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小超向记者展示他种的无花果。

人物介绍

受访学生：刘麟
毕业学校：南街村高中
高考分数：513分（理）
录取院校：许昌学院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刘麟今年18岁，家住临颍县

三家店镇王绍宇村，今年以513
分的高考成绩被许昌学院录取。

“这孩子小时候调皮得很，越
长越懂事！”近日，说起刘麟，他
的爷爷赞不绝口，“特别是进入高
中以后，学习成绩越来越好，也
越来越懂礼貌了，还知道帮家里
干活儿了!”

刘麟家里六口人，父亲常年
在外打工，母亲在家照顾他和弟
弟。爷爷奶奶都已70多岁。奶奶
身体不好，长期吃药。虽然日子
过得艰辛，但一家人生活很温馨。

“小时候啥都不懂，只知道玩
儿！”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刘麟
告诉记者，上初中时他成绩一
般，但随着年龄增长，自己慢慢
懂事了。“家里除了种地，全靠爸
爸一人打工挣钱养家。爷爷都70
多岁了，还在农闲时打零工补贴
家用。自己不好好学习，感觉真

对不起他们！”上高中后，刘麟决
心发奋学习，争取考上大学，靠
知识改变命运。他上课认真听
讲，下课刻苦自学，放假也在家
看书学习。凭着自身的努力，他
的学习成绩逐步提高，并进入到
班级前几名。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全家人
都很高兴，但刘麟说：“高考发挥
不太好，成绩不太理想。不过，
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新的起点！”
他表示，进入大学后，他将更加
珍惜自己的青春时光，努力学
习，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刘麟：加倍努力 立志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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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宏运家属院 4 号楼，楼梯破损，有
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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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树无人修剪，树枝侵占了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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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妯娌“抢”婆婆
——记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获得者赵伏妮家庭

省体彩中心漯河分中心
回访受助学子

开学第一天

吕扬父母为学生送祝福

9月7日至10日，我市开展第三代美国白蛾飞防工作。本次飞防区
域主要是国省干道、高速公路等，作业面积6.9万亩。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本报记者 陶小敏
2016 年，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评选中，舞阳县吴城镇黄庄村的赵伏
妮家庭凭借孝亲敬老、相亲相爱的优秀事
迹，荣获“全国文明家庭”称号。

赵伏妮老人是舞阳县吴城镇黄庄村农
民，养育了5子3女。老人曾精心照顾40
多年的婆婆，直至为老人养老送终。赵伏
妮的老伴儿去世后，5个儿媳妇争着孝敬
赵老太。五妯娌“抢”婆婆的事曾在当地
传为佳话。

一年春天，赵伏妮老太太在四儿子家
突然不见了。全家人着急地四处寻找，后
来才知道是二儿媳带着婆婆去散步了，并
且跟大家宣布以后婆婆要住到她家，哪里
都不去。可另外4个儿媳妇说什么也不同
意，一场“抢”婆婆大战开始了。

在村支书的“调解”下，5个媳妇每
一家轮流抚养老太太半年，各自尽着孝
道。妯娌之间暗地里有君子协议、约法三
章，谁若稍有不孝不敬的言行，便不让她
再赡养老人。

自从开始轮流赡养婆婆，各个媳妇都
掰着指头算日子。婆婆什么时候能轮到自

己家里住，提前都要做好准备。等到婆婆
到来时，尽最大努力对婆婆好。

大儿媳师荣枝怕婆婆绊倒，提前把院
子收拾平整。一天三顿饭端到婆婆跟前，
洗脸水、洗脚水也都给她端过去。忙完家
务事就和婆婆唠家常。晌午吃过饭，搬两
把椅子，坐在院里一边陪婆婆晒晒太阳，
一边跟她说过去的事儿。

