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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时尚而又帅气的小伙
子。

这是张秋子留给记者的第一印

象。
日前， 记者来到西华县华泰街道

办事处茅岗村的多肉植物种植基地，
头戴渔夫帽、 身穿黑色卫衣的张秋子
正在大棚里察看绿萝的长势。 “我们老
板有事外出了， 我先带你们看看我们
种的多肉。 ”

在张秋子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一
座面积 600 平方米的多肉种植大棚 ，
瞬间感到眼睛不够用了。 这里面栽种
培育着大小不一、形状不同、造型各异
的多肉植物，个个胖乎乎、肉嘟嘟、呆
萌萌的，远远看去，一片片、一盆盆、一
排排，颜色各异、错落有致，犹如一个
个神秘、 精致的微观小世界， 小巧玲
珑、生机盎然。

“多肉是花卉的一类 ，大范围种
养也是近年来的事。 目前市场上多肉

品种很多， 我们这里种植有 200 多个
品种 。 你看 ，这个叫 ‘冰玉 ’，这个是
‘奶油美人’， 那是 ‘粉女巫’‘玉缀钱
串’‘淡雪’……”张秋子如数家珍，向
我们介绍多肉的品种。 随手指着一种
花，就能叫出它的名字、说出它的生长
习性。 “每种花从种植到管护、出手，不
知道要经过多少遍手， 就像抚育自己
的孩子一样天天侍弄 ， 想记不住都
难。 ”

“你对多肉种植这么熟悉，大学是
不是学的就是相关专业？ ”记者问。

“不是，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市场营
销，2016 年以前我在郑州从事电商行
业。 我老家是西华五二农场的，从小就
和我们的老板理效庆相识。 后来，他想
回乡创业，觉得我有电商工作经验，便
找到我。 没有太多的犹豫，我觉得这是
一次很好的机会，于是就回来了。 ”

从农村到城市， 再从城市回到农
村，改变的是地域，不变的是心中的希

望和梦想。
“我同学有的选择城市，有的选择

农村，其实在追梦路上，城市和农村没
有优劣之分。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农村天地更加广阔。 对于我们这一
代人来说，不管在哪，只要想干、肯干、
能干，就一定能做成一些事情。 ”张秋
子说。

从多肉”小白“到多肉行家，从花
架制作到水管铺设， 从自动浇水装置
到大棚温度控制，张秋子在干中学、在
学中干，凭着较强的学习能力、动手能
力和不服输的韧劲儿、拼劲儿，成为基
地里的一把好手。

与大多数年轻人不同， 张秋子说
话做事不疾不徐。 最近他正在修整因
汛情损毁的大棚， 经常要工作到晚上
11点多。

目前，多肉种植基地已发展成集
多肉植物培育 、寄养 、花盆批发为一
体的多种经营模式 ， 前来参观购买

的人络绎不绝 。 随着多肉种植规模
逐步扩大 ， 他们也将销售触角伸向
了电商平台 ， 建立了华泰街道办事
处电商服务站。 “春夏销售旺季的时
候，一天销售额在 5000 元左右。最近
我们又拓展了绿萝代理销售 ， 线上
销售形势和前景都不错。 ”张秋子介
绍道。

“目前基地发展态势很好，你会一
直在这里做下去吗？ ” 面对记者的问
题， 张秋子回答得坦然而自信：“我觉
得人生就应该是多元化的， 不应该被
设限、 被定义。 这里有我的付出和汗
水，我是不会放弃这个事业的，但我将
来肯定还要尝试新的领域。 ”

走出基地，放眼望去，田野里满是
绿油油的麦苗。 冬日的阳光洒在麦苗
上，温暖而明亮。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片土地以
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都将收获丰硕
的果实。

采访后记：青春应该是什么样的？
谁能定义当代青年的模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

有一代人的境遇。 在任何时代，青年都
是社会进步的鲜活力量。 在每个时代，
青年的使命各不相同。 新时代、 新观
念、新作为，这一代的青年人，面临着
更多的挑战， 但他们也有更多打破束
缚的机会。

