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隆冬时节，走进登
封市徐庄镇屈沟村，只见村内道
路干净整洁，村内围墙纷纷穿上
了漂亮的“衣裳”——“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诚实守信”等通俗
易懂的标语和孝老爱亲、家风家
训等墙画，让整个乡村散发出浓
郁的文化气息，也让村民们有了
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近年来，登封市徐庄镇以
“党建领航 六村联创”为抓手，
通过“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
参与”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培育文明乡风。

在环境整治工作中，屈沟村
四组的刘三家里悬挂了“美丽庭
院示范户”“五好文明户”等 5块
牌子，这让刘三一家人引以为
傲，“觉着脸上可光彩，村里越来
越干净了，作为美丽庭院，我也
会把家里搞得更干净，住着舒
服，家人身体也健康”。

屈沟村先后开展环境整治、
“十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等
评选活动，推动村民由旁观者成
为参与者，实现人居环境整治的

全面发动、全员参与，在全村掀
起了比、学、赶、帮、超的整治热
潮。同时还制定村规民约、成立
红白理事会，弘扬传统美德，推
动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形
成浓厚的文明乡村氛围。该村
党支部副书记屈国彬表示，按照
村里制定的“十四五”规划，力争
把全国文明村这面红旗永远扛
在肩上。在产业发展方面，要加
大投资、扩大规模，打造种植、养
殖、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大型五
旗山产业园。

除了屈沟村，在徐庄镇郑庄
村，醒目的村规民约标牌、雅致
的休闲廊亭、整洁的文体广场，
到处洋溢着文明之风。该村活
跃着广场舞、旗袍秀、地方曲艺
表演等多支文艺队伍。

郑庄村村干部屈松年介绍，
借助“党建领航 六村联创”活动，
该村以乡风文明和道德讲堂为突
破口，开展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
文体活动。所有留守妇女，包括老
年人都有活动场地，分别参加了旗
袍秀、戏迷乐园、舞蹈队、绿城妈妈

社区服务等。活动开展以来，村民
们不打牌，也不赌博了。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郑庄村
还积极引导群众自觉养成讲文
明、爱卫生的良好生活习惯，建
设美丽“小庭院”，扮靓乡村“大
环境”，让村庄整洁成为常态，让

村民们享受美丽宜居的新生活。
屈沟村和郑庄村是登封市

徐庄镇乡村振兴的缩影。近年
来，该镇以“党建领航 六村联
创”为抓手，全面落实“六美”建
设，以打造“红色圣地、秀美徐
庄”为目标，突出“全域乡村旅游

发展、全域人居环境整治、全域
生态建设”3个工作重点，聚焦
美丽发展、做好美丽文章、实现
美丽宜居，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登封融媒记者
王晓慧 张伶俐 文/图

本报讯 百善孝为先，在
登封市告成镇杨沟村，提到高
炎斌，没有人不竖大拇指，都
说他是村里的“孝星”。十几
年如一日悉心照顾 92岁的老
母亲，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尊
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高炎斌今年69岁，是一名
退休职工。母亲今年92岁，身
患气管炎、肺心病、糖尿病，生
活不能自理。照顾年迈的母
亲并非易事，是一个需要耐心
和体力的事情。高炎斌不光
在生活上细心照顾，还总是想
着怎样让母亲过得舒心。

高炎斌告诉记者：“俺娘
年龄比较大，前几年因为摔了
一跤，腿骨折了，做手术之后
一直行动不方便，身边离不开
人照顾，前几年在登封住着，
上下楼不方便。两三年前回
到告成老家，平时没事就推着
她到外面街上转转晒晒太阳，
俺娘心情好多了。”

每天早上起床，高炎斌给母
亲穿衣服、洗脸，喂饭，吃完饭之
后刷牙，定时给母亲吃水果、喝
奶；晚上睡觉，给母亲脱衣服盖
被子。老人行动不便，每天晚上
起夜五六次，几乎每两个小时都
要起一次，但高炎斌从不厌烦。
平时，高炎斌总是寸步不离地照
顾着母亲，其他事能推就推，从
未参加过聚会，从不出去游玩。

