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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村里种核桃大户，每
年核桃成熟的时候，会在村支
书的帮助下，联系外省的核桃
收购大商，来村里收购核桃。”
于窑村村民王宝战说，小商户
来村里收购核桃，价格压得很
低，外省大商来一次就把所有
农户的核桃收购差不多，并且
价钱也高。

据王宝战说，仅他们村核

桃种植就有 8000 多亩，周围其
他几个村庄也是大面积种植核
桃，所以外省大商来收购一次，
都是满载而归。

9 月 5 日，大商的货车开到
村里，许多村民纷纷出售核桃，
价格比卖给小商贩贵 3 毛到 5
毛，村民们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王宝战说：“我们村这次卖出150
吨核桃，村民的腰包都鼓了。”

登封市杨家岭举行纪念
抗日胜利七十周年大典

9月2日，一阵震天的锣鼓声
打破了登封市颍阳镇杨家岭的宁
静。随着锣鼓声响起，杨家岭纪
念抗日胜利七十周年大典开始
了。庆典上，村里的人自发组成
了锣鼓队参与，现场举行了抗日
纪念园的揭牌仪式。不少在外务
工的杨家岭人都在这一天赶回
来，他们说：“父辈用生命换来了
我们如今的和平，我们应该记住
他们的奋战，弘扬革命精神，为建
设好家乡而加倍努力。
登封播报 孙亚奇

村民与明星一起拍电影
“我们都过了一把拍电影的

瘾！我们都是演员了！”9月4日，
登封唐庄扳倒井村村民受邀参与
了《找爸妈去》的电影拍摄。该电
影讲的是6个常年见不到父母的
深山留守儿童，策划攒钱去深圳
看爹妈的故事。电影将于10月通
过央视8套、河南卫视和各大影视
网站同时上映，届时市民可一睹
咱家乡的美丽风光和父老乡亲的
荧屏风采。登封播报 孙淑霞

致富不忘家乡
送上大戏“示爱”

9月7日，登封市君召乡蔺沟
村连续三天五场大戏唱不停，乐
坏了当地村民。

这次送文化下乡唱大戏活
动，是由河南九天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闫宏鑫精心组织的。闫宏
鑫是蔺沟村的一位村民，近年来，
他艰苦创业，干出了一番事业。
致富不忘乡亲，趁家乡温暖舒适
的金秋季节，他组织为父老乡亲
连唱三天五场大戏，并计划为家
乡投资兴建一些旅游项目。
登封播报 李剑

门前盆栽绿化
被人尽数毁去,气愤！

“美化市容的盆栽被人半夜
砸毁，真令人气愤！”9 月 3 日早
上，登封市民屈森霞向本报反映
了自己遭遇的不文明行为。在登
封市菜园路与洧河路交叉口东她
的御丰缘烩面店前，为了美化市
容，她摆放了一排盆栽。这些盆
栽却在一夜间被人尽数毁去，现
场一片狼藉，她打扫了一个多小
时，气愤不已。
登封播报 孙淑霞 文/图

“奉献你的爱，让生命更
精彩。奉献你的爱，温暖人心
怀。奉献你的爱，让世界充满
爱。”9 月 7 日清晨，登封市嵩
阳公园内悠扬的歌声透过蒙
蒙雾气，不少驻足群众都领到
了一杯暖暖的爱心粥。

“早上好，请喝一杯爱心
粥，祝您一天好心情。”嵩阳
公园内，登封仁爱心栈志愿
者忙碌有序地盛好粥后，双

手捧杯，并送上祝福语。清
晨，一杯爱心粥温暖着路人，
接 到 粥 的 群 众 纷 纷 交 口 称
赞。“我们每天早上 7 点至 8
点在嵩阳公园内奉粥，食材
都是社会爱心人士精挑细选
后赞助的，现有志愿者百余
人，熬粥、奉粥志愿工作轮流
进行。不论刮风下雨，男女
老少到这都可以免费领取一
杯爱心粥。”仁爱心栈奉粥志

愿 者 高 瑞 芳 说 。 奉 粥 第 一
天，有 450 位路人领粥，虽有
许多人对此行为不理解，但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爱心粥并
加入了奉粥的志愿队伍。

从仁爱心栈志愿者了解
到，“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
暨登封“仁爱心栈”志愿者奉
粥项目目前是登封首家、省
内 第 2 家 ，也 是 国 内 第 18
家。项目旨在通过爱心粥传

