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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志松 通讯员 杜
广建）“当身份证等重要物品遗失，焦虑
的失主或许未曾想到，志愿者正通过信
息网络、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渠道，为
物品寻找回家的路。”6月15日，辉县市
义工志愿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辉县义
工）秘书长卢新河告诉记者，辉县义工
曾经送还各类证件超百件。

身份证、医保卡等证件不仅是个人
身份的证明，更关联着就医、出行等基
本民生需求，一旦丢失，失主不仅面临
补办流程的繁琐，还可能被冒用产生法
律风险。辉县义工在志愿服务中频繁
遇到捡拾重要物品的情况。

今年6月10日，义工李志明在一家
医院发现，该医院收费大厅失物认领处
摆放着厚厚一摞身份证、户口本、驾驶
证等证件，长期无人认领。这些“无主
之物”背后，是失主遗失物品后的焦虑，
也是志愿者心中亟待解决的“民生小
事”。

李志明亮明义工身份后，主动承担
起协助寻找失主的任务。他的行动并
非个例，而是辉县义工常态化失物归还
机制的缩影。辉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辉县义工群及社区工作者，共同
构建了“线上信息扩散 + 线下社区排
查”的立体网络，通过义工群实时共享
失物信息，结合社区网格员对辖区居民
的了解，精准匹配失主线索。从接手失
物到物归原主，往往数小时内就可完
成，高效协作让“失物”不再“失联”。

通过这种模式，李志明让医院的一
摞遗失证件在短时间内全部找到了主
人，印证了志愿力量与基层治理结合的
强大效能。

一张身份证的归还，是对个体需求
的关注，更是社会治理中“民生无小事”
的具象化体现。志愿者通过善举传递温
暖，失主在找回物品的同时，也感受到城
市的人文关怀，形成文明传播的良性循
环。辉县义工累计送还超百个证件，让

“文明辉县·视界有你”的理念深入人心，
成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鲜活名片。

从一张身份证到一本户口本，从一

次偶然捡拾到百次常态归还，辉县义工
用行动证明，文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
是触手可及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崔敬）6月13日，
在封丘县王村乡大马寨村东的3亩试
验田里，红黄白黑四色玉米种子已按
行间距深埋土中，泥土泛着深褐色的
光泽。“这3亩田是给乡亲们看的‘活
账本’，不打一壶药照样能长成‘黄金
棒’。”返乡乡贤马通旺边俯身检查土
壤墒情，边自信地向村民介绍彩色玉
米的前景。

作为在封丘县之外已成功种植
90亩彩色玉米的“先行者”，马通旺深
知新生事物落地的艰难。

“不打药，草还不得疯长？”“颜色

稀奇能卖上价？”……不久前，面对马
通旺带回的四色玉米种子，乡亲们充
满了疑惑和顾虑。为此，马通旺特意
在村头圈出3亩“样本田”，采用与外
地基地同款的“人工除草+有机施肥”
生态模式进行种植。

“咱这里水肥足，产量只会高不
会低。我们公司按每公斤5元的价格
保底回收，每亩彩色玉米能比普通玉
米多赚 600 元至 800 元，这是一笔算
得清的经济账。”马通旺笃定地说。

比“经济账”更具说服力的是已
验证的销售网络。马通旺创办的商

贸公司不仅与北京、上海等地高端商
超签订有直供协议，还在网络平台开
辟了“彩色玉米”视频带货专区。消
费者通过他发布的产品短视频，可以
直观感受生态种植的全过程，更加放
心地下单选购彩色玉米。

田埂上，几位村民正围着马通旺
观看彩色玉米的生长视频。“你看这棒
子颗粒跟玛瑙似的。”脱贫户孟师傅眼
里映着玉米穗的斑斓色彩。这片试验
田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特色农业的
增收光谱，成为乡亲们观望市场的窗
口，也是马通旺反哺家乡的情怀注脚。

返乡乡贤引彩粮入田
肥沃土地孕金穗盈仓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 6 月 12
日，行走在获嘉县太山镇的乡间沃
野，阡陌纵横的农田与错落有致的村
居交相辉映，一幅生态宜居的乡村振
兴画卷正徐徐展开。太山镇以秸秆
禁烧为突破口，创新实施“防控+治
理+利用”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不仅筑
牢了生态环境防线，更走出了一条具
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我们构建了‘天眼+地勤+人防’
的立体化监控体系。”在太山镇智慧农
业指挥中心，一名工作人员正通过蓝
天卫士监控平台实时查看全镇农田
状况。依托 12 处高清摄像头，结合
30支党员先锋巡逻队，该镇实现了对
6.5 万亩耕地全天候、无死角监管。
在秸秆禁烧关键期，该镇建立了“三
班倒”值守机制，领导带头驻守禁烧
瞭望哨，82名网格员包片到户，确保

责任落实到人、到地块。
在太山镇董庄村，村民王师傅指

着干净的街道说：“以前秸秆都是堆
在房前屋后，现在统一清运还田。村
里环境好了，心情也舒畅。”太山镇将
秸秆清运与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
除了投入大型机械清理沟渠和转运
秸秆外，还建立了“1小时内巡查员到
位、3小时完成隐患处置、5日内开展
回头看”的“135”快速响应机制，确保
问题不反弹。通过“生态宜居星”创
建，该镇卫生户厕覆盖率达82%，生活
垃圾处理率提升至95%。

在太山镇塔洼村现代化农田里，
新型打捆机正在田间作业（如图）。

“这些秸秆捆将作为饲料销往周边养
殖场，每吨可卖200元。”该村党支部
书记张立委说。据介绍，太山镇坚持
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相结合，调配新

型打捆机、搂草机20余台，推进秸秆
高效离田，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从源
头上杜绝焚烧秸秆现象的发生，实现
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如今的太山镇，田成方、林成网、
路相通、渠相连，一幅生态宜居的乡
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获嘉县太山镇

巧解秸秆难题 绘就生态画卷

本报讯（记者 崔敬）6月13日，记
者在封丘县城关镇三里辛村大农农业
特色种植基地看到，金黄的小麦刚完成
收割，如今麦茬之间遍布绿油油的瓜
藤，瓜藤上挂满了圆滚滚的西瓜。这里
采用的“麦瓜轮作”模式，不仅提高了土
地利用率，还增加了农民收入。

“麦瓜轮作”是一种高效的种植模
式。每年清明节前后，技术人员会在小
麦田里种下瓜苗，等到小麦收获后正是
西瓜生长和采收的好时机。这种轮作
方式，不仅大大提高了土地的经济效
益，还实现了土地的全年高效利用。

据介绍，大农农业特色种植基地
还积极推广西瓜与红薯套种模式。在
西瓜种植行间套种红薯，红薯的藤蔓
可以覆盖地面，起到抑制杂草生长、保
持土壤水分、减少水分蒸发等作用。
红薯和西瓜的生长周期不同，套种可
以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这种套种模
式实现了一地双收，进一步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

“我们一直在为群众提供优质高
效的农业技术，通过探索和学习外地
先进经验，加之封丘独特的地理和区
位优势，使用轮作和套种模式，实现了
经济效益和科学技术的双丰收。”该种
植基地负责人孟宪增表示。

“失物接力”:志愿者用善举织就城市温情网

义工在志愿者服务站想方设法联系失主

“轮作+套种”模式
助力增产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