对此，高炎斌说：“我母亲
身边离不开人，要是我有事出
去了，一般是不隔饭时，要么

上午要么下午，要是时间稍微
长一点了就要嘱咐爱人照顾
好，反正就是两个人轮班照
顾，必须有一个人在身边。”

高炎斌孝老敬老的举动，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子
女们，把敬老孝老的家风传承
了下去。

“我们家孩子基本上每星
期回来一次，知道奶奶喜欢吃
什么，就带什么。三个孩子都
是受他爸爸影响，奶奶从小把
他们带大了也有感情，对奶奶

也可孝顺了。老人的衣服鞋子
啥的都是孩子们买的。”接过话
茬儿的高炎斌妻子马爱珍说。

告成镇杨沟村党支部书
记申保朝表示，炎斌在爱老敬
亲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
的表率，以后要继续对村里涌
现出来的道德模范、文明家庭
进行创建、评比，进一步弘扬
孝老爱亲，传承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
登封融媒记者 吴迪
朱耀辉 文/图

本报讯“打理网店、准备
直播设备、安排销售部上架新货
品……”一大早，90后女孩儿温
晶晶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1990年出生的温晶晶创立
的登封本土品牌“梁老头”辣椒
酱位于登封市白坪乡西白坪
村，5 年时间公司产值已达
5000万元。

提起当初创业的想法，温
晶晶说：“我刚嫁过来时，尝到
这个辣椒酱，觉得这么好吃，原
来竟是我爷爷做的。到了秋
天，辣椒成熟，周围的亲戚朋友
都拿着自己家种的辣椒找我爷
爷做辣椒酱，我问为什么都来
找俺爷做，他们说，自己做的放
不住，爷爷做得好吃，还能放一
两年，当时我立马觉得这是一
个商机。”

于是，传承了爷爷的手艺，
2015年，温晶晶的辣椒酱创业
之路便从两把菜刀、两个案板
开始了。

“当时，家里人说你歇歇
吧，登封人谁不会做辣椒酱”。
不顾家里人反对，温晶晶先在
微信上卖了起来，后来就带了
十几个工人建了一个作坊，一
步一步做起来了。一个四川的
顾客反馈说，“作为一个地道的
四川人，我觉得你的辣椒酱是
我吃过最好的辣椒酱”。听到
这种反馈，温晶晶下定决心，不
管再苦再累，一定要把辣椒酱
做好。

不到一年时间，辣椒酱生
意便有了起色，如何让辣椒酱
实现从家庭式作坊到现代化企
业的转变？2015年 11月，温晶
晶注册商标“梁老头”，找到合伙
人共同建厂。2019年，占地 20
亩的鲜椒生产线车间投入运营。

如今，经过 5 年的发展，
“梁老头”辣椒酱从生产、销售
开始往种植、技术推广为一体
的三产融合的现代农业企业方
向发展，打造辣椒种植基地。
2020年 3月，发展辣椒种植基
地 400亩，这样既能把控辣椒
的品质，又能解决附近村民就
业问题，公司提供优质种苗，提
供技术服务，确保农户每亩地
净利润达6000元以上。

如今，从辣椒种植、原材料
处理、生产、销售，企业的规模
化生产吸引了众多周边群众前
来打工，解决附近村民就业200
余人。

提及未来发展，温晶晶表
示,现在企业正在做产品溯源，
将来消费者一键扫码，可实现
产品生产透明化，让消费者吃
起来更放心。开发一个小程
序，到时顾客一扫，就能看到辣
椒酱食谱，了解到辣椒酱的众
多吃法和用途。加紧拓展电子
商务，让“梁老头”辣椒酱带动
更多群众一起增收致富，把企
业真正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现代企业。
登封融媒记者 孙少歌 陈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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