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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县市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本报讯 本报对“三无”除草剂祸害中牟
县官渡镇 2500亩蒜田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
很大反响。该县领导得知后十分重视。郑州
一生物工程公司也来到受灾蒜田，喷洒“解
药”为受灾蒜苗治病。

“我们公司有几种产品，能解除因除草剂
使用不当对蒜苗造成的药害，长期使用能有
效分解和吸附除草剂在土壤中的残留，降低
其对后茬作物的危害。这些产品曾在小麦、
玉米上用过，农作物受到危害后三五天到半
个月喷洒，效果非常明显，不会出现任何副作
用。看到你们刊发的消息，我们想联系一下

中牟蒜农，希望尽快解除除草剂对蒜苗的危
害。”4月7日上午，河南远东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的李经理致电记者说。

昨日上午，李经理带着“解药”来到张书
强的蒜田。由于蒜苗喷洒除草剂的时间是去
年 10月份，“解药”是否会有显著效果，李经
理不敢肯定，只能试一试。

“不知道效果，我们不敢喷太多地。李经
理留下了一些配好的药，让我 3天后再打一
次，看看效果咋样。”张书强说，如果效果好，
他将进行大规模喷洒，并推荐给更多蒜农。

李经理表示，鉴于受灾面积太大，她将和
公司领导商量，或为蒜农赠送一定数量的“解
药”，或者降低“解药”价格，以减少蒜农损失。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田金敬

本报讯 中某县今年计划建设管网延伸
工程 1处，集中供水工程 4处，解决农村 8.84
万人口的饮用水问题，至 2011年底，中牟县
农村人口将实现全部用上自来水。这是记者
昨日从中牟县水利局得知的消息。

据了解，中牟县自 2009年开展户户通自

来水工程，该项目涉及全县16个乡镇，246个
村庄，总受益人口26.6万人，规划建设供水工
程16处，工程估计总投资1.33亿元，计划3年
内完成。2010年计划建设管网延伸工程 1
处，集中供水工程 4处，解决农村 8.84万人口
的饮用水问题，完成工程投资 4428万元。到
2011年底，户户通自来水工程建设全部完成，
从而实现全县农村人口全部吃上自来水。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张宏涛

本报讯 “凡汉字，有规律，其形成，三阶
梯……”李长庚老人在他的一本识字教材里
这样说。家住新密市 74岁的李长庚老人退休
前是一名教师，为了让小学生能够轻松学习汉
字，他从 1962年参加工作起就开始研究汉字，
先后编写出版多部识字教材，并被广泛使用。

咋让孩子轻松识字，老人研究了一辈子
李长庚老人 1936年出生在新密市刘寨镇

崔岗村，自幼喜欢读书写字。1959年毕业于郑
州师专语文科以后，先后在该市的二高、一高、
高师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工作40余载，李老
收获了河南省优秀教师、新密市劳动模范等许
多殊荣。

1962年，26岁的李长庚到小学任教，小学
生最重要的学习任务就是识字，但他发现学生
们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看着孩子们作业本上
一个个错别字，他开始琢磨“咋让孩子们轻松
的就能把字都记住？”这一琢磨就是一辈子。

特别的方法很容易记忆
昨日，记者来到李长庚老人的家中，老人

介绍了他这些年教学的经验，他说学生学字最
容易出错的是同音字和形似的字，一般字典是
根据拼音顺序编排的，查阅起来对比性不强。
他创造了一种方法，便于区别对比，容易区分
不同点，一记忆就是一串的字词。例如“格、
咯、阁、铬、搁、胳、硌、骼……”几十个带有“ge”

音和“各”字部首的字会聚在一起，让人一下子
就能辨清楚了，人们如果想查其中的某个字，
通过“ge”音或“各”字部首，都可以很快找到，还
可以与其他相似的字作一下比较和学习，分辨
出每个字的意义、写法用途等。

而李老随手打开他编撰的《同族字典》，就
那么随手一翻，就翻到了他讲到的“各”字那一
张。记者惊讶于李老的“神奇”，他却平静地说：

“这书就像自己的孩子，哪有不熟悉的道理。”

