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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吕村古戏台前广场，几名村民围
拢唱戏，旁边几位闲坐乘凉，几名儿童
嬉戏玩耍。乡村夏日时光，显得平静而
安详。

前吕村位于新郑市梨河镇西南部，
旧名武陵村，全村共有 4 个村民组，

1250人。村口由荒沟改建而成的小游
园鲜翠欲滴，鸟语花香。村党支部负责
人说，全村有 3个游园，主次干道全部
绿化到位。前不久，这个村庄跻身全国
文明村行列，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步入村史馆，一件件展品诉说着村
庄的历史，也凝聚着村民的乡愁，以今
昔对比展现乡村的巨大变化，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自豪感。据介绍，前吕村的
发展离不开乡贤的支持，戏楼、村史馆、
牌坊都是他们捐资兴建的。

早在 2013年，前吕村29名企业家、
退休干部职工自发成立村爱心协会，成
为村里较早的乡贤组织。村党支部积
极引导，规范协会运作，形成济弱、助学、
扬善、惠众4个工作方向，以多种形式资

助村里的大学生、困难家庭、高龄老人和
好婆媳。乡贤中的骨干田西庆，曾入选
河南省乡村光荣榜。他多年来回报家
乡，捐资助学、扶老爱幼，调解邻里纠纷，
个人出资90万元建设戏楼广场。

10 多年来，爱心协会捐助资金累
计达70万元，受惠群众300余人次。村
庄还开展“星级文明户”认领工作，通过
制定标准、认领承诺、验收挂牌、公示表
彰等，逐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村党支部的领导加上乡贤助
力，村民生活祥和安定，村庄崇德向善，
连续10年被评为精神文明先进村。

为提升村庄治理水平，村里邀请乡
贤参加村民矛盾调解。在各界人士参
与下，村里连年举办乡村光荣榜评选，

评选出“好媳妇、好婆婆、好儿女”等群
众身边典型，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
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

前吕村将红白喜事标准等写入村
规民约，以减轻群众负担；将老教师、老
干部、老党员纳入“四会”，定期组织开
展活动；利用云喇叭、宣传栏、宣传条
幅、微信群等积极宣传乡风文明。在重
阳节、国庆节，村里还组织全村60岁以
上老人开展活动，通过送戏曲、送文艺
演出、送长寿面、送礼物等形式，营造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

与此同时，村里还建成养老院，积
极发展集体经济；引进食品生产、服装
加工、家具制造等企业，安排上百名村
民就业。本报记者 张立

新郑市梨河镇前吕村：

古戏台旁烟火气 文明花开满乡村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
员 杨迎利 张润哲 文/图）在
巩义市鲁庄镇小相村，有一位
七旬老人，当同龄人日常在庭
院里悠闲自得、含饴弄孙时，他
却戴着草帽、背着农具在田垄
间琢磨着“老土地”的新种法。

他就是麦田里的“追梦人”、
巩义市小麦育种专家崔振光。
他用一生书写着对土地的深情。

走进崔振光家中，靠墙整齐
排列着上百份小麦杂交后代样
本，每一株都用标签标注着编号
和采集日期。他从小麦杂交后代
中选出优良单株进行室内考种，
为下一步选育小麦品种做准备。

崔振光出生于 1956年，深
知粮食对农民的重要性。1975
年高中毕业，后来他到中牟农
校育种班学习，1979年参加工
作后在三门峡工作，后调回巩
义在农业局工作，从事农业技
术推广，直到退休。工作期间，
他利用业余时间搞小麦育种，
育出的新品种、新品系先在周
边群众中示范种植，深受好评。

每年从播种，到田间观察
记载、抗病鉴定及麦田管理，再
到授粉杂交、选择材料，再到分
类收获、晾晒，崔振光都亲力亲
为。他和妻子用车子慢慢拉
回，然后蹲在自家楼顶用手一
把一把地把种子搓出……

“我和老崔是中牟农校育

种班的同学。我们班有 40 个
同学，老崔是唯一一个到现在
仍在做小麦育种并培育出新品
种的同学。”崔振光的同学李宗
圈告诉记者，崔振光坚持不懈
努力培育出的小麦品种，在当
地推广后非常受欢迎。