张秋子和他的老板理效庆， 正是
大千世界中无数个追逐梦想、 勇敢尝
试未知的新农人的缩影。
与传统农业从业人员相比，新农人

眼界宽、思路活、见识广，在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催化下，他们
更懂得如何推介乡村优势资源和特色

产品，更懂得如何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带动农民增收、开辟产品市场。
让青春在拼搏中闪光。无需受困于

地域、学历、资本，别说没经验、学历不
高、不在大城市，撕碎固有标签，没人
能定义你的人生。 想发光发热，就去拼
去闯。
这是需要奋斗的人生！这是值得喝

彩的人生！ ②18

“90后”新农人张秋子：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
□记者 王艳 吴继峰 张猛 文/图

������近日， 在周口市中心城区中州大
道与黄河路交叉口西南角的铁路公园

里， 一座端庄典雅的文学殿堂———周

口市文学馆落成， 周口从此又添一处
独特的文化景观，它是周口市 2020 年
度第一批市重点建设项目。 周口市文
学馆的建立， 是为百姓做的一件大好
事、大实事。 可以说，它不仅是这个城
市的文化地标， 也是这个城市的精神
坐标。

远观，“一”字型房顶与“人”字型
大门设计， 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
人合一的深邃思想，近看，徽派建筑风
格大门与典雅庄重的砖红主体建筑相

得益彰。 而之前，这里是一所旧厂房，
因地制宜， 根据需求做出相应的设计
和布局， 便出落成文艺范儿十足的文
化景观。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周口文
化史、 文学史的数千年进程犹如一部

激荡的长诗，融入中国恢宏的史诗，化
作动人的音符， 迸发出超凡的智慧和
气度，利益众生。

走进周口市文学馆， 浓郁的文化
气息奔涌而来。 正门墙壁上方悬挂“文
以载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三道
匾额， 不仅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周口作
家“薪火相传 求真务实”的使命担当，
更让人体会到周口文学的时代精神与

开放情怀。
周口市文学馆建成面积 2800 平

方米，分为主展区和核心展区，系统梳
理了周口文学从远古到当代的发展历

史，全面展示了周口籍文人、旅居周口
文人等 232 位作者的作品。

顺着历史的脉络 ，走进文化的
殿堂 。混沌初开 ，乾坤始奠 ，盘古开
天辟地 、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开启
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 ，伏羲画卦成
为中华文明的滥觞 ， 《诗经·陈风 》
凝聚成 “风雅 ”精神 ， 《洪范·九畴 》
揭示自然与社会的 “天地之大法 ” ，
《老子 》上承易道之幽光 ，下开道统

之无穷 。 周口文学与中华文学同根
同步 ，源远流长 ，博大厚重 ，在人类
文明的 “轴心时期 ”散发出耀眼的
光芒 。

汉魏以来，周口文学蔚为大观。 应
劭《风俗通义》“文辞清辨，可资博洽”；
谢灵运、 谢■首创清新自然之诗风；
“咏絮之才”谢道韫成为文学才女的代
名词；《殷芸小说》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
部以“小说”命名的短篇小说集；周兴
嗣 《千字文》 成为千年不衰的蒙学经
典。

家族文学在唐宋元时期的周口仍

余韵飘香，唐代诗歌创作精彩不断，古
文作品舒徐和缓，宋词幽隽，宋诗思虑
深沉。

明清时期的周口文学， 作家作品
灿若群星。 李梦阳、谢榛分别为前、后
七子的领袖， 其诗歌成就不但领一代
风骚，且遗后世嘉惠。

古今文化的滋养， 现代生活的激
荡，当下周口人的努力，周口文学结出
丰硕成果：“周口作家群”异军突起，60

多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活跃当代文

坛，再创辉煌！ 一大批周口籍著名作家
把文学之魂留存在文学作品的字里行

间，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传承文学薪火。
一楼展厅两侧的阅读区域安置有

红褐色中式桌椅，不久的将来，所有市
民都可以来这里参观、读书。 在书中仰
望乾坤、观书明理、思接千载、视通万
里。

登上二楼，俯瞰全馆，清新雅致的
文学空间尽收眼底。 “已经在日夜不停
加紧准备， 筹备相关历史资料和图书
上架， 全力保障 12 月 29 日与市民见
面。 ” 周口市作家协会秘书长红鸟介
绍， 周口市文学馆开馆后只在周末开
放，不收门票，到时将有专业老师现场
讲解。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城市
文化，是城市的精神之根。

