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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这儿的樱桃又大又红，口感
很好，今天和朋友一起来采摘，回去再给
家人带点。”一游客边采摘边说。

时下正是品尝樱桃的最佳时节，登封
市东华镇少阳寨村的嵩山樱桃岭种植园
喜获丰收。放眼望去，葱葱绿海中，樱桃
成串地挂满枝头，娇滴滴、红艳艳，散发出
阵阵清甜的果香。果树下，工人们忙着采
摘和称重，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三五成群穿
行在果树间，或提着篮子采摘，或站在果
树下品尝，很是热闹。

产业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近年来，
东华镇少阳寨村把樱桃种植作为经济发
展的切入点，发展优质樱桃 360亩，产值
达到 100多万元，甜美的小樱桃成为带

“红”产业振兴的强劲推手。
“我 2012年开始种植樱桃，现在面

积达 360 亩，品种有融贯、黄蜜、红灯
等，樱桃园里的工人基本都是周边的
村民，一天工资在 60 至 80 元不等。”
嵩山樱桃岭负责人杨红军介绍。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然而，嵩
山樱桃岭种植园通过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让樱桃种植不在成为技术难题。“种植上，
我们以猪厂为基础，走循环农业，用沼渣、
沼液，不用任何化学元素的东西；不用除
草剂，全部人工除掉，这里都是工人遥控
割草。我们的理念是不要产量，要质量。”
杨红军说。

5月中旬，园区内的樱桃陆续上市，产

量预计在 10万斤左右，整个采摘季将持
续到 6月底结束。销售方面，该种植园
将樱桃销路从线下扩展到线上，和顺丰、
京东、邮政签订合作协议，邮寄次日达。

现在，种植园平均每天要采摘上千斤樱
桃，需要大量工人。今年45岁的村民郭秋霞
就是其中之一，“我是本村的，在这里分拣樱
桃，一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早上7点半来，
晚上五六点走，家里活啥也不耽搁。”

以樱桃为媒，带动乡村生态旅游业发
展，带动更多村民致富。少阳寨村党支部
书记牛菲菲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以樱桃为
主导产业，引导老百姓发展林果业，增加
老百姓的经济收入。
登封融媒记者 张伶俐 崔帅

大冶镇
巩固脱贫成果
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

本报讯 5月21日，登封市大冶镇组
织开展“巩固残疾人脱贫成果 提高残
疾人生活质量”活动，号召全社会关爱
残疾人，营造关爱弱势群体的浓厚氛
围。活动中，大冶镇为80余名贫困残疾
人送去慰问物品，同时进行健康知识讲
解，发放残疾人优惠政策宣传彩页 1万
余份。下一步，大冶镇将以党史教育活
动为契机，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践行初心
使命，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切
实做好残疾人就业服务，开展残疾人
托养服务、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落实
残疾人社会保障政策等项工作，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

东华镇
排查安全隐患
保障群众安全

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夯实居民
小区消防安全基础，巩固辖区良好消防
安全环境，登封市东华镇开展居民小区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工作人员对
辖区居民楼道等公共区域的电动自行
车违规充电问题进行排查，发现违规充
电的电动车及时断电，并查看电动车棚
内的灭火器是否到期，小区内消防通道
是否畅通，消防通道标志是否齐全，楼
道内是否存在乱堆杂物问题。对于排
查行动中的问题进行详细记录，限期整
改，同时对居民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宣
传，提高居民自防自救能力。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徐庄镇
积极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本报讯“您好！请出示身份证有
效证件”“有无过敏史或严重慢性病？”5
月21日，在登封市徐庄镇卫生院新冠疫
苗接种登记区，村民有序地排起了长
队，工作人员认真询问疫苗接种者身体
状况。接种新冠疫苗，构建群体免疫屏
障，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最根本的办
法，也是保障全民健康最方便有效的手
段。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徐庄镇积极
引导群众参与疫苗接种，至目前，共接
种疫苗 4840人次，未发现有不良反应。
下一步，该镇将继续做好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确保所有符合疫苗接种人群“应
接尽接”，筑牢全镇免疫屏障。
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