递爱心，为社会环境注入一
股清流，普及爱的教育，启发
众人内心善念，发动众人关
注参与。如果您清晨途经嵩
阳公园，不妨领上一杯爱心
粥，带给您一天好心情。如
果您想把爱心传递下去，也
可以加入仁爱心栈志愿者团
队，给大家带去一丝温暖。
登封播报 刘少利
实习生 高鹏敏

9 月 2 日，家住颍阳镇庄
王村 70 岁的王世兰拨打本报
热线报料，自家地里结出了一
个长1.5米的巨型倭瓜。

记者来到王世兰家菜地，
一个黑色的细长倭瓜，吊在墙
壁上往下生长，足有一人高。
倭瓜上还被人工刻上了“庄
王”两个字。“我想留个纪念，
所以刻上了我们的村名。”王
世兰解释说。周围的村民也
都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这
么长的倭瓜还是头一次见，真
是稀奇。”

随后，王世兰从家中拿出
尺子，在老伴的帮衬下，两人
当着大伙的面开始测量，一
测数据令大伙很吃惊，竟然
长达 1.5 米。“这倭瓜是今年 3
月份种下的，总共成活了 3
棵。倭瓜结的不少，都是又
细又长，但是像这个长到 1.5
米的还真没有。”王世兰说，
他活了大半辈子，也没种出
过这么长的倭瓜，他会等这
个倭瓜长到老再摘。“这棵藤
上结出的其他倭瓜，我们已
经吃了好几顿了，口感很好，

比普通倭瓜更面。”王世兰笑
着说，“村里许多人跟我预定
这个倭瓜的种子，都想着明
年栽种。”

记者从登封市农业部门
了解到，相对于普通倭瓜的长
度，王世兰家的这个倭瓜确实
不常见。可能是与今年登封
雨水充足、王世兰家土地较肥
沃、倭瓜品种等因素都有一定
的关系，但是营养成分与普通
倭瓜并无太大差别。
登封播报 刘俊苗/文
刘少利/图

9 月 6 日，刚刚下过雨的
登封，空气特别清新，山上更
是烟雾缭绕如仙境般，许多人
三五成群结伴到山间游玩。
此时，山间小道上一棵棵酸枣
树，结满了红色的果实，引得
路人悄悄咽下一口口水，然后
不自觉地上前采摘。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并且
长在山间，无污染无农药。”正在
摘酸枣的刘女士笑着说，带着孩
子来，不仅品尝到了野味，也体
验一把山间采摘的乐趣。看着
摘一个酸枣，放入口中幸福品尝
的女儿，刘女士笑得合不拢嘴。

“摘酸枣是我童年的乐

趣，小时候每到酸枣成熟的时
候，就挎着书包，拿着袋子，三
五成群地结伴摘酸枣。”20 多
岁的张先生回忆说，他们的双
手在酸枣树上来回穿梭，摘下
一个个半红半绿像玛瑙珠子
一样的酸枣，留下一片欢声笑
语。登封播报 刘俊苗 文/图

处暑一过，大片大片的核桃成熟了,正是打核
桃的最佳节气。
9月2日，记者来到登封市颍阳镇于窑村、
李洼村等核桃种植大村，许多农民全家出
动，在核桃地里打核桃，昔日宁静的山间田
地，瞬间热闹起来。
登封播报 刘俊苗/文 刘少利/图

登封市颍阳镇大部分田地位
于坡头山脚，土质算不上肥沃。

为了脱离贫困，走出一条新
路子，镇里许多村民开始种植核
桃。现在，核桃成熟了，一到秋天
硕果累累，农民们高兴不已。

于窑村一核桃地里，村民
秦先生和他的妻子正在配合打
核桃。秦先生告诉记者，如果
鲜核桃青皮有部分自然开张，
就到了采收季节；如果过早采

收核桃不够饱满，不但产量低，
品质也不高；如果采收过晚，则
果仁颜色深、果壳不美观。所
以每年处暑一过，就是打核桃
的最佳时期。

“今年核桃不仅个头大，而
且十分饱满。”秦先生说着摘下
几个核桃，“我们家四分之三的
地都种上了核桃，今年雨水足，
核桃长得十分漂亮，每亩地能
收入2000多块钱。”

今年雨水足，核桃漂亮，颍阳镇核桃大丰收

外省客商来高价收购，于窑村卖出150吨核桃

人人心怀慈善，仁爱触手可及
如果您清晨途经嵩阳公园，不妨领一杯爱心粥

稀奇，真稀奇！
七旬老汉种出1.5米长倭瓜

山间酸枣熟啦！儿时摘酸枣趣事还记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