一个城市长期坚持保护文化、 培育
文化、建设文化，可以更深层次地挖掘出
城市的文化底蕴。

收永存之诗赋，藏不朽之辞章，佐天
地之理，正乾坤之道。 周口市文学馆的建
成，不仅是对周口数千年文脉的梳理，更
是对周口社会文明的浓缩与呈现， 它将
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
将成为我们每个人涵养心灵、 扩展精神
疆域的有力指引。 ①5

高举文学薪火 延续城市文脉
———周口市文学馆落成小记

□记者 黄佳

������本报讯（记者 张洪涛）12 月 12 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扶沟县公安局白
潭派出所副所长张宁博入选 2021 河南
“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名单。

2021年 2 月 9日，在处置一起警情
过程中， 面对犯罪嫌疑人挥舞着的剪
刀，张宁博挺身而出，与犯罪嫌疑人展
开搏斗。 搏斗中，犯罪嫌疑人手中锋利
的剪刀刺入了张宁博的头颅，但他毫不
畏惧，与其他民警合力将其制服。 后经
全力救治， 张宁博在昏迷 20 多天后苏
醒。

张宁博自参加公安工作以来 ，始
终扎根基层一线，牢记宗旨使命，忠诚
履职尽责，特别在生死危难时刻，敢于
叫响“我是党员，我先上、跟我来”。 他
先后荣获 “扶沟县优秀共产党员”“周

口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优秀共产
党员 ”和 “周口市五四青年奖章 ”等称
号。

据悉，日前，河南省公安厅启动了
2021“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旨
在通过广泛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
宣传， 推出一批 2021 年在维护社会安
定、保障人民安宁以及抗击疫情、抗洪
抢险中涌现的优秀基层民警，大力弘扬
公安英模精神，教育引导广大民警以先
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敬业奉献，全
力做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各项工作，在全社会着力营造理解支持
公安工作的良好氛围，展示新时代公安
队伍良好形象。省公安厅将在各地推选
候选人的基础上，评选出 10 名“最美基
层民警”。 ②18

张宁博候选 2021河南“最美基层民警”

������本报讯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陈义）
城镇新增就业 16190 人，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7350 人的 220.27%；新增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 4585 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 4300 人的 106%……12 月 12 日 ，来
自郸城县人社局的一组数字，为全县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写上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据悉，该县今年以来坚持新发
展理念，把稳就业作为重中之重，以“四
精”模式实现了就业好形势。

在郸城县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县委
书记李全林就提出了明确的就业目标：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
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
体系，兜牢就业底线，实施更加积极的
就业政策，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和就业创业能
力， 千方百计稳定和增加就业岗位，提
升就业质量。 ”

精准施策， 打好就业工作提前量。
该县农村劳动力人数约为 70 万人 。
2020 年， 该县就打好提前量， 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春节期间返乡农民工
疫情防控和就业服务的通知》，根据《建
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台账工作

实施方案》。 2021年由班子成员分包乡
镇、业务股室分包行政村、基层公共就
业服务站分包到人的三级联动工作机

制，对全县 488 个行政村农村劳动力通
过实地走访、电话调查，结合卫生防疫、
交通部门做到“来源有登记、健康有监
测、去向有记录、轨迹可追溯”疫情防控
就业信息台账，为后续各项就业帮扶措
施提供了坚实的信息支撑。

精确岗位， 打牢返岗复工主动仗。
春节后，该县依托县乡村三级公共就业
服务平台，充分利用“郸城人社”“郸城
就业”“春风行动网络平台”等微信公众
号、线上“网络求职平台 App”、线下“百
米招工信息长廊”等方式，及时发布就