登封市林业局
连续救助5只野生动物

本报讯 随着登封市野生动物保护
宣传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广大群众保
护野生动物观念有了很大提高。5月18
日至 21日，经登封市公安局 110转警及
群众主动反映，登封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连续救助5只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其中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3只（红角鸮 2只，领
角鸮 1只）,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刺猬
2只。根据被救助野生动物不同的身体
状况，对暂时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 4
只野生动物，移送到郑州市野生动物救
护站进行医治，并由专业人员进行人工
哺育和野外训练，待其能在野外独立生
活后放归自然。对于身体状况良好的1
只野生动物采取放生处理。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如今，返乡创业的“能人”越来越多，
登封市石道乡吕岗村种植赤松茸的吕
攀博便是其中的代表。

常年在外拼搏的 85后吕攀博，看到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村里的发展变化，有
了回乡创业的想法。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接触到了赤松茸,从此便开启了创业路。

“俺一个亲戚得了胃癌，去医院治病
时医生说吃赤松茸营养价值高能抗癌，
我就上网查，一查我觉得种植这个赤松
茸可以，就去河南最大的种植基地三门
峡学习。”

经过一段时间理论加实践学习，吕攀博
对赤松茸有了进一步了解，也坚定了他种
植赤松茸的决心。

吕攀博介绍，赤松茸是药食两用的

菌类，是近四年才培育出来的新品种，
跟香菇、平菇等菌类不一样，它富含硒
等营养物质，对种植环境的要求也相对
高一些。

搞农业种植，光凭一腔热情远远不
够，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不断尝试的勇
气。培育菌种，对于从未接触过的吕攀
博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一点菌种发霉，一
批菌种就会报废。但这始终没让他退
缩，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失败，功夫
不负有心人，培育成功的那一刻，让他激
动不已。接下来就需要找地方试种了。
吕攀博说：“赤松茸可以大棚种植也可以
林下种植，我选择林下种植是因为俺家
附近正好有千亩的涵养林，比较适合赤
松茸生长。”

种植赤松茸能够变废为宝，秸秆、稻
壳、锯末都能被利用起来，那么，益处众多
的赤松茸产量和销路又如何呢？吕攀博
说，赤松茸一亩地的产量在 5000斤左右，
一斤7.5元，一般都批发到中牟万邦，附近
有想品尝的群众也可以来采摘。

经济效益初步呈现出来后，吕攀博正
在谋划着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并依托已
经成立的登封市泉禾种植专业合作社，带
领有意愿的村民一起种植赤松茸，为乡村
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吕攀博说：“现在赤松茸的种植大概
有10亩，感觉效果不错，下一步想带领有
意向的村民，一起种植，把规模提上去，共
同致富。”
登封融媒记者 李妍 陈晓东

“能人”返乡创业 农业种植奔向致富路

本报讯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曲艺振
兴。5月21日上午，为大力推进传统文化
走进校园、走进学生的学习生活，登封曲
艺传承培训基地在中岳街道由登封市文
联、登封市曲艺家协会联合揭牌。

“曲艺进校园有助于让同学们对传
统文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做到修身、
尚德，自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
美德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我们艺术培训
中心将以此为契机开启在传承传统文化
的道路上新的征程。”登封曲艺传承培训
基地——登封市大嘴巴艺术培训中心负
责人表示。

登封市文学联合会党组副书记景苹丽
说，当前登封市正处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关键时期，登封市文联开展多种形式的
曲艺文化传承活动，目的是用语言的魅力
把文明“留下来”“唱出来”“舞起来”，讲述
好登封故事、传播好登封声音，让登封曲
艺培训基地开心大嘴巴艺术培训中心成
为传播美丽登封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
阵地。

据了解，登封曲艺培训基地——登封
市开心大嘴巴艺术培训中心有30年课堂
实践经验，针对不同年龄特点，该中心

为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增强学生们
的文化自信，开设有形式多样的精彩课
程，通过精彩的中国故事、丰满的艺术形
象、独特的艺术呈现，彰显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精髓，让孩子们的曲艺课堂更加具
有专业性和趣味性。北京“德韵堂”青少
年及幼儿曲艺课程已于 2020年入驻该中
心，并以孩子们喜爱的形式传承与弘扬

曲艺传统文化。近几年，该艺术培训中
心的孩子们在国家级、省、郑州市，以及
登封市语言大赛、曲艺大赛等各项活动
中都取得不菲成绩。

当天，来自北京“德韵堂”的张思源老
师和登封市曲艺家协会的成员还为大家
带来了快板、戏曲等精彩曲艺表演。
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 文/图

中岳街道大力推进传统文化走进校园

张开“大嘴巴”有声有色传承曲艺

小樱桃大产业
映红村民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