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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6 日 ，
《 乡 村 服 务 社 》热 线
8221890 接到了一个电话：
俺是西华县西夏镇展庄村
的，俺这里种的几百亩大
棚芹菜，马上就要长成了，
可就是卖不出去。辛苦大
半年了，眼看着投资的几
万块钱打水漂，老少爷儿
们都急疯了，你们能不能
给想想办法？

放下电话，记者孙小奇
和苗创举迅速驱车赶往西夏
镇。看到《乡村服务社》的采
访车，早已等在路边的村民

马上围了上来。
“因为前几年蔬菜大棚

少，看到效益好，全村一下
子种了 300 多亩，全部是芹
菜。前几年种得少，菜好
卖，拉到集上轻轻松松就卖
完了，可这 300 多亩地的芹
菜一块儿熟了，集上哪能卖
完？”拨打电话的胡建设一
边介绍情况，一边叹气摇
头。“芹菜再卖不出去，会影
响到下一季的作物播种，损
失更大了。”

回到栏目组，大伙儿商
议决定，及时把信息发布出

去。一方面看有没有需要芹
菜的商户，另一方面联系当
地菜市场和企业。当晚，一
条《芹菜种出来 销路犯了
愁》的稿件在第一时间与观
众见面。

第二天，就有观众打来
电话，愿意收购一部分芹菜，
但都是几百、上千斤的需求，
这远远不能解决芹菜的销路
问题。栏目组随即决定，联
系市里最大的超市。

当 天 中 午 ，超 市 就 和
栏目组取得了联系，同意
收 购 展 庄 村 一 万 斤 芹

菜。四天三次的采访、奔
波，芹菜滞销的问题得到
圆满解决。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商水县位集镇舒寨村

的西瓜、沈丘县周营乡马营
村的萝卜、淮阳县葛店乡大
王村的山药……《乡村服务
社》利用媒体优势，及时传
递农产品供需信息，与农产
品批发市场、大型超市联
姻，三年来，为农产品加工
和销售企业提供供求信息
近万条，帮助农民销售农产
品 8000 多万斤。

这是一场由轮椅引发的爱心接力赛

从“捐赠轮椅”到“帮农民卖滞销蔬菜”

《乡村服务社》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2011 年 5 月 10 日，商水县汤庄乡东口

头村的观众给栏目组打来电话，说村里的
顾大爷收留了一位有精神问题流浪街头的
大娘。节目播出后，大娘的孩子在电视上
认出了母亲。当两个儿子跟随记者赶到商
水，看到三年未见的母亲后，顿时泪流满
面，跪在了记者面前。

一个个寻人启事从墙头、电线杆子上，
走上了市里的电视台，有更多的家庭找到
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又找到了团圆的温暖。

2011 年 5 月，“帮忙娘子军”记者张林
丽、秦若涵接到热线反映：太康县朱口镇的
丁民勤家庭十分困难，想寻求栏目组帮助。

当见到丁民勤老两口时，两个小姑娘
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没有院墙的小院杂
草丛生，院落中央的一间土坯瓦房仅有一
个没有窗框的窗户，靠着土坯瓦房的是一
间土坯和茅草搭建的厨房，墙体四面透风，
屋顶的茅草上覆盖着几块塑料布。

丁民勤大爷67岁，老伴张凤真患急性
脑出血，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两个女
儿先后因车祸和疾病去世。平日里丁民勤
要照顾老伴，还要出去打工购买药品。

2011 年的第一场雪下了整整一天。
11月30日，天空终于放晴。张林丽在上班
路上接到电话，周口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杨正超看到关于丁民勤事件的报道，准备
前往他家去慰问。

“正是在节目里，看到了很多我们平时
看不到的事情。”杨正超当时就表示，“不能
让我们的百姓过这样困难的生活，要把类
似的困难户的生活放在心上。一定要沉下
身子，去发现、关注这些困难群体，及时通
过各种渠道，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能解决的
一定给他们解决。”

两个星期后，丁大爷住进了政府给他家
盖的新房，还申请到了低保。他告诉记者，
等攒点钱，他要买台小电视，这样每天在电
视上都能看到关心他们的林丽和若涵。

“凡是农民需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做
的。”张频说，《乡村服务社》的记者们用“两
脚泥、浑身汗”换来了和老百姓的“心连心”。