业创业政策和招工信息 3 万多条，打通
就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农民工
就业提供岗位 2 万多个， 截至目前，促
进返岗就业 34.5 万人。

精心服务， 拓宽转移就业多维面。
该县充分发挥与福州、 金华、 德清、东
阳、温州、郑州等县市人社部门签订劳
务合作协议作用，积极转移务工人员省
内地区就业 40129 人次 、 浙江地区
42224 人次、广东地区 27125 人次、江苏
地区 28000 人次 、 其他地区 54922 人
次。其中，积极引导因疫情因素、返乡回
流、无明确就业意愿、方向和之前未外
出的人员实现新增转移就业 2570 人。

精细施策， 打出政策帮扶组合拳。
该县拓宽就业渠道， 确实无法转移就
业、无法离乡困难群体，引导市场经营
主体吸纳困难群体就业，加大公益性岗
位开发力度， 积极对接本县重点项目、
重点企业、 扶贫车间， 精确提供岗位
6000 多个 ， 有效促进就地就近就业
3150 人，开发公益性岗位 2759个，累计
发放公益性岗位补贴 2056.4 万元。

同时，加大稳岗就业力度。 截至 12
月份，城镇新增就业 16190 人，新增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585 人， 新增农民
工返乡创业 1872 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 1300 人的 144%。

提供了丰富的岗位，更需要适合的
技能人才，做到有岗有工才能促进稳就
业、好就业、就好业。该县免费通过技能
培训提升人岗匹配度，今年以来，该县
新增创业辅导人数 1272 人，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900 人的 141.3%；农村劳动力
技能培训培训 4620 人， 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4300 人的 107.44%；开展创业培训
600 人次 ， 完成年度目标 480 人的
125%； 发放各类技能培训补贴 247.68
万元，郸城县就业服务中心被河南省委
组织部和河南省人社厅评为脱贫攻坚

集体记大功先进单位。 ②5

郸城：“十四五”开局之年迎来就业好形势

（上接第一版）
一片碧绿，黄土地“葱”满无限希望

在五里口乡， 大葱算是各种经济
作物中“花儿”开得最灿烂的一个，这
得益于该乡适宜大葱种植的气候和水

土。
五里口大葱个头大、葱白长，平均

粗细超过大拇指， 被大家形象地称为
“点赞葱”。 乡党委副书记刘传锋告诉
记者：“‘点赞葱’ 每亩地产量约 12000
斤，按照现在市场行情，我乡大葱种植
业今年净收入在 1500 万元左右。 ”

五里口乡大葱种植有春苗和秋苗

两种，一年两季收成，大葱种子选的是
“慧合 1 号”和“慧合 2 号”，通名为”长
白葱 “。 清明节前后就是大葱育苗时
间，村民忙着将大葱种子种入泥土，再
给它们“盖上被子 ”———地膜 ，防止倒
春寒、病虫害等阻碍葱种出土、成长。 5
月进行移苗种植，之后再浇水、施肥、
打防虫药。等到 8 月中旬，大葱长到 20
厘米左右时开始施肥、封沟，直至大葱
长成。

种葱大户“杨百万”原名杨树林 ，

由于去年种大葱净收入近百万元，被
当地村民戏称为“杨百万”。 “杨百万”
梳着“大背头”，头发光亮，穿着夹克棉
服、宽松牛仔裤、休闲旅游鞋，看起来
精神饱满。 见到记者，他热情地与记者
交谈起来：“我种了 100 多亩大葱 ，去
年效益不错，是挣了点钱，别听他们叫
我什么‘杨百万’，那可不敢当。 ”说到
这，他呵呵笑了。 看来“杨百万”这个
绰号让这位朴实乐观的种葱大户有些

不好意思， 但他饱满的精气神儿与爽
朗的笑声告诉我们“杨百万”收入确实
可观。 “今年再追加 50 亩，继续干。 ”杨
树林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脸上有掩盖
不住的喜悦。

