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净居寺茶场：着力提升茶叶品质

阳春三月暖，茶山吐新绿。清明时
节， 笔者走进百年茶叶种植加工企
业———净居寺茶场， 俯视近

3000

亩的
净居寺生态茶园， 山山岭岭， 满目清
新，好一幅人勤春早的采茶画卷；跟着
采茶人流，来到新建成的净居寺茶场，

一个个十来米长的鲜叶储存箱， 叶芽
可人，清香扑鼻，门外排在交茶长队里
的人们喜笑颜开；伴着夜幕灯火，步入
全新的现代化茶叶加工车间， 机械轰
鸣，茶人忙碌，不变的是净居寺茶叶特
有的内质与香醇。

净居寺茶场是全省唯一百年集体
茶场。 净居寺管理区及净居寺茶场管
理经营者，坚持把说品牌、重内质视为
百年荣企发展的事业追求。 在茶叶加
工制作上， 净居寺茶场如期完成了生
产加工技术改造，实现了换代升级。在
茶园生产管理上， 净居寺茶场把有机
生态理念贯穿生产管理全过程， 以施
生态饼肥改良土壤， 提升茶叶生长内
质； 以生物治虫维护茶园区域生态环
境，提高有机茶叶品质。如今，净居寺
茶场推行的专业队采茶， 让净居寺茶
生产更加标准化。

净居寺管理区副主任科员、 净居
寺茶场书记董益胜介绍： 净居寺茶场
作为百年老场，伴着天台祖庭净居寺，

悠久历史，积淀了厚重的茶文化。弘扬

和保持净居寺茶叶“紫云苏山春”品
牌，是净居寺茶场的不懈追求。为提升
净居寺茶叶的内质，今年，茶场组织近
200

人的专业采茶队伍， 统一采摘标
准。在茶叶炒制加工中，将净居寺传统
茶叶炒制工艺与现代技术设备相融
合， 做到从采摘到加工全程严把质量
关。 欢迎广大茶人茶客来净居寺茶场
品茗休闲。

春映大苏山，好山出好茶。净居寺
茶场管理者把鲜叶采摘作为提质关
键，管理关口前移。

“根据天气、 气温变化和市场需
求，作为茶场技术人员，我们每天走
进茶园，采摘茶样，并指导采茶工按
样茶标准采摘茶叶，为后期茶叶加工
制作提供稳定可靠原料。” 净居寺茶
场技术员夏晓娟说，这是她上茶山要
做的事。

一杯紫云苏山春， 融着茶人无限
情。茶园耕作力求原生态，茶叶采摘推
行划区标准化， 净居寺茶场科学先进
生产管理理念，提升了内质，扩大了影
响，吸引了茶工。

张秀清是净居寺茶场一名采摘
指导员。 她边采茶边与笔者聊采茶：

“净居寺茶场是划片分组进行采摘茶
叶，我们是在白茶采摘组，像刚开始
采摘明前茶，我们组的采茶工，一天
能挣百十块钱， 手快的挣近两百块
钱。”

潢川县踅孜中心小学踊跃为患病大学生捐款

本报讯（瓮启兵罗德政）

4

月
初，河南农业大学大四学生袁洁患白
血病、生命垂危急需救助的信息传到
潢川县踅孜中心小学。学校少先队立
即对此事作了广泛宣传，饱含爱心的
学生纷纷行动起来，二年级的李文强
同学一下捐出了平时积攒的

100

元零
花钱，四年级的罗慧、张恒同学分别
把自己在星期天为茶农掐茶挣来的
51

元和
50

元钱捐了出来。在这些同学

的感召下，其他同学踊跃地投入到这
次活动中来，

1

元、

3

元、

5

元不等，数量
虽少， 但都表达着对袁洁同学的关
爱，仅两天时间，就捐助善款

1000

多
元，并且还在继续。

力量虽小，真情永在。潢川县踅孜
中心小学的小学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对雷锋精神的理解。我们相信，

同学们的爱心和牵挂一定会给袁洁同
学增加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

日前， 市环卫处安排专人对我市人力、 机动垃圾三轮车集中进行喷
漆、检修，以保证我市垃圾三轮车安全行驶和整洁。

本报记者赵锐摄

截至
4

月
17

日，三五八厂家属院
9

号楼内，一楼住户下水道堵塞已月余，

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本报记者张诗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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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锐）为了积极响应
市（区）联创办的指示精神和要求，河
区市政管理执法局发出“取消休假，大干
六十天，坚决完成创卫各项工作任务”的
号召， 全局上下掀起一股真抓实干的创
卫新风。