二儿媳汪凤枝是个细心人。婆婆轮到
她家时，她总是合着老人家的心意伺候。
婆婆几次生病，她都是蹬着三轮车带婆婆
跑几里地看病。汪凤枝说，骑电动车跑得
太快，老人坐在后面不舒服，也不安全。
她还隔三岔五带着婆婆到镇卫生所检查身
体、量血压。每次检查完身体，汪凤枝就
把矮木椅放在三轮车后面，让婆婆坐上木
椅上，手扶着车边。她在前面使劲儿蹬
车，两人说说笑笑就到家了。

三儿媳刘朵家里有一个女儿一个儿
子，女儿已经结了婚，儿子还未婚。一大
家的事很琐碎操心，但刘朵还是合着婆婆
的心意照顾。一天三顿饭，第一碗饭从来
都是先给婆婆的，这条家规一直没变过。
烧菜的时候也尽量把菜烧得烂一些，让婆

婆嚼得动。婆婆爱干净，刘朵就经常给婆
婆洗头、洗脚、剪指甲。没事时，她经常
给婆婆讲些村里村外的新鲜事。

四儿媳阚玉香最有耐心。阚玉香说，
婆婆老了说话爱啰唆，但谁也不能在意，
都要顺着老人的意思。凡是婆婆喜欢的，
尽可能顺她的心。尤其在吃饭上，尊重老
人的爱好，变着法儿给婆婆改善伙食。冬
天屋里冷，阚玉香就为婆婆铺上电热毯。
怕老人不习惯，她先试试凉热，等被窝暖
和了，再让婆婆休息。

婆婆爱看戏、赶庙会。只要天气好，
邻村一有庙会或是唱戏的，五儿媳张淑梅
就蹬着三轮车带着婆婆去看戏。怕婆婆口
渴，张淑梅出门时总是带上一大杯白开
水。到了庙会，张淑梅还会给婆婆买油
馍、胡辣汤、豆腐脑、小金橘……凡是婆

婆喜欢吃的，她都大兜小兜地买给婆婆
吃。用她的话说，老人年纪大了，活一天
就要让老人舒坦一天。

媳妇们都表示，是婆婆给她们树立了
榜样。“过去家里穷，孩子这么多，婆婆
也都养活得很好。婆婆还悉心照料她双目
失明的婆婆40多年，为家庭默默付出，
不求回报。”四媳妇阚桂香表示。

据了解，孝老爱亲的家风在赵伏妮家
一代代传承着。从儿子、儿媳，到孙子、
孙媳，再到重孙子、重孙女，没有一个不
懂事不孝顺的。有一段时间，赵伏妮身体
不舒服输液时，不到2岁的重孙子硕硕居
然主动帮太奶奶提尿盆，这事让老太太欣
慰了很久。

孝敬之心会在这个最美家庭一代代传
递下去。

本报讯（记者 于文博） 9月
13 日，源汇区许慎小学举办了
2021~2022学年“博学雅行 强国
有我”新学期开学典礼，奥运冠
军吕扬的父母到学校，为孩子们
送上了新学期的祝福。

当天，在学校操场上，学生
们身穿整洁的校服，排着整齐的
队伍，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
新学期的到来。上午8点多，开
学典礼正式开始。在老师的组织

下，吕扬父母登上讲台，分享了
吕扬的成长经历。他们鼓励孩子
们努力学习，勇敢追逐梦想。吕
扬母亲现场朗读了吕扬写给许慎
小学学生的信，一句句既亲切又
饱含鼓励的话语，让学生们备受
鼓舞，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吕扬姐姐是奥运冠军，是我
们的偶像，我们要以她为榜样，
好好学习，将来为国争光。”采访
中，学生们纷纷表示。

■本报记者 朱 红
9月9日晚7点，漯河中青应急救援队成

员张晓臣途经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
时，被街上一村民拦住去路。原来，该村民
家中厨房煤气罐发生泄漏起火，看到张晓臣
的车身上印有“应急救援”字样，于是急忙
拦车求助。