种葱大户高云朋有些感慨：“前些
年我一直在外地打工，别看跑得远，收
入并不高， 家里老人、 小孩也没法照
顾，心里不踏实。 ”他露出笑容接着说，
“现在好了，回来种葱挣钱多，老人小
孩还在身边， 技术上碰到问题村干部
还找人给指导， 有个啥事都能在一起
商量，种的葱不愁卖，那些收葱的老板
给俺长期合作 ， 平时微信都联系着
呢！ ”说到这，他更加兴奋了，“现在俺

都开玩笑说， 不怕村里男丁不好找对
象。 不怕没车、不怕没房、不怕没存款，
家里有 200 亩葱就中。 ”听到这里，大
伙儿都哈哈笑起来。

飘向远方，山南海北多了一味香

刘传锋告诉记者，起初，村民之间
自发联合种植大葱，销路有限。 现在五
里口乡大葱种植已经形成规模， 销售
不用发愁，群众只要种，就有专门的人
负责联络采购商。 ”

很巧， 记者在包庄村就遇到了大
葱采购商高小伟。 他来自西华县西华
营镇，离包庄有十几里路。 “我今年 40
多岁了，自打干了这行，一直在这收购
大葱，有时候三五车，有时候十来车，
一车平均十来吨。 今年我在这里已经
收购了上百万斤大葱， 我的客户都说
这里的大葱好。 ”说着，高小伟拿出一
沓订单，“客户订单都打好了， 我来拉
葱，晚上得送到汽运物流站，发到新疆
呢，不能耽误事啊！ ”他麻利地组织工
人搬出收葱机器， 这时已经过了中午
了。

除了大葱， 五里口乡山药种植也
远近闻名，另外还有生姜、金丝皇菊、
辣椒等， 这让该乡的经济发展充满了
活力。

乡党委书记韩凤娥表示，近年来，
他们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紧紧围绕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两大目
标，聚焦大葱、山药、生姜、辣椒、金丝
皇菊、花生等种植业，深入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
村容村貌改善了， 文化生活丰富了 ，
“点亮”了农民幸福的新生活。

天色渐晚，此时，全国各地有多少
人在享用五里口大葱呢？ 重庆的火锅、
新疆的大盘鸡、四川的担担面，应该都
会有它的“倩影”出现、为这些美食再
添一味香气吧！

登车返程，五里口乡渐渐远去，凝
眸回望，满目皆是绿色的希望！ ②18

五里口大葱香飘四海

记者在基层

������本报讯（记者 李莉）12 月 12 日下
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剑平主持
召开全市开发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议 ，
听取目前进展情况汇报， 研究推进工
作举措。 他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特别是省委书记
楼阳生在我市调研讲话和指示精神 ，
扎实有序推进各项改革工作， 确保省
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在周口落实、
落地、见效。

马剑平指出，开发区是经济发展主
阵地 、主战场 、主引擎 ，也是产业最集
中、经济最活跃的平台。 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开发区高质量

发展工作，深入学习、研究、吃透《中共
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河

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精
神，以奋勇争先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推
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力争在新一轮开
发区改革中进入全省第一方阵，不负省
委、省政府的信任，不负周口千万人民
的期待。

马剑平强调，要聚集重点工作，按
照“整合、扩区 、调规 、改制 ”的总体要
求， 加快推动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要扎实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试点工

作 ，发挥好试点的示范 、突破 、带动作
用。 要抢抓机遇，进一步完善开发区整
合扩区方案，为我市开发区建设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要稳妥推进
放权赋能工作，确保下放权力能够“接
得住、用得好”。 ①6

加快推动全市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临近年底，购物旺季即将到来，我市的各大商场积极备战，做好应对业务
旺季的准备。 随着直播带货站上风口，市区多家商场加大了直播带货的力度，
通过与本地网红主播开展深度合作和打造自有网红主播，甚至商场高管亲自
上阵直播带货。 图为“双 12”活动期间，万顺达广场打造的网红主播正在开展
线上导购活动。 记者 田松平 摄

张秋子在多肉植物种植基地进行管护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