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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立春
本周最高气温将达20℃

试验田里育良种 梁国涛：义务教孩子踢球12年

新春送温暖 真情暖人心

1月30日，召陵区翟庄街道燕山路社区举办表彰大会，为辖区优秀志愿者、
优秀物业公司经理、好婆婆、好媳妇等颁发证书和奖品。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摄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好，很稳！”“我们比一下，看谁

最快、最稳！”“加油！”……1月31日
上午，在临颍县华泰体育公园的球场
上，梁国涛和一名助教带着20多名孩
子正在训练，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假期里放弃休息，义务教孩子踢
足球，对于巨陵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
师梁国涛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我想尽
一己之力，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触
足球，学会踢足球。”梁国涛说。

2001 年，梁国涛从师范学校毕
业后，被分配到临颍县巨陵镇中学
当体育老师，主要负责篮球教学工
作。2008 年，临颍县在全县开展校
园足球工作，梁国涛在学校组建了
一支足球队。虽未经过专业训练，
但在 2009 年临颍县举行的“县长
杯”校园足球联赛中，梁国涛所带
的团队也取得了全县第四名的成
绩。此后，梁国涛开始关注足球，
并积极参加各类足球教练培训班，
学习足球相关技能。

经过认真观察、研究，梁国涛认
为足球教学从小学阶段开始培养更利
于打牢基础。2009年，梁国涛主动到
巨陵镇中心小学支教，负责该校的足

球教学工作，同年组建了一支校园足
球队。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梁国涛除
了正常的体育课，每天下午放学后都
会免费教学生踢一个小时足球；周末
主动放弃休息时间，义务指导学生训
练；2015年，建立“足球宝贝”公益
微信群，通过微信向孩子们传授足球
相关知识；在寒暑假，成立公益足球
培训班，义务教孩子们踢足球，人数
最多时有90人。

“小学足球教练的主要任务是培
养学生踢足球的兴趣，让孩子在踢
球中快乐成长，这样不仅可以提高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让孩子
们掌握一项技能。对有天赋的孩子
多指导，就越能培养出高水平的运
动员，孩子们的出路就会越多。”梁
国涛说。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梁国涛带领
该校学生足球队拿了不少的冠军：6次
获得临颍县“县长杯”校园足球联赛
冠军，3次获得漯河市“市长杯”校园
足球联赛冠军。足球队多名学员被广
州、北京等知名足球院校选中，有的
已经进入了青年梯队；还有不少学员
凭借足球这一体育特长考入了云南大
学、西安体校、郑州大学等。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2月1日上午，在郾城区孟庙镇

王店村的金囤种业小麦育种基地里，
几名科研人员有的拿着米尺正在测
量，有的拿着记录本记录小麦品种的
长势。

“现在小麦正处于越冬期，我们
主要看的是小麦的抗冻能力和分蘖情
况。”和育种科研打了19年交道的科
研人员贠清峰说，在这片240多亩的
大型育种基地里，共容纳了1000多
个小麦品种。

走进试验田，记者看到每间隔一
米多远，地里就有一个白色的标签，
上面写着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

“每一个标签代表一个小麦品
种，上面写的是我们定的编号。”试
验田科研人员刘辰华说。

“一般来说，优质的小麦品种最
多分蘖 3个左右，多了就是无效分

蘖，容易浪费土壤的养分。”贠清峰
指着眼前的一行小麦说，越冬期小麦
逐步开始分蘖，他和同事当前的主要
任务就是检查小麦品种的有效分蘖
数，一一记录下来并存档，为来年育
种积累有效的数据。

小麦从种到收，先后经历出苗
期、越冬期、返青拔节期、抽穗扬花
期、灌浆期、成熟期，每个时期贠清
峰和同事都要对基地里所有小麦品种
进行一次测量，1000多个小麦品种至
少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测量、记录完。

据了解，近年来，贠清峰所在
的育种基地共培育出了囤麦 128、
囤麦 259 等 4 个小麦新品种和囤玉
122等3个玉米新品种。同时，这个
育种基地里还分布着 840多个自主
研发的小麦品种，省种子站下派的
260多个小麦品种，省、市两级156
个小麦新品种。目前，该基地研发

的囤麦 127 种植面积达到了 200 多
万亩，囤麦 257 也达到了 50 万亩。
我市自主研发的小麦品种已经远销

安徽、陕西等多个省份，越来越多
的小麦品种逐渐走出中原、走向全
国。

■文/本报记者 陶小敏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春节临近，不少外出务工人员开

始返乡。目前，农村的疫情防控工作
做得如何？2月1日，记者来到郾城
区李集镇相树张村进行探访。

相树张村位于李集镇孟田大道与
李漯路东南角。记者来到该村时，
几名工作人员正在村口设置的疫情
检测点值班，对出入村里的人员进
行体温检测和“一卡一码”查验。
同时，一个喇叭不断播放着返乡人
员须知，提醒大家自觉遵守疫情防
控措施。

相树张村村支书张朋辽告诉记
者，村里的疫情防控检测点是 1月
13日搭建的，从当天起，村干部和
志愿者开始在检测点值守。

据了解，为了响应国家就地过年
号召，相树张村鼓励在外务工的村民
在异地过年；对于要返乡的村民，则
详细告知返乡的相关政策，为其做好
服务。

“家里的事村里帮着解决！”张朋
辽介绍，村里对不返乡人员家里有老
人和孩子需要照顾的，或者存在其他
困难的，按照镇上要求，都采取了慰
问和志愿者到家帮忙等方式，做到让
不返乡人员放心，让村民过个舒心
年。