为农产品销售提供近万条帮助信息

“两脚泥、浑身汗”换来百姓
“心连心”

周口地处豫东平原，总
面积 1.19 万平方千米，2012
年末总人口 1125 万，是河南
第二人口大市，也是河南省
传统的农业大市，素有“中原
粮仓”美誉。

“我们的《乡村服务社》
就是这样一档让农民看得
见 、摸 得 着 、用 得 上 的 节
目。”周口广播电视台台长
王海山说。

2010 年 4 月，周口广播
电视台把原来一周三期的乡
村栏目改版升级，打造全新
的《乡村服务社》，面向全台
竞聘制片人、记者、主持人。

当时，张频已经是周口
市的小名人，作为周口电视
台的“当家花旦”，张频不仅
是主持节目的行家，更是节
目制片人。这个从小在兵团
长大的姑娘凭着一股子闯劲
儿，拉起了一个平均年龄不
足 26 岁的年轻队伍，挑起了
这个担子。

张 频 生 长 于 城 市 ，虽
在周口电视台工作多年，
但“也没啥农村生活经验，
说不好听的，麦苗和韭菜
都 分 不 清 楚 ”，栏 目 的 记
者、主持人也都是大学刚
毕业，不事稼穑。

2010 年 5 月，张频亲自
带着年轻的记者一头扎进
了田间地头，深入农户家
中，“就是想听听农民的心
里话，他们最想看啥样的农
村节目？”

“那时候乡里干部一听
说市里电视台的记者来了，
吓得不得了。包村干部还叮
嘱周边几个村，看好村里的
老上访户。”回忆起当时情
形，这个乐观的“女汉子”还
能找出不少丢脸的事情：我
从小在新疆长大，说实话，对
周口一些乡镇的地名都搞不
清楚。

但就是在农民家的炕头
上、玉米地里，看到了农民的

辛苦，知道了农民的需求，这
些在城里长大的编辑记者理
清了思路，探索一条“以深入
田间地头，提供致富信息，解
决实际困难，促成供销渠道”
为主题的新思路。

《乡村服务社》栏目提出
了“乡村服务社，服务在身
边”的服务宗旨，选取与农民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
和信息予以报道。如今，栏
目也有了自己品牌化的名
字：“维权兄弟连”和“帮忙娘
子军”。

“以前从来没想过，市里
的电视台会为俺家里的一个
小事跑一趟。”西华县红花镇
农民石业民说，2010 年 7 月
26日，石业民的果树生病，晚
上刚看完节目，老石就用手
机打了节目的热线电话。

“大伙儿都说我异想天
开，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栏
目组记者就带着农业技术专
家到我家，对果树把脉问诊，

现场解决问题。”
当农民电话里求救的

一 个 个 小 事 都 解 决 了 以
后，他们慢慢地发现，身边
有了一个有求必应的电视
台：农民有啥要求，栏目就
开啥版块。

刚满三岁的《乡村服务
社》，已经由一开始的 4 个
版 块 增 加 到 了 20 多 个 版
块；播出时间也有原来的一
周三次，每次 15 分钟，增加
到了现在的一天一次，每次
45 分钟。

三年来，《乡村服务社》
一线 24 名记者行程 40 多万
公里，举办大型科技、医疗、
文化、教育、法律等下乡活
动 20 余场，邀请农业专家
深入田间面对面指导农民
科学种植、养殖 1200 多次，
接听来电、接待来访 16 万
人次，播出稿件 1 万多篇，
累计制作节目时长超过 3.5
万分钟。

农民有啥要求，栏目就开啥版块

（上接A02版）

右图中坐轮椅的女孩
叫李弯弯，今年 20
岁，家住搬口办事
处。她天生小儿麻
痹，无法自由行动，母
亲为了她，在家门口
开了一家简陋的小卖
铺，“不为赚钱，就是
想让她能够多几个朋
友，不那么孤单。”
曾经因为无法正常走
路而只能在院内扶着
墙壁或者木头挪行几
步，而如今的弯弯靠
轮椅可顺利行动，目
前已结婚一年，宝宝
刚出生几个月，非常
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