张晓臣第一时间取出车内常备灭火器材
施救，成功地控制住了火势。

随后，当地民警和消防员赶来，张晓臣
和他们交接后才离开现场。当地派出所特意
开了一张证明，感谢张晓臣见义勇为。

煤气罐泄漏起火
中青队员救援

■本报记者 孙 震
“叔叔阿姨，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让我

顺利上大学，我努力学习，还获得了奖学
金……”就读于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级法语专业的李思雨对省体彩中心漯河
分中心工作人员说。9月10日下午，省体彩
中心漯河分中心工作人员带着慰问品，到临
颍县杜曲镇小李庄、大郭镇曹城村2020年度
受助大学生家中回访。

在临颍县杜曲镇小李庄李思雨家中，李
思雨告诉记者，得知省体彩中心漯河分中心
工作人员要来，她和母亲早早地就站在村口
等候。家庭贫困的李思雨从小刻苦学习，
202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南师范大学。
在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心情可以用悲
喜交加来形容，喜的是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悲的是凑不够入学的费用。就在此时，省体
彩中心给她捐助3000元，让她顺利入学。

随后，省体彩中心漯河分中心工作人员
来到大郭镇曹城村徐晓燕表姐家中。徐晓燕
表姐告诉记者，徐晓燕在童年时期遭遇家庭
变故后，一直跟随她生活。徐晓燕特别懂
事，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2020年考上
了西昌学院，在省体彩中心的资助下，得以
入校。

省体彩中心漯河分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对受助学生进行回访，不仅要了解学生
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还要鼓励孩子们保持乐
观的心态，用知识改变命运。同时，希望他
们能够成为一个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人，
用爱心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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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无花果不“开花”，却让临颍小伙

儿刘小超的事业“开花结果”。种植无
花果三年，他走上了一条以无花果采
摘、加工与旅游互联的发展之路，不
仅自己事业小有成就，也给村民们提
供了就业机会。

今年33岁的刘小超是临颍县皇帝
庙乡吴庄村人，离开学校后一直在外
闯荡，主要做汽修服务工作。2018

年，他打算回家乡创业。一个偶然的
机会，刘小超在街头碰到一名卖无花
果的老人。“好多年没吃无花果了，
买时才知道一斤要20块钱。”刘小超
说，后来，他简单地了解了一下，发
现无花果不适合长途运输，但在临颍
县鲜有规模化种植，市场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况。“当时觉得前景很好，我
就打算去种无花果。”刘小超说，随
后他便到山东、陕西、安徽等地学习

考察。
经过不断学习和请教专家，刘小

超掌握了无花果管理技术。2018年，
他在皇帝庙乡流转了20亩土地开始种
植无花果。当年种植、当年挂果，每
亩收益3000元左右。去年他又将种植
规模扩大到30亩。由于采用了标准化
种植、科学管理，刘小超培育出了波
姬红、芭劳奈、金傲芬、青皮多个无
花果品种，结出的果子软糯甘甜，十
分畅销。

目前正是无花果的采摘季。刘小
超家的无花果种植园里，到处弥漫着
果香，一个个红绿相间的无花果挂在
枝头，熟透的果子比鸡蛋还大，每天
都有百余人慕名前往采摘。

刘小超家的无花果一部分供游客
采摘，一部分销售到县城的超市、水
果店，还有一部分被加工成了果干。

因为跟无花果结缘，刘小超不仅
找到了自己事业的方向，过上了富足
的生活，还带动了周边人致富。他的
果园里常年有7名固定工人，忙时每天
需要用工20多人，每天每人收入70
元。

“今年产量更高了，销路也不错，
是个丰收年。”刘小超说，下一步，他
打算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在销售无花
果的同时引入深加工设备，制作果
干、果酒等产品。同时，他愿意向想
种植无花果的乡亲们免费提供技术支
持，希望无花果种植能在自己的家乡
形成规模，为家乡振兴助力。

“80后”小伙儿扎根家乡——

无花果圆了致富梦

中秋假期即将来临。为了营造安全、舒适、文明的旅游环境，我市
有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提高安全意识，加强疫情自我防范，遵守公共
秩序，做到文明旅游。图为9月13日，在神州鸟园，工作人员引导游客
入园前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