该局领导班子成员、 党员干部以及各
二级机构工作人员全员深入一线， 发挥
“

5+2

”和“白
+

黑”的精神，时刻奋战在中心
城区市容市貌及环境卫生的整治现场。从

4

月
10

日开始， 全局累计开展大型集中整治
行动

10

余次，出动人员
500

余人次，车辆
60

余台次， 涉及区域除中心城区主干街道外
还包括城乡结合部及部分乡镇。 其中对北
京路、新华路、工区路、人民路、五星路、礼
节路等中心城区主干道路进行了出店经
营、 占道经营和违规灯箱广告的专项清理
整治；对新华大市场、河大市场等农贸市
场环境卫生和沿街棚户进行了全面清理；

对步行街北口摆摊设点小吃摊位进行了定
点清理。在高频率、强力度的整治下，城市
环境得到了逐步改善， 中心城区市容市貌
得到了极大改观，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评，

同时也为创卫工作在全区的积极开展打下
了良好基础。

创建卫生城市 建设魅力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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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乐 揭开长寿的秘密

“去年的时候我还在打茶，今年春上
本来说还继续打点的，腿疼病犯了，站不
住，所以就没怎么打。”清明过后，我市毛
尖的各个产区进入了生产旺季， 在河
区董家河镇陈湾村，记者在采访途中，偶
遇一位在场院里晒太阳的老人。 看到老
人休闲自在的样子， 记者上前同其攀谈
起来。 一聊之下才知道老人家是一位有
着二十余年采茶“工龄”的老茶工，今年
91

岁。

沿着环湖路走进陈湾村，最为醒目的
就是村口的一棵歪脖子古树， 据村里人
说， 这棵树至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老
人家就住在大树旁边的半山坡上。老人家
名叫张敦学， 自当年嫁到陈湾村之后，就
一直在如今的“广义印象园”附近居住。她
们家如今已是五世同堂，玄孙女今年已

10

岁了。老人十分健谈，耳不聋，眼不花，向
记者讲述了自己织布、纺线、种田、采茶的
种种乐事。“要不是腿疼，我今年还能打茶
呢，别看（茶叶）芽头小，我采得可准了。”

老人说，“现在山上挖了井，喝的水都是山

上引下来的矿泉水，孙子说在镇上有大房
子，让我搬过去，可我舍不得这里。”

正在记者和老人家闲话家常的时候，

从田边小路上走来一位走路虎虎生风的
村民，身着中山装，脚穿解放鞋，离着老远
就跟老人家打招呼， 听其中气十足的嗓
音，记者还以为是当地的村干部，一打听
才知道这位名叫李忠亮的老人，如今已是
78

岁高龄， 是该村四十年前的大队主任。

近看之下，除了脸上的皱纹，挺直的身板，

刚刚染白的鬓角，在李大爷身上，丝毫看
不出岁月的痕迹。李大爷告诉记者，陈湾

村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90

岁以上的老人
就有一二十位，甚至一些

80

岁左右的老者
现在还能干农活，打茶叶。“前些天，我们
这里举行了一个春茶开采仪式，仪式上还
有一位

80

岁的老人亲自下地采茶呢。”李
大爷骄傲地对记者说。

“除了日常的农活， 村民们最大的乐
趣就是以茶为伴，以茶为生。这良好的自
然环境和长年的辛勤劳作，是我们村里人
长寿的秘诀。”李大爷告诉记者，当年轻人
纷纷外出打工的时候， 当年的采茶妹，逐
渐就变成了采茶大嫂、采茶奶奶，由于这
里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而且在茶叶种植
上，始终要求绿色环保，不打农药，所以不
仅村里的茶叶品质得到了保障，更重要的
是村民们的生活也没有受到丝毫的污染。

简单而朴素的劳动生活，不仅给了这里的
人们一个健康的体魄，而且单纯而纯净的
心态，也让很多人都健康长寿。

71位获奖者的“息县故事”

4

月
13

日下午， 信阳市道德模范基层
巡讲活动在美丽的将军县新县落下帷幕。

巡讲团成员、息县八里岔工商所所长李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难掩激动之情，“在
我们息县，有一大批默默无闻、长期坚持
无偿献血的志愿者。他们每个人都有鲜为
人知的故事，我只是他们中普通的一员。”

他们是怎样一群人，有着什么样的故
事？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开始了追寻之旅，

见证了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息县故事”。

来自数字的自豪
“想要了解息县无偿献血的情况，有

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4

月
14

日， 得知
记者的来意，信阳市中心血站站长黄贤威
开门见山地说。

记者看到了这样一组数字：在
2014

年
1

月召开的信阳市无偿献血工作会议上，

息县有
71

人受到隆重表彰， 占全市获得
2010

———

2011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总人数的近

1/4

；其中，

68

人获得铜奖，获奖
人数列全市各县区之首。

这样的数字，让人不难理解李涛的谦
虚和息县人的自豪。

对于息县人无偿献血的踊跃，每一个
跟车到息县的信阳市中心血站采血护士
都深有感触。采血护士刘晓会说，到息县
采血，吃饭不正点是家常便饭，因为有人
来献血，我们就不能走。采血护士陈志红
印象很深的是今年

