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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县乡村振兴局全体
志愿者到旧庙镇旧庙村开展“谋百姓需，
铸乡村魂，聚群众心”主题志愿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采取“送学上门”
方式，将党史学习宣讲稿送到群众手
中，认真听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建
党史的感想，让群众在每个环节中都不
脱钩、不掉队。

同时通过镇村了解到，旧庙村卢
锋、王秀珍、魏华生三户贫困家庭劳动
力外出务工，居家老人和孩子外出购买
生活必需品很不方便。为此，志愿者们
为这几个家庭带去了慰问品，帮助他们
解决了“微需求”，实现了几个家庭的

“微心愿”。
据悉，为更接地气地宣传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县乡村振兴局主动承担起宣讲
任务。本次活动也是县乡村振兴局深化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助力文明城
市创建，落实县委精神文明办开展“凝聚
志愿之光，传播文明芬芳”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委宣传部）

文明风尚

骆驼山位于我县西北部化石戈镇，
距县城约六十五公里，是全县较为贫困
的地区。这里没有工业厂矿污染，环境
清洁，自然生态良好，种植的谷子粒大饱
满，加工后的小米香甜可口，口碑极佳。

多年来，在骆驼山一带流传着民间
“口头禅”：“骆驼山上长花草，骆驼山下
小米好。”说起骆驼山小米的故事，当地
有很多版本。传说乾隆帝来过当地，吃
过当地的小米饭后意犹未尽，回宫后就
赐犁锄鼓励生产。此后，骆驼山下生产
的小米就有了“宫廷贡米”之称。

在农业现代化的今天，想吃到过去
老百姓餐桌上原滋原味的小米饭成
为很多人的心愿。骆驼山下长大的刘
宏建看到了这个商机，他特意舍弃化
肥、除草剂，采用红谷子、青苗子、齐头

白等老品种，使用农家肥和传统绿色生
产方式耕作。虽然产量低，但他种植的
谷子加工出的小米品质高，保持着传统
味道，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

有了良好口碑，刘宏建成立了阜蒙
县化石戈宏建米业有限公司，谷子种植
面积不断扩大，达到全镇种植面积的三
分之一。为了改善当地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他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带动贫困户发展特色产
业，初步形成了以小米为主导的小杂粮
产业格局。2002年，经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批准，阜蒙县化石戈宏建米业
有限公司的“驼谷小米”获得A级绿色
食品标志使用权。2003年，该公司位
于骆驼山周边的谷子基地被阜蒙县质
量技术监督局推荐为国家级农业标准

化生产示范基地。
“宏建米业”公司经理刘宝华介绍，

“我们公司流转了2800亩地，其中800
亩种了谷子，今年收获谷子40万斤。
另外与农民签了500亩谷子的订单，完
全采用传统农耕种植方法，不使用化
肥、农药。我们收的谷子比市场价高三
毛钱，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有的家庭
卖谷子的收入就达四五万元，收入提升
五六千元。”

如今，“宏建米业”已经建成小杂粮
加工厂一座，研发出8个系列十几个农
业品牌，获得了国家QS认证，被确定
为阜新市电子商务的推荐产品。“驼谷
小米”系列产品每年可创产值1000万
元，受益贫困户150户，每户增收三到
五千元。

11月初，我县出现了极罕见的冰
冻雨雪、大风寒潮天气，为我县农业造
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大雪导致我县
部分没来得及抢收的玉米和花生滞留
在田地里，急坏了农户。那么，雪前部
分农户的玉米和花生没来得及抢收，
应该采取什么举措呢？对此，近日，记
者采访了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教
授研究员级高级农艺师张淑丽。

张淑丽就雪灾过后，如何抢收大
田农作物，为广大农户进行了详细介

绍。
今年，由于秋季雨水增多，地里进

不去机械，造成农户秋收时间推迟。
在大雪之前有部分农户玉米和花生没
来得及抢收回家，由于科技人员指导，
集中地头盖上塑料的损失不大，现在
可以在地头脱粒。没有采取措施的就
要及时清雪翻动，以免发生霉变造成
损失。

农户有条件运到家里的玉米等农
作物产品，堆积在院内的，由于气温升

高也要及时翻动。因为今年雨水、雪
水的原因，农作物产品含水量普遍超
标，这就为储存带来了困难。建议农
户价格可以的话及时卖掉，不能及时
卖掉的也要隔两天翻动一次。

另外，提高仓储条件也是农户避
灾的措施之一。

至于收获时间，花生因霜期的原
因应在9月22日之前起花生，9月28
日晾晒完毕，脱粒储存或销售。玉米
收货应在10月1日至7日收货结束。

大雪前玉米和花生没来得及抢收，应该怎么办？
本报记者 张 彪 王美娟

农牧专家开讲啦

她是父母眼中听话懂事的好女儿，
是老师心中勤奋刻苦、乐于奉献的好助
手，是同学眼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甘
于为同学服务的好榜样。她就是阜蒙
县卧凤沟小学少先队员、12岁阳光女
孩——刘鹤冉。

