说，在
种植基地选购西瓜既新鲜又能体验
采摘的快乐，一举两得。

据了解，为了解决西瓜种植“重
茬”难题，北村党支部积极发挥引导
作用，每年统筹协调4户到6户农户，
每户拿出 4 亩到 5 亩地进行置换，全
力支持西瓜种植业的持续发展。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北村的
大棚西瓜凭借其优异的品质赢得了

市场的广泛认可。这片土地上的瓜
农正用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更加
甜蜜的生活，实现了真正的“富了农
家”。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刘
晓阳）当前，正值新蒜集中采收的黄
金季节。6 月 2 日，记者在原阳县原
兴街道八里庄村田间地头看到，蒜
农正在采收大蒜（如图），一派繁忙
景象。

清晨6时，天刚蒙蒙亮，蒜农杨女
士便与家人一同来到自家的蒜地里，
开始了紧张的采收工作。今年，杨女
士种植了4亩大蒜，预计每亩产量可

达2000多斤。她告诉记者：“现在用
机器拔蒜，一亩地要70元，拔完后还
会请附近的村民来帮忙剪蒜头，人多
的时候能有十几个呢。”

在杨女士的蒜地里，浓郁的蒜香
扑鼻而来。只见村民手持工具，在田
间地头忙碌穿梭，他们动作娴熟地将
一颗颗饱满的蒜头从泥土中拔出，起
蒜、抖土、剪杆、捆扎、装袋……一袋
袋整齐码放的大蒜堆在田间地头，三
轮车来回穿梭运输，构成了一幅生动
的丰收图景。

正在剪蒜头的毛女士一边忙活
一边笑着说：“最近大蒜进入集中收
获期，我在村子周边帮忙给人家收
蒜，一天能挣100多元，既能赚钱又能
顾家，还能学到大蒜种植和销售的知
识。以后我也想承包几亩地，自己种
大蒜。”

当日上午9时许，在原兴街道宣

化寨村村口，一辆辆满载大蒜的三轮
车排起了长队，蒜农满怀期待地等待
着客商前来收购。

来自中牟的客商任东疆表示：
“这里的大蒜品质上乘、饱满紧实、色
泽鲜亮，蒜农也讲信誉，合作起来放
心。我每年都会来这里收购大蒜，今
年准备多囤点货，一部分储存在冷库
里，一部分销往各地的农贸市场。”

据了解，目前新蒜的市场价格普
遍在每斤1.3元至1.5元，随着市场需
求持续旺盛，今年蒜农有望迎来一个
丰收又增收的“金蒜季”。

蒜农采收忙 丰收又增收

大棚西瓜丰收季 农家日子甜如蜜

本报讯（记者 崔敬）斜日庭前
风袅袅，碧油千片露红珠。眼下，封
丘县冯村乡大里薛村的玛瑙红樱桃
进入丰收节。6月1日，记者走进该
村的樱桃种植基地，红彤彤的樱桃泛
着耀眼光泽，饱满圆润的果实压弯了
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田
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作为村里的农业大户，杨翠云已
有 9 年樱桃种植经验，种植有早熟、
中熟、晚熟近 20 个樱桃品种。为了
延长采摘期、丰富口感体验，近两年
她还陆续引进了萨米拖、雷尼等新品
种，让“冯村樱桃”的招牌更加响亮。

“樱桃是无公害的，从开花到结果全
程不打农药，就连地下施的也是有机
肥。”她介绍。

近日来，果农穿梭在林间采收成
熟果实，慕名而来的游客手提袋子、
小桶正在体验采摘的乐趣。看着如
此景象，杨翠云脸上充满了丰收的喜
悦。目前，果园已开园近两周，日均
接待游客约200人次，小小樱桃每年
能为果农带来数万元的收入。

近年来，冯村乡持续推进农业特
色化、品牌化发展，以果为媒、以园引
客，将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让游客在果香中感受田园风光，也为
农户开辟了“采摘经济”的新路径。

樱桃满枝迎丰收
映红乡村致富路

果农正在采摘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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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在辉县市沙窑乡北沙水
村一个整洁的小院里，看上去比实际年
龄小20岁的司立勇正俯身床前，轻轻为
老伴儿孙先瑞擦拭额头、喂水喂药，动作
细致温柔。

10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脑梗，让昔
日能干利落的孙先瑞倒在了病床上，从此
与床榻为伴。10年光阴，3650多个日夜，
今年已经80岁的司立勇用布满岁月刻痕
的双手，为老伴儿撑起一片爱的晴空。

走进司家，庭院不大，一尘不染，家
谱上赫然写着孟子的箴言，“人人亲其
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司立勇，这位曾
走南闯北的石匠、为乡邻写春联的“乡村
书法家”，用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为这句
古训写下了最滚烫的注脚。

做饭、喂水喂药、擦身翻身……这些
琐碎日常，构成了这位耄耋老人生活的
重心。在他的精心照顾下，卧床10年，
77 岁的老伴儿竟然奇迹般地保留着满

口完好的牙齿，成为这份无微不至照顾
的最好见证。

3个女儿都很孝顺，常来探望，也想
接走母亲照顾。“女儿都有各自的家，都
是上有老下有小，都不容易。”司立勇总
是这样婉拒，“只要我还能干一天，就不
连累女儿们，我照顾她！”这份沉甸甸的
责任感，让本应颐养天年的他，以八旬之
躯独自挑起了照顾老伴儿的重担。

女儿们的孝心化作了隔三岔五的探
望和力所能及的帮衬，而守护的核心，始
终是父亲那不肯弯曲的脊梁。

疾病夺走了孙先瑞的语言表达能
力，却无法阻断这对老夫妻心灵的交
流。一次，司立勇为村里一位过世老人
写好挽联，因照顾她未能及时送去，善良
的孙先瑞在病床上急得“哇啦哇啦”直
喊。起初司立勇不解其意，直到女儿归
家，才“翻译”出老伴儿的意思：“快给人
送去，别误事！”

从此，司立勇更加用心观察。老伴
儿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声模糊的咿

呀，都成了他努力解读的“语言密码”。何
时要喝水，哪里不舒服，冷了热了……10
年的精心照顾，让默契深入骨髓。他不
仅照料身体，更用心“哄老伴儿开心”，让
寂静的病榻旁，依然流淌着相守的暖意。

从昔日的“男主外女主内”——他年
轻时常年在外打工，她操持家务井井有
条，到如今形影不离的病榻守护，司立勇
与孙先瑞携手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粗茶淡饭的平静被疾病打破，但那
份其乐融融的相守之情，在磨难中愈发
坚韧。司立勇用10年光阴，以日复一日
的耐心和细致入微的照料，在寂静的深
山里，在狭小的病榻旁，无声地书写着一
曲超越言语、感人至深的爱情与亲情的
颂歌。

北沙水村党支部书记万福明表示，
司立勇与孙先瑞夫妻几十年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非常和睦。尤其是老伴儿患
病后，司立勇无微不至照顾，为村民树立
了榜样。他对老伴儿的深情，如山厚重，
如溪绵长。

耄耋老汉十年如一日耄耋老汉十年如一日
用心守护偏瘫老伴儿用心守护偏瘫老伴儿

□记者刘志松

司立勇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