寒假到来，健身的人群中多了许多学生的身影。1月30日晚上，记者在市体
育场看到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锻炼身体。 本报记者 陶小敏 摄

相树张村的疫情防控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在市区八一路富豪花园小区，有

一个互敬互爱的家庭被不少居民当作
和谐家庭典范。这就是荣获2020年全
国“五好家庭”的梁三阁一家。

夫妻同心家和睦

45岁的梁三阁是源汇区顺河街街
道建设西路社区党委书记、主任，丈
夫李高伟在源汇区民政局上班。梁三
阁长期在基层工作，有时忙碌起来无
暇照顾家人，李高伟便甘当“贤内
助”。

2020年疫情期间，金地·兰乔迪
亚小区出现1例确诊病例，防控任务
集中落在社区。面对谁去的问题，梁
三阁挺身而出。被隔离的楼栋住着43

户居民，每天要为他们采购食物、清
理垃圾，还要定时消毒，梁三阁常常
忙到深夜才回家。

看着妻子日渐消瘦的脸庞，李高
伟主动包揽家务，不让她为家事分
心。“当时她几乎每天中午在单位吃泡
面，嘴上都起了泡。我能做的也不
多，就是为她准备营养丰富的饭菜。”
李高伟说。

虽然事情过去已近1年，但梁三
阁每次想起家人在背后的默默支持都
很感动。“当时我怕影响家人，想搬出
去住，但他们坚决不同意，担心我照
顾不好自己。家人的支持是我工作的
最大动力。”梁三阁说。

结婚以来，工作上夫妻两人相互
扶持；生活中，两人也是相互体贴。
谈起和睦相处的诀窍，梁三阁表示是

换位思考。“夫妻间难免会因为一些
琐事争吵，多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
题其实很好解决。”梁三阁说。

家风是宝贵的财富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这种美德在梁三阁家体现得淋漓尽
致。夫妻两人和孩子都对家中老人关
怀备至，三代人相处和谐，其乐融融。

梁三阁的公公李遵宪今年84岁，
患有多种慢性病，但得益于梁三阁和
丈夫的悉心照料，身体一直没出过大
问题。“每天吃什么药，孩子会帮我提
前配好。”李遵宪说，“饭菜根据我的
口味做，少油、低盐。”

除了照顾饮食起居，梁三阁深知
老人最需要的是陪伴。每天晚饭后，
只要有时间，梁三阁总要和公公聊
天。交谈中，她得知公公有个心愿一
直藏在心里，就是想去看望远在海南
生活的妹妹，但又担心身体无法承受
舟车劳顿。为此，梁三阁提前3个月
制订旅行计划，并在医生的指导下，
帮公公调理身体。2020年夏天，李遵
宪终与妹妹在三亚相聚。

父母的言行对子女有潜移默化的
作用。在梁三阁、李高伟的言传身教
下，儿子李沛伦越来越懂事。正在上
大学的他每次放假回家，都会为父母
分担家务。

人们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梁三阁一家却把难念的经变成幸
福的经。“良好家风是家庭最宝贵的财
富之一。我们家就将相互理解、相互
支持视为家风，并一起努力营造这种
家风，这才有了现在的和谐生活。”谈
及其中的诀窍时梁三阁说。

■本报记者 尹晓玉
2 月 2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

随着立春节气到来，我市气温持续升
高，最高气温将达20℃。

气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我市2月
份 平 均 气 温 3.6℃ ， 历 史 最 高 气 温
24.9℃，历史最低气温-14.9℃。与往年
同时期相比，今年气温偏高。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1月份我市降水量仅0.1毫
米，部分地方已有干旱苗头。预计未来
一周仍无有效降水，气温偏高，土壤蒸
发量增大，干旱会有所加剧。同时，因
天气静稳，不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空
气污染等级将偏高。

具体预报如下：
2月3日：晴间多云，偏南风3级左

右，-1~17℃；2月 4日：晴间多云，
西南风2~3级，0~12℃；2月5日：晴
间多云，西南风3级，4~20℃；2月6
日：晴间多云，西南风2~3级转偏北风
3级，4~19℃；2月7日：晴转多云，偏
北风3级，3~14℃；2月8日：晴间多
云，西南风3级，2~16℃。

好家风孕育幸福家庭

■本报记者 于文博
2月2日，市侨联举办新春慰问活

动，党组成员带领机关党员、市侨商
会成员和市留学人员创业创新协会成
员，看望了姬石镇敬老院的老人和邓
襄镇于庄村的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
了礼品和问候。

在姬石镇敬老院，市侨商会为老
人们捐赠了食品、防疫物资、眼贴
等，并现场向他们讲解眼贴的使用方
法。随后，他们来到邓襄镇于庄村，
捐赠了各种物资，市留学人员创业创
新协会捐赠了1.3万元，还看望了6名
困难党员。

贠清峰（左一）和同事在检查小麦分蘖情况。

工作人员正在对一名低风险区返村人员登记。

梁三阁（左一）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