3

月
25

日、

26

日，虽然天
气阴冷，还一直下着雨，但息县人献血的
热情依然高涨， 有

230

多人在献血车上献
血。即便是今年清明假期，依然有

120

多人

放弃休息时间前来献血。

“小奥迪”的故事
“我到哪儿都带着我的‘小奥迪’，到

哪儿都炫耀我的‘小奥迪’。”

50

岁的息县
邮政储蓄银行工作人员韩从付是今年受
表彰的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获得者，

一看就是个爽快人，高喉咙大嗓门，还未
说话，已闻他朗朗笑声。

韩从付的“小奥迪”其实是一辆自行
车。不过，它弯梁上的“科学献血有益健
康” 八个大字显示着它与众不同的价值。

它是前两年韩从付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铜奖的奖品。

韩从付
1998

年参加了单位组织的无
偿献血活动。

1999

年， 他的岳母在郑州做
手术输了血。 韩从付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拨通了信阳市中心血站的电话，没想到用
血费用很快就报销了。从那以后，韩从付
在坚持无偿献血的同时，还成了铁杆儿的
无偿献血义务宣传员。

韩从付的很多储户都知道他无偿献血
的事儿， 因为他见人就要说道说道无偿献
血的好处。 一位卖牛肉的储户开始很不以
为然，认为男人的血金贵，后来硬是在韩从
付不厌其烦地动员下转变了观念， 成为一
个固定的献血者。这些年，在韩从付的带动
下，朋友、储户，还有农村老家的亲戚，共计
50

多人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

韩从付最光鲜的事儿就是骑着他的
“小奥迪”忙前忙后。每当有人注意到他的
车时，他准会告诉人家，这是无偿献血的
奖品。今年，他打算换辆“新奥迪”了———

银奖的奖品，一辆崭新的山地车。他的目
标是，过两年再换一辆，金奖的奖品早让

他“艳羡”了。

农民献血成时尚
4

月
6

日，正值清明假期，息县杨店乡
李大庄村计生专干王清学推掉了“一竿子
的事儿”，专程坐公交赶到县城献血。

每个月的
5

日、

6

日，

25

日、

26

日，是信阳
市中心血站献血车定期到息县采血的日
子。这日子，早就印在了王清学的脑海里。

“我是党员！”这是正在献血的王清学
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这样的回答有些出
乎记者的意料，但王清学说得自然、豪气。

党员王清学也是多年的无偿献血志
愿者。也许是缘于曾经的军人习性，他有
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年坚持在固定的时
间献血两次。只有一次，献血时转氨酶高
了，没献成。从那以后，王清学都要提前几
天“休养生息”，饮食清淡，不熬夜，不喝
酒，保证血液的质量。

“我们村四名村干部， 除了一人身体
不允许，我们三个都常年坚持献血。不为
别的，就是献点爱心！”王清学说，现在的
农民不是以前的农民了。过去农村人卖血
的多，现在富起来的农民时兴当起了志愿
者。 他们村就经常有不少农民三五相约，

打的到县城献血的。

……

息县文广新局职工李迎庆是今年息
县受表彰的最年轻的获奖者。

1983

年出生
的他

18

岁入伍后就开始献血。 在部队里，

他走到哪儿献到哪儿，复员后，献血的热
情从来都没有被隔断。他说，这么多年，献
血对他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举手之间就帮
助了别人，还幸福了自己，何乐而不为？他
的目标是向李涛大哥学习，终生做一名无

偿献血志愿者。

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得主、

54

岁
的下岗职工李华也有着相同的目标， 那就
是一次不落，一直献到国家规定的

60

岁，尽
快得到铜奖，然后再努力冲刺一次金奖。

在息县献血志愿者的队伍中，有三个
“姐妹花”———夏庄镇医生徐玲玲不但自
己献血，还把自己的妹妹、妹夫都带动了；

还有八里岔乡莲花村周文林、 杨红夫妇，

关店乡杨健、刘宝云夫妇……接力棒在亲
情之间传递，爱心也长了翅膀，故事就又
多了一份温馨。

在息县，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

他们，是群很平凡的人：工人，农民，

教师，医生，的哥，公务员……他们捋起袖
管，献出爱心，这爱心的涓涓细流逐渐汇
聚成河：

2013

年， 息县共有
3757

人无偿献
血，捐献血液

7200

单位
144

万毫升，这数字
的背后， 凸显的是息县人浓浓的大爱，沉
甸甸的担当，急公好义的侠义情肠！

采访结束时，李涛告诉了记者一个好
消息，中华骨髓库河南分库通知他与一名
白血病患者骨髓初配成功了。他说听到这
个消息时，当时眼眶就湿了。这个

14

年坚
持无偿献血

88

次、连续三次获得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的基层公务员在盼望着
骨髓高配的成功，也正在时刻准备着……