已经出了3部书，想把经验传给世人
李长庚老人先后编写了《同族字典》、《识

字三字经》及《难倒秀才的字》等。
《同族字典》根据汉字的家族现象，把近万

个汉字组合成一个“以声符为经，以形符为纬”
的有机系统，做到了部首检字与音序检字既同
时并举又高度统一的奇迹，完成了古人认为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本著作得到了许多专家
教授的肯定和赞誉。

《同族字典》虽成稿于 1987年，但由于十
字形坐标的独特设计，当时的电脑排版能力
还达不到，即使到了 1998 年出版时，还是做
了一定的修改，书名也改为了《简明速成识
字字典》。字典虽然出版了，但李老心里总
觉得不满意，一直惦记着把集约化程度和识
字效果更好的原设计打印出来，让这本字典
起到原有的作用。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李
老的心愿终于实现，古稀之年的他亲自编排
了字典的索引，并拿出自己的积蓄，印制了
部分样书。

□晚报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闫剑 文/图

本报讯 近一段时间，不断有农民向本
报记者反映，他们责任田里麦苗大面积枯黄，
有的已经死亡。因麦苗又未曾遭到病虫害，
他们怀疑是因为麦种或化肥所致，但又无科
学依据。记者随即赶赴登封实地采访。

农民反映：麦苗莫名其妙枯黄枯死
今年 46岁的许书乾家住登封市大金店

镇李家沟村。今年 3月 25日上午，许书乾发
现村民李宝山家的一亩多麦苗叶子发黄，差
不多都枯死了。3月 27日上午，更让许书乾
感到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和李宝山家地挨边
的自家的一亩多麦苗也变得枯黄。

许书乾薅了几撮麦苗，发现麦苗的根系已
经枯死。许书乾难过地说，他们家总共种了不
到4亩地，现在只有一亩多麦苗长势正常。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李家沟是个自然村，
有40多户人家，已有十几户村民家的40多亩
麦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黄。

另外，登封市大金店镇庄头村王春柳家
的 7亩多麦田，也在几日内发生大面积枯黄
枯死。王春柳说，春节后还好好的，心想今年
又是一个丰收年，但是麦苗莫名其妙死亡，使
他们家希望落空。

专家诊断：不是人祸是天灾
大面积麦苗的不正常死亡，会是什么原

因？有农民怀疑是自己使用的农药、种子或
化肥出现问题。有不少村民向有关部门投
诉反映，还有不少人找到农药、化肥和种子

经销商要求赔偿。
登封市农业局的科技人员接到反映后，

立即组织农技、植保、土肥等各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到大金店、少林办、送表、石道等地受害
麦田进行调查，同时邀请郑州市农技站农技
推广研究员王朝伦等专家到麦田进行现场诊
断和技术指导。

经初步调查，登封市共有 4.8万亩小麦
发生冻害现象。小麦黄白叶、青枯现象主要
是目前小麦处于返青拔节期，自身抗寒能力
差，又遭遇了 3月 26日早晨的低温天气，导
致部分麦田叶片受冻。同时部分麦田红蜘
蛛和纹枯病危害较重，也是引起黄白叶的原
因之一。

专家支招，麦苗短时间已返青
据登封市农业局有关专家介绍，麦苗枯死

现象在登封其他乡镇也不同程度存在，新密、巩
义等其他县（市）也发现有类似情况。

专家分析说，今年早春忽冷忽热的天气是导
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用灌水进行预防。

“浇水与施肥是目前最好的补救措施，具
体可采取施肥后立即浇水或叶面喷肥方
法。”登封市农业局农技专家王庆祥提醒说，
枯死非常严重的地方，可进行移栽补苗。

“俺家的麦苗已经返青了！这多亏了专
家治好了俺家几亩麦苗的黄白叶病。”昨日上
午，许书乾打来电话，表达感激之情。

据了解，经过农业专家悉心救治，登封
4.8万亩发生枯黄病的小麦，多数已经返青，
剩余冻害麦苗正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救治，
预计一个月时间内枯黄病小麦会痊愈。

■《千亩蒜苗枯黄枯死了》新闻追踪

一生物工程公司为蒜农送来“解药”

中牟县农村人口明年将全部吃上自来水

农业专家
到田间查看麦
苗枯黄枯死的
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