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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华山路与嘉陵江路交叉口向北约 10 米路
西，围挡倒地。

汉江路与九龙山路交叉口向西约2米路南，人
行道交通信号灯不亮。

汇丰街与王屋山路交叉口向东约 60 米路北，
路灯灯头缺失。

湘江路与香山路交叉口向西约50米路南，人
行道上渣土未及时清理。

■见习记者 张 赢
“有了这台植保无人机，以后打药、

追肥就方便多了。”3月22日，在舞阳县
莲花镇吴李村，“00后”新农人吴哲仰抚
摸着新购入的植保无人机，眼睛里充满
了期待。

出生于2000年的吴哲仰，毕业于河
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毕
业后，吴哲仰在郑州从事室内设计工
作。然而，这两年新闻中有关农业发展
的报道，让他看到了农业现代化、科技
化的广阔前景。

其实，吴哲仰对农业并不陌生。他
的父亲吴朝军早先经营农资，后逐渐拓展
到流转土地、种地，并经营着两家合作

社。“我和家人说了回家乡做农业的想
法，家人都特别支持。我们都认为，国家
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在持续加大，新时代农
业正朝着现代化、科技化大步迈进。”吴
哲仰说。

2023年，吴哲仰回到家乡，决心干
出一番事业。

开始种地后，吴哲仰发现单纯种植
小麦和玉米收益并不理想。为了改变现
状，他积极探索新的种植模式和扩大种
植规模。2024年，他扩大了花生、大蒜
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

为了学习农业知识和种植技术，吴哲
仰不断“充电”。他到县农业农村局、县
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了解政策与学习新技

术，到先进示范村跟着种植大户实地学习
种植技术。吴哲仰的爷爷说：“这孩子肯
吃苦，也肯学，勤奋。我们老了，干不动
了，土地交给他打理，我们放心。”

除了在种植结构上进行调整以及购
买植保无人机提高工作效率，吴哲仰还
积极引入新的种植技术和经营理念，在
农业领域进行创新实践。

吴哲仰养有30多头肉牛。农作物收
获后，他都把秸秆收集起来，处理后作为
牛的饲料，既解决了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
污染问题，又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降
低了养殖成本。肉牛养殖不仅消化了农作
物副产品，还成了新的收入增长点。

了解到抖音平台对新农人有推流机

制，吴哲仰便开始自己拍摄、剪辑、发
布农业相关短视频，希望通过自媒体平
台让更多人了解农业。他还打算通过短
视频和直播展示农业生产过程，探索

“农业+电商”的发展模式。“现在网络这
么发达，我想通过网络让更多人了解我
们的农产品，把我们的农产品销售出
去。”吴哲仰说，他计划带动周边农户一
起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形成规模，共同
开拓市场。

“我相信，只要肯努力，不管干啥都
能有大作为。”吴哲仰坚定地说。当前，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还有很多像吴哲
仰这样的新农人回到家乡，用知识和热
情为传统农业注入新活力。

追梦田野的“00后”新农人

在沙澧大地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闪耀着光芒，每一份朴实的坚守都凝聚着追梦的力量。很多人或许默默无闻，却用汗
水浇灌理想，用行动诠释初心。为展现这些新时代奋斗者的温度与担当，本报今日推出 《沙澧追梦人》 栏目，聚焦新业态劳动者、基层
一线工作者、扎根乡村的青年学子等，用故事传递温情，用细节彰显大爱，记录那些在平凡中书写不凡的沙澧儿女。愿这些暖新闻如春
风化雨，凝聚奋进力量，照亮更多追梦者的前行之路。

■陈全义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有这样一群奔

波的身影，他们似灵动的音符，穿梭于
城市的乐章之中，为人们送去包裹和外
卖。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他们大多来
自平凡的家庭，只为了通过自己的辛勤
劳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在这个群体
中，许多人化身城市的温暖使者，成为
志愿者。他们无畏烈日炙烤，不惧寒风
凛冽，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有着对未来
生活的美好憧憬。他们用辛勤的汗水，
在城市的画卷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追梦
篇章。

在乡村，也有许多不甘平凡的追梦
人。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
家乡，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大潮。他们

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结合家乡
的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
业。有的青年带领乡亲们种植有机蔬
菜，通过电商平台将新鲜的农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有的青年打造乡村民宿，让
城市的游客体验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他们是追梦者，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
伟大梦想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创业的道路上，亦不乏平凡而伟
大的追梦者。那些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
毕业生，扎根基层，不等不靠不要，怀
揣创业梦想，以奋斗之姿展现青春风
采。他们从一间狭小的办公室，甚至是
在自己家中起步，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
力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奋力拼搏。他们可能会遭遇资金短

缺、技术难题等诸多困难，但他们从未
放弃。他们四处奔波寻找投资，日夜钻
研攻克技术难关，想尽办法吸引人才。
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他们成长的阶梯，每
一次的突破都是他们梦想的绽放。他们
用实际行动证明，平凡的人也可以创造
不平凡的事业。只要心中有梦，勇往直
前，就能在人生的画布上绘出绚丽多彩
的图画。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
梦人。”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
代，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值得被尊
重。在这些平凡人的追梦过程中，他
们展现出了积极向上精神，没有因为生
活的艰难去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以乐
观的心态面对一切。即使面对困境，他

们也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用笑容和汗水
化解困难。这种乐观精神，不仅支撑着
他们不断前行，还感染着身边的人。每
一个为梦想拼搏的人，都在创造属于自
己的传奇。让我们向这些平凡而伟大
的追梦者致敬，也让 我 们怀揣梦想，
勇敢地踏上属于自己的征程。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
则可圆。”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梦
想的道路上，只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精
神，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跨越重重
障碍，抵达成功的彼岸。因为，梦想
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在这个伟
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书写
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我们都是追梦人