入校五年多，刘鹤冉始终严格要求
自己，严格遵守小学生守则，处处以身
作则，不仅在行为规范上为同学们树立
了榜样，更是全力协助老师管理班级，
是老师的得力助手，更是同学值得信赖
的“好领导”。

在学校，作为班长，刘鹤冉每天检
查同学到校、读书、作业、纪律等情况；
对老师交给她的任务，她总是认真完
成。劳动时，她总是抢着干最脏、最重
的活儿，从不偷懒。课间，同学们休息
时，她却还在忙着收发作业本。有同学

不守纪律了，她会及时给同学指出不
足。她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学困
生讲解不会的难题，力所能及地帮助他
们。

刘鹤冉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哪个
同学遇到困难，她总是乐于伸出援助
小手，助人为乐、真诚奉献。有时同学
忘了带课本，她知道后赶紧和同学分
享自己的课本。对于学习上的后进
生，她也是及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
助。她以一颗真诚的心，得到了大家
的认可，深受同学的喜爱和拥护。小
小心灵装满了追求真、善、美的理念。

刘鹤冉喜欢阅读，家里的书堆得像
小山一样。她喜欢在书的海洋里遨游，
大量的课外阅读拓宽了她的知识面。
她喜欢各种乐器，有葫芦丝、竖笛等
等。她爱好广泛，多才多艺造就了她斯

文中透着机灵，温和中透着坚强、阳光
开朗的性格。

在父母眼里，刘鹤冉是一个乖巧懂
事的好孩子，甚至可以说是父母的知
心朋友。在家里，不管是学习还是生
活，她都很少让父母操心，自己能做
的事情自己做，同时还主动帮助父母
做家务。懂事的她从来不挑吃穿、不
攀比享受，只和别人比学习、比在学
校的表现。她知道，自己努力学习，
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就是对父母最
好的报答。

刘鹤冉的努力也赢得了大家的认
可。她曾多次获得“三好学生”荣誉称
号，还曾在学校举办的“红旗飘飘，引我
成长”演讲活动中荣获第二名；2019年
度，她荣获第二届阜新市“美德少年”光
荣称号。

本报讯 11月19日，县文体旅服
务中心负责人协同杨秀丽教练团队到
旧庙学校开展特色体育——柔道项目
进校园活动。

当天，杨秀丽教练团队迎着凛冽的
寒风来到旧庙学校，受到学校师生们的
热烈欢迎。启动仪式上，学校柔道队员
穿着崭新服装跟随教练认真学习柔道
动作。课间，全校学生涌到操场进行观
看学习。孩子们学习兴趣热情高涨，纷
纷表示要以杨秀丽为榜样，努力学习、
刻苦锻炼、强健体魄，长大为国争光，为
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季 哲）

本报讯 （记者 谢红静 于 水）
在冬奥会开幕倒计时50天到来之际，
12月15日，县舞蹈家协会负责人先后
来到县第一中学、实验幼儿园、职业教
育中心等学校，与千余名幼儿、学生、舞
蹈爱好者们快乐起舞，用舞蹈的方式喜
迎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到
来。

为营造我县群众全民携手迎冬奥
的浓厚氛围，自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
会主题曲《一起向未来》发布后，县舞蹈
家协会迅速行动，团结广大舞蹈爱好
者，立即编排了《一起向未来》的舞蹈。

活动现场，一面面旗帜、一个个方
阵、一张张快乐的笑脸，人们用欢快的
舞步跳出对冬奥会的期盼，用实际行动
向伟大祖国献礼，充分展现了我县人民
和谐、文明、乐观的精神风貌，汇聚起强
大正能量，为冬奥会添彩加油。

县舞蹈家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县
舞蹈家协会用实际行动，以精品奉献群
众、用明德引领风尚，积极参与到冬奥
会的宣传中，让舞蹈艺术发挥出更具时
代特色的鲜活魅力，用实际行动号召全
民参与到助力冬奥会的大潮中，以舞蹈
的形式传播冰雪文化，激发广大人民群
众支持冬奥、参与冬奥的热情。

目前，化石戈镇“宏建米业”生产的“驼谷小米”系列杂粮产品年产值实现
1000万元，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市场潜力巨大，前景看好，为偏远山区乡村振兴
探索出了一条值得借鉴的发展经验——

“驼谷小米”驮起扶贫大产业
本报记者 张广东 包立斌

乐 于 助 人 美 德 如 玉
——记卧凤沟小学少先队员刘鹤冉

本报记者 丁枫林 刘 超

县乡村振兴局

“ 送 学 上 门 ”讲 党 史
志 愿 之 光 暖 民 心

特色教育

柔道项目走进旧庙学校

县舞蹈家协会

快 乐 起 舞 喜 迎 冬 奥

发展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培育生态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