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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9日一大早，在新
郑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南门，新郑市
政务服务中心、新郑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相关负责人以及大厅复印部负责人
接受了办事群众林建华送来的锦旗。

林建华是来自福建的新郑招商
企业主，6月1日上午10点，他在新郑
市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
完业务后，不慎将钱包遗失。等他出
差到了外地，才发现钱包丢失，钱包
内装有他与客户的重要资料和文件，
涉及企业几百万的合同。当时已经
临近下午下班，万分火急之下，他只
找到了大厅复印部的联系电话，复印
部负责人石晓玲了解情况后立刻到
中心督查科帮他寻找。当时是由督

查科科长黄李鹏接待的，通过认真细
致地一遍遍查看监控，到下午 6点，
终于确定钱包遗失在新郑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三号窗口，在联系到该窗口
工作人员李煜后，得知他已将钱包妥
善保存在了柜子里，失物终于“完璧
归赵”，避免了群众的经济损失。

林建华在出差回来后，立即赶
到大厅为帮他寻回失物的工作人
员送上感谢信和锦旗，锦旗上的 3
句话——“人民公仆”“拾金不昧”
“助人为乐”是政务中心“便民、高
效、规范、廉洁”工作标准的真实写
照，群众的认可激发了该中心全体干
部职工的工作热情。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林建华

村里干部王根杰得知消息后，6月
11日，他联系上新郑市仁爱协会，并在
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后，引起广大爱
心人士的反响。大家看到后立即行动
起来，召集众多人在 6月 12日下午把
王利军的桃子都“抢”了。

当天，60余名爱心人士来到桃园，
大家自己动手采摘新鲜的桃子，忙得
不亦乐乎。大家你 10斤，我 20斤，还
有一些爱心人士一下买了几百斤，他
们表示，买的这些桃子回去后，发给自
己的员工或者送给环卫工。爱心人士
在采摘之余都在享受着奉献一片爱心

的喜悦。
村里的干部也没闲着，找来三轮

车，帮助大家运桃子，齐心为王利军一
家排忧解难。

一个多小时时间过去了，王利军
家已经卖出了 3000余斤桃子，他红
着眼圈说得最多的就是感谢。看着
众多爱心人士拿着大兜小兜的桃子
远去的背景，使人在这炎热的夏季内
心多了丝丝凉意。牛铁治作为这次
活动的组织者，他坦言，要把这种“帮
助他人，快乐自己”的正能量一直传递
下去！

本报讯 热情似火的6月，新郑市具茨
山管委会千户寨村空旷的田野里，机器轰
鸣，人声鼎沸，一排排的艾草伴随着机械开
过而倒下，像翻腾的绿色的浪花，远处群众
正在打包已经收割晾晒完毕的艾草，场面甚
是壮观，这是千户寨村在管委会指导下，由
第一书记牵头，村两委组织，贫困群众参与
的艾草种植脱贫新模式第一次取得收获。

千户寨村位于新郑市区西南 22公里
具茨山脚下，全村总人口为 255户 958人；
总耕地面积 1024亩，退耕还林面积 570
亩，人均耕地面积 1.07亩，全部为望天收
的旱地。2014年被定为省级贫困村，经过
扶贫工作人员的辛苦努力，2016年退出贫
困村。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管委会扶贫干
部致力于发展长期持续的产业。任务既
定，规划先行，千户寨经过多番研究，把发
展的目光放在了艾草种植及加工上。“国家
致力于向全球范围推广中草药，会为中草
药市场带来不可想象的经济效益。其中艾
草具有绿色、健康的特征符合绿色发展主
题，艾草不仅适应性强、易种植、便管理，而
且利于将具茨山原有的旅游产业与养生、
医药工业产业链深度对接，是非常适合具

茨山的脱贫致富产业。”该村支部书记杨贵
峰这样介绍。

如何将这一产业在千户寨村真正发扬
光大，2017年，由原第一书记王红、现任第
一书记王新房、驻村工作队长郑德邦共同
牵头组织村两委班子、贫困群众前往南阳
桐柏艾神艾草有限公司进行考察，学习艾
草种植加工的先进经验，同时也打消了贫
困群众的顾虑。通过多方努力，争取扶贫
资金30万元，成立村集体企业——郑州千
户老寨旅游服务公司，同时流转村民 100
亩土地用于初期艾草试种。

经过大半年的辛苦努力，千户寨村终
于在端午节前收获了他们的第一批艾草，
并购置打包机将其打包销往艾神艾草有限
公司。

“我们和艾神艾草有限公司谈好了，当
年的艾草收购价为每吨1700元，陈年价格
更高，同时种一次艾草可以收获三茬，第一
茬的艾草产量亩产保底为 400公斤，能收
入7万余元，三茬总计20余万元。俗话说，
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艾草是越陈越值
钱，但是为了长远发展我们还是决定卖掉
当季艾草，将资金用来修整艾草田的灌溉
设施，以便可以收获更多的艾草，成立我们
自己的标准化厂房，加工艾柱、艾绒等产
品，实现艾草产业的价值最大化。等有了
我们自己的艾草加工厂就好了，自己加工
收益更高，还能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等
我们发展好了还可以带动周边群众也种植
艾草，扩大市场影响力，到那个时候，大家
伙就不必辛辛苦苦去远处打工了，就在家
门口就业，既能挣钱养家，又能照顾家人，
多好呀！”谈起千户寨艾草产业的将来，杨
贵峰满满的憧憬。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赵颖 文/图

鲜桃成熟销路无门 众人来帮

一个多小时，3000斤“爱心桃”被抢售一空
本报讯 眼下又是一年一度桃子成熟季，可对于新村镇洼王村的王利军

一家来说却销路无门，惊喜的是新郑市许多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帮助他
销售“爱心桃”。一个多小时的工夫，3000余斤桃子被抢售一空。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寻常小艾草 脱贫大产业
具茨山管委会发展艾草种植脱贫新模式

■温暖新郑

小小血压计
搭起红十字连心桥

本报讯6月20日，新郑市红十字会
来到辛店镇北靳楼村，为该村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配置了一批电子血压计。

北靳楼村是红十字会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预防和控制试点项目村。
一年来，由 22名村民组成的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踊跃参加红十字会组织
的各项培训、宣传，积极开展入户基
线调查等活动，宣传了红十字运动基
本知识，增长了慢性病防控知识，确

定了全村慢性病患者目标人群。生
活条件好了，村民们增进健康的意识
也更加强烈了。“有了红十字会配备
的血压计，俺们两人一组到患者家
中，绑上臂带启动开关按钮，我们就
能知道血压、心率数值，心里有了健
康数，给的建议也更合理，我们一定
坚持把入户探访做扎实了。”志愿服
务队队员们纷纷热心地谈论着。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陈晓敏

办事群众大意丢钱包
工作人员保管并归还

6月12日下午，天气炎热，新郑市
爱心人士驱车赶到王利军的桃园。桃
园里，沉甸甸的鲜桃缀满枝头，在绿
叶的点缀下显得分外耀眼和诱人。
然而，看着满树的桃子，王利军一家发
起了愁。

王利军今年 30岁，是新村镇洼王

村村民，自小患上了肌肉萎缩，妻子
患有精神病，家里小孩上一年级，母亲
一个胳膊残疾，年迈的父亲平时靠打
零工维持生计，家庭十分困难。家里
种的近两亩桃子眼看已到了成熟季，
可由于缺人手，再加上销路不畅通，近
5000斤桃子滞留桃园。

近5000斤桃子滞留桃园

众人齐心为这一家人排忧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