3月23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建西社区举办“非遗进社区”活动，二十多名孩
子在志愿者带领下制作面塑作品。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摄

3月23日，郾城区沙北街道海河社区“学雷锋 当先锋 文明实
践我行动”志愿服务活动在辽河路建行家属院门口举行。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近年来，舞
阳县辛安镇石桥村牢牢把握党建引领这一
核心，依托村中自治组织，为村庄治理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该村通过定规矩、立
良俗、树典型、强激励，促使村民从乡村

治理的“局外人”变成乡村治理的“主人
翁”。

“一约四会”，树立新风尚。石桥村向
党员骨干、乡贤耆老、志愿者等广泛征集
建议，将遵规守法、文明乡风、生态维

护、和谐邻里、移风易俗等内容纳入村规
民约，精心编制了简洁明了、易于践行的
石桥村村规民约。同时，以村规民约的编
制、推行、监督为突破口，积极探索精细
化治理模式，完善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和禁毒禁赌会自治组织，
努力推动每个家庭都有成员参与其中，收
到了良好的成效。

“四治融合”，加强基层治理。该村在
自治上下功夫，在全面实行“四议两公
开”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村民议
事会、恳谈会、乡贤联谊会阵地优势，完

善协商机制，搭建议事平台，通过自我管
理、自我决策、自我服务，增强村民的认
同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法治上做文
章，组织“五老”代表、乡贤代表等成立
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充分发挥他们德高望
重、群众基础好的优势，及时化解矛盾纠
纷，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
盾不上交”；在德治上出实招，建立善德
评议机制，焕发乡村德治新气象；在智治
上求突破，在村级治理中充分发挥“智
囊”作用，建立人才库，打造村级治理智
囊团，让乡村振兴更有底气。

“一约四会”树新风“四治融合”强治理

本报讯 （记者 张玲玲）
3 月 21 日下午，由市文明办、
市文明城市建设服务中心主办的

“我是创文啄木鸟”文明实践活
动在市区双汇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节目
轮番上演：激昂奋进的诗朗诵
《光荣与梦想》、活力四射的舞蹈
《蒸蒸日上》、温情满满的歌舞表
演《回娘家》、韵味悠长的豫剧
唱段《焦裕禄》等，吸引了众多
市民驻足观看。

在有奖互动环节，现场市民
积极参与。主持人通过“各列举
三项你身边的文明行为和不文明
行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
来，你觉得身边的变化有哪些”

等提问，引导市民关注身边的文
明行为与不文明现象。

“我是创文啄木鸟”文明实
践活动2019年启动以来，始终
聚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存在的
不文明行为、不文明现象，从群
众最关切、诉求最集中、呼声最
强烈的问题入手，推动相关部门
落实主体责任。截至目前，“我
是创文啄木鸟”累计发布问题
8571件，整改、解决问题8236
件，整改率达96%。

活动现场，“我是创文啄木
鸟”志愿者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心
得和感受，“我是创文啄木鸟”
平台办理工作出彩区作了经验交
流。

“我是创文啄木鸟”
文明实践活动举行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3月 22日，市区辽河路常

青花店，市级非遗插花技艺传承
人刘长青正专注创作。只见她先
将海棠枝条插入瓶中，再把洁白
的百合置于中心，接着错落插入
淡粉玫瑰……不一会儿，一个层
次丰富、寓意美好的插花作品便
呈现在记者眼前。

刘长青师从国家级非遗传
统插花传承人王连英。2021
年，长青插花艺术被列入我市
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刘长青作为主要传承人，对各
类花材特性和插花技巧烂熟于
心。她的插花作品不仅展现了
艺术美感，还传达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

中国传统插花技艺历史悠
久，每种花材都被赋予独特的文
化内涵：梅花坚韧淡雅、荷花清
正高洁、竹象征虚心忠诚、松寓
意威严长寿……这些文化符号让
传统插花作品在呈现自然美的基

础上，更增添了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诗意美
感。近年来，传统插
花技艺在我市备受青
睐。

当天，刘长青
创作了多个插花作
品。她手持剪刀，
动 作 娴 熟 ， 将 菊
花、蔷薇、小手球
与桔梗巧妙搭配，
不一会儿便创作出
一盆错落有致的插
花 作 品 。 刘 长 青
说：“菊花在传统文
化中是君子之花，
花期长，室内摆放
可观赏一个多月。”

随后，刘长青用
紫玫瑰、橘色蔷薇搭
配剑叶、羊齿叶，创
作完成了一盆精致的
茶席花。“茶席花取
材和制作都很简单，
放在书桌或茶桌上，
氛围感十足。”刘长

青说。
刘长青还分享了一个春日

插花案例：用一枝柳条搭配黄
玫瑰、向日葵、康乃馨、非洲
菊，再加上小手球、雪柳等线
条类花卉，简单修剪后放入高
瓶，就是一个充满春日气息的
插花作品。

传统插花技艺不仅是一门
艺术，还是连接人与自然的桥
梁。在这个春日，让我们也动
起手来，用非遗插花为生活添
彩。

把春天“插”进非遗里

3月22日，2025年豫南地区空竹裁判员、教练员培训班在我市开班。来自周口、信
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许昌以及我市的130多名空竹裁判员与教练员参加培训。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主办，为期两天。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刘长青插花作品《春色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