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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爱县寨豁乡小底村，樱桃专业合作社
也让村民尝到了合作的甜头。

小底村海拔约600米，适合樱桃生长，这里出
产的樱桃个头大、口感好，而且村子就在通过青天
河景区的公路边，非常适合发展樱桃采摘业。

不过，最初村民的抵触情绪可不小。村民
吴云涛说：“老百姓习惯了土里刨食，都觉得改
种樱桃不可靠。”

因此吴云涛只种了一亩多地的樱桃。
吴云涛说：“现在樱桃树都进入了盛果期，

每年收入 3万多元。合作社还和旅行社对接，

游客在地头就把樱桃买完了。”
去年，不用合作社号召，吴云涛就把其余 3

亩多地都种上了樱桃。
济源市大峪镇曾是砚仙联抗日大队战斗过

的地方，大峪镇寺郎腰村的大葱专业合作社，有
效解决了农民卖葱难的问题。

寺郎腰村位于黄河小浪底库区北岸，这里
海拔 500~1000米，土质是富含钾的红黏土，非
常适合种葱，寺郎腰大葱“白长肉厚味辛”，在明
朝曾是贡品。

合作社成立前，村民都是自种自卖，由于只

顾种植不懂销售，一度造成大葱滞销。
2008年，寺郎腰大葱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

合作社内联基地、农户，安排葱农有计划轮作；
外联市场，和洛阳、焦作、郑州等地的蔬菜市场
对接。寺郎腰大葱从此每年都是供不应求。

合作社社长石德文说，现在寺郎腰村年种
大葱3500亩，亩产5000~10000斤，这几年，葱价
每斤都在 8毛以上。“我们的大葱每年 9月开始
上市，那时葱价较高，等外地大葱集中上市时，
合作社会组织种植户把大葱储藏起来，等待春
节的销售高峰期。”

□晚报记者 周炜卿
通讯员 李学锋 文/图

本报讯 连日来，市管城区消防大队
紧盯全区集中使用液化气罐的商场、市
场和人员聚集区，印发、张贴了 100 余
张含有液化气罐安全提示和案例的《警
示通告》。

《通告》一经张贴，先后接到群众举报
辖区存在液化气罐安全隐患的电话近 40
个。

目前，消防大队正按照电话内容逐条
进行核查落实。一经在场所内发现有违
规存放或者使用液化气罐的，执法人员将
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作业、限期整改，对
拒不改正者予以严肃处理。

33岁的龚某通过网络受雇他人，用短信群发设备向不特定人群发送“‘非
常6+1’幸运用户”等诈骗信息并赚取酬劳。

因为“业绩”好得到老板“赏识”，他的工资逐月见涨。
干了两个多月，为了拓展业务，龚某还通过网络雇用了一名下线，24岁的

小何。 晚报记者 鲁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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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种植带动经济发展 农业合作社助推老区前行

在焦作博爱县孝敬镇的高效农业发展区，青年陈伟正在修理一架耙地机。
今年32岁的陈伟在郑州卖过多年兽药，两年前返乡务农。
谈及返乡的原因，陈伟说：“当时我听说家乡成立农业合作社，村民可以用土地、资金入股，集中力量发展

高效农业，我便说服弟弟一起回来了。”
晚报见习记者 何涛

博爱县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诞生
地，人口有 45万人，人均 8亩地，属于典型的人
多地少。

博爱县委葛书记说：“由于人多地少，很多
人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村子相对集中，人力
充沛，可以发展大规模种植，实现组织化、规模
化、产业化、标准化。”

截至目前，该县先后成立了 250多家农业
合作社，近 1/4农民成为合作社成员，剩余的劳

动力为合作社服务。
陈伟加入的博爱园怀药专业合作社成立

于 2009 年，目前建有半地下式温棚 54 座，总
投资 1000万元。合作社从孝敬镇东内都、中
内都两个村农民手中承包土地，重点发展山
药种植。

在孝敬镇，公路两侧到处都是已经建成或
正在施工的温室大棚。怀田蔬菜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邱玉莲说，近年来，在政府的组织下，发展

特色种植，各种专业农业合作社得以快速发展。
合作社以土地流转的形式，从农户手中承

包土地，发展现代日光温室，农民除了出租土地
挣租金、当合作社工人挣工资外，还可以通过资
金、机械、技术入股取得分红。

陈伟在合作社入了5万元的股份。陈伟说，
一个大棚建造成本约为12万元，每年净利润在5
万元左右，效益越好分红越多，“以前是给别人打
工，如今是给自己干活，感觉更有奔头了”。

加入合作社 从打工仔变股东

科学指导发展 农作物种植有规划有销路

33岁的龚某家住中原区一家属院内。
去年 10月，失业在家的龚某无意间在网

上看到一条招聘业务员的信息，承诺工作轻
松、酬劳丰厚。

“我那会儿有一阵子没活干了，看到这条
信息就有些动心。”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龚某
加了“老板”的QQ号并留了言。

很快，“老板”通过QQ回复了他。原来，
这份工作是让他利用短信群发设备向不特定
人群发送诈骗短信，内容五花八门，既有“‘非
常6+1’幸运用户”这样的虚假中奖信息，还有

低价转让车辆、低息贷款等信息。
“我当时也犹豫过，这不是明摆着骗人

嘛。”龚某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换来了“老板”
的一阵嘲笑。

“老板”告诉他，他只负责发短信挣工资，
被骗的人不会直接把钱汇给他，就算出事也
和他没有关系，群发短信具有隐蔽性，警察不
会那么容易就查到的。

“老板”的解释打消了龚某的顾虑，他从
网上购买了短信群发设备，开始在家投入
工作。

按照协议，“老板”会事先将当月的基本
工资打到龚某账上，在他完成工作后，再将奖
金等汇出。8个月时间，龚某共群发各种诈骗
短信30余万条。

龚某的辛勤劳动得到“老板”赏识，工
资逐月见涨，干了两个多月，龚某觉得自

己一个人业务量太低，便通过网络寻找
下线。

在龚某的鼓动下，年仅 24岁的小何欣然
接受了这份工作，每天准时到龚某家上班，从
今年初到案发被抓，小何共群发各种诈骗短
信23万余条。

二人发出的短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
影响，大量的举报引起了市公安局网警支队
的注意，警方利用技术手段侦查，锁定了犯罪
目标。

6月 30日，民警在龚某家中将正在群发
诈骗短信的龚某、小何抓获。

通过检查二人的电脑数据，民警确定二
人共群发50余万条诈骗短信的犯罪事实。

据公诉机关指控，本案中龚某、小何的行为
已经构成犯罪，应按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将择期审理此案。
线索提供 王斌 若禺 庆远

网上“碰到”发财机会

老板“赏识”工资看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