“一个新品种从开始选育
直至大面积推广，需要近 10年
的时间。”崔振光告诉记者，育种
工作是枯燥的，需要长期坚持不
懈地机械式反复试验。为了得
到第一手数据，他起早贪黑，整
地、施肥、播种、收割、脱粒……
和小麦一样“长”在了地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
十年的努力和坚持，崔振光培育的

“豫圣麦21”和“洪育麦2号”小麦
新品种，通过河南省相关部门审
定，由于穗大、千粒重高、落黄好、
产量高、抗性强、品质好，深受同
行专家肯定和老百姓的欢迎。
从2023年至今，他每年都会有一
个新品系送至河南省种子管理
站，参加河南省小麦品种比较试
验。截至2025年，他培育的小麦
新品种已推广种植10万余亩。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一
粒种子，造福苍生；为民育种，一
生梦逐。崔振光用一颗赤子之
心，诠释着小麦育种人几十年如
一日的坚持，在广袤的田野上播
撒下一粒粒希望的种子，让百姓
牢牢端稳手中的饭碗。

本报讯（记者 张朝晖 文/图）6月
15日上午，中牟新区滨河路大方暖通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门前，新农人主播李二
妞和摄影师吴庆磊正在和该公司员工
一起从一辆电三轮上卸西瓜。西瓜摆
上了红地毯，红瘦绿肥赏心悦目。该
公司负责人张志松说，从 6 月 16 日到
18日，公司与李二妞合作举办免费吃
西瓜活动，一方面拉动公司家电消
费；另一方面彰显企业责任，助力瓜
农销售西瓜。

李二妞是中牟新区官渡镇小李庄
村的“三农”主播，因拍摄农村生活视频
而在网络上崭露头角。她用乐观积极
的视角，捕捉并分享家乡的独特风情与
农产品，成功吸引 80 多万粉丝的关
注。吴庆磊不仅担任了策划、编剧、导
演的多重角色，还全程负责文案、拍摄、
剪辑、制作以及商务对接等繁琐事务，
为李二妞的成功铺就了坚实基石。田
间地头、蔬菜大棚、保鲜冷库以及农业
合作社等各个角落都成了他们的“直
播间”。小李庄村的西瓜、红薯、花生
等农产品迅速从地摊销售转型为互联
网销售，小李庄村因此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

李二妞说：“6月 9日，我开始在卖
瓜现场做直播，从凌晨 5点开始，到上
午 9点西瓜就全卖完了。到今天算是
卖七八天西瓜了，差不多卖了有 3万多
斤吧。”

吴庆磊告诉记者，李二妞和其他乡

亲一般每天拉到县城的西瓜有五六千
斤。二妞做直播两三个小时基本卖
完。“二妞的粉丝很支持，郑州的、许
昌的、开封的、登封的，还有周围乡镇
和附近的。目前从各地赶来中牟县城
买二妞西瓜的差不多前后有 500多个
粉丝。”

记者现场看到，偶有粉丝在直播
间里问二妞：“你真的是李二妞吗？”二
妞就回答：“瓜瓜瓜瓜瓜，俺小李庄的
西瓜又大又甜，不甜不要钱呐——你
看我是不是李二妞！”粉丝们展颜一
笑：“走，到中牟，买二妞家的西瓜。”二
妞说俺家的西瓜就是小李庄的西瓜，
就是中牟的西瓜。

瓜农李桂杰今年 55岁，小李庄人。
他告诉记者，今年家里种了 8亩西瓜。
他凌晨 5点开着电动三轮车赶到中牟
县城，在瓜市支摊儿卖瓜。“一天拉一
两千斤西瓜从大清早到大黄昏，卖一
半剩一半，剩下一半再拉回家里……
得亏了二妞这闺女，帮了俺村乡亲们
的大忙嘞！”

小李庄村干部向记者介绍，小李
庄村几乎家家种西瓜，总共有 1000
多亩，李二妞说帮助乡亲们卖瓜可
充实。

中牟露地西瓜还要一个月才罢市，
吴庆磊和李二妞目前正在筹划直播一
个西瓜节。“俺俩要帮助更多的中牟瓜
农卖瓜，尽心尽力帮助瓜农们解决卖瓜
难。”吴庆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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