近日，河区车站办事处组织辖区执法队员对沿街商户的占道经营进行规范。

本报记者赵锐摄

“创卫”的初衷与最终目的，我想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
的生活环境变得更舒适，让我们家园变得更美好。所以，我
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说是只在“创卫”时期来保护环境、注意
卫生，它需要走向一个常态化。

走向常态化的“创卫”，重点是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经
过反思，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正是因为很多人从小
没有养成环保、卫生、健康、文明等生活习惯，才致使我们现
在要通过“创卫”这一工作，来实现对已被破坏的生活环境
的修复，进而再去防止新的环境卫生问题的诞生。说到不良
的生活习惯，在我们身边可谓比比皆是，例如随地吐痰、大
声喧哗、乱丢垃圾等等，于此不道其详。

那么，能够让我们摒弃这些不良习惯的“利器”是什么
呢？我们认为就是两个字———意识。我们首先来看看一些著
名地区的部分法律条文， 有些是曾经实行的， 有些或以更
新， 而这些法律则被众多网友称为最为费解的法律： 在宾
州，野餐时讲话太大声是违法的；在芬兰，没有阅读能力的
人禁止结婚；在新加坡，曾经禁止够买口香糖，而现在，购买
口香糖则需登记；而在中国香港，随地吐痰可罚

1500

元。我
们仔细思考，这些地区为何要实行如此让人觉得“苛刻”的
法律呢？正是因为当地人民良好的文明、健康意识的存在，

才得以这些法律的顺利实施。换而言之，在我们身边呢？有
些公共场所仍有人在抽烟，有人甚至在深夜随处大小便，丝
毫不顾及他人健康与环境卫生，这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实
在与我们为“创建美好家园”的意识不符。

最后，我们来谈谈意识的转变，笔者用一个例子来诠
释。

2008

年曾有媒体报道， 一个在香港随地吐痰被罚了
1500

元钱的人把自己的罚款单发到了网上， 引来热议。起
初，人们甚至觉得“恐怖”，因为罚的太重，后来，人们觉得
“这就是香港的法律”，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罚的重一点
也不重，不懂得爱护环境的人就该重罚。看，这就是意识的
转变。看过各种环境污染的案例，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人
们渐渐懂得了环境对我们
的重要性，树立良好的意识
就能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

然后，“创卫”必然能走上了
常态化。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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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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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诗绮

□

本报记者时秀敏

□

本报记者张诗绮

市政工人赶工忙

本报讯（记者杨长喜见习记者
陈奕兆）临近茶文化节，市政工人们加
班加点， 在夜里演奏了了城市美容的
音符。昨天夜里，中心城区多处都出现
了市政工人忙碌的身影。

昨日
21

时许， 记者首先来到市区
工区路原蜂蜜加工厂附近， 这里正在
修一条东西方向的路， 与仍然存在的
一条老路平行， 路面主体工程已经完
工，工人们正在平整两侧的人行道，为
铺砖做准备。附近居民介绍说，老路两
旁原先都是两排一层的门面房，后来，

其中南侧的门面房先拆除， 就在原先
的基础上修建了这条城市道路。 施工
的工人们说，由于施工，这里的照明设
施不太完善，为了节省时间，工人们就
在夜里平整人行道，这样的话，白天就
可以直接铺砖了。

记者随后来到市区胜利南路。在
胜利南路与申城大道交叉口， 由于照
明条件较好，工人们正在铺砖。工人们
说，这里的路面原先的砖出现破损、不
平整等现象。在茶文化节来临之际，市
政方面对这些路面进行了重铺。 夜间
加班，能让行人第二天就能经过。

而在民权路等地， 市政工人们则
忙着将白天清理的下水道垃圾装车运
走。由于我市较长时间没有降水，加上
部分市民将垃圾丢到下水道， 前几天
的降水导致部分下水道堵塞。 从本月
10

日开始， 市政方面就开始对部分道
路下水道垃圾进行清理。 由于渣土车
每天

21

时之前禁止进入市区， 工人们
就白天清理垃圾，夜里将其装车运走，

预计在
20

日之前计划清理的所有道路
的下水道都能清理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