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一路老报社
西邻有门面房出租，
共 3层，面积 700平
方米。有意者请联
系 赵 先 生（电 话 ：
13903999117）。

门面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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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通讯员 李
杰）7 月 1 日上午，鄢陵县卫健委公务员
李伟莉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捐献了造血
干 细 胞 ，以 救 助 北 京 的 一 名 血 液 病 患
者。李伟莉告诉记者：“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是我一生中
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事。”

李伟莉今年 40 岁。2017 年 5 月，她
参加了鄢陵县红十字会举行的血样采
集 活 动 ，成 为 中 华 骨 髓 库 的 一 名 志 愿
者。今年 3 月，李伟莉接到市红十字会
配型成功的通知。她的丈夫马亮得知
消息后，当即表示：“去吧！到时候我陪
你！”

李伟莉的女儿马瑜遥今年上二年
级，班主任听说李伟莉的事迹后，专门
在班里讲了一堂造血干细胞知识普及
课。马瑜遥打电话告诉李伟莉：“妈妈，
我以您为荣！”

李伟莉是全国第 8543 例、河南省第
757 例、许昌市第 35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每一个 18 至 45 岁的健康人，只要
勇敢地伸出手臂，抽取 6 至 8 毫升血样
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就
可以成为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为血液
病患者增加一分康复的希望。

中华骨髓库目前主要通过外周血
采集造血干细胞。具体方法是，先将骨
髓血中的造血干细胞大量“动员”到外
周血中，然后从捐献者手臂静脉处采集
全血，通过血细胞分离机提取造血干细
胞，再将其他血液成分回输到捐献者体
内。捐献者只需采集约 200 毫升造血干
细胞悬液就可以了。全球 100 多万例造
血干细胞移植证明：捐献造血干细胞安
全、科学，无损健康。

本报讯（记者 毛迎 牛志勇）6 月
24 日傍晚，天气凉爽，襄城县颍阳镇盛
寨村一望无际的田野间，几位老人带
着小马扎和小桶，在采摘一种白色或
淡黄色的长条形小花苞。“一天能挣 30
元钱，比在家闲着强。”头发花白的 87
岁老人董玉环乐呵呵地说。

盛寨村位于颍阳镇北部、颍河东
岸，临近建安区椹涧乡。这种名叫金
银花的小花是该村村民盛德勋承包土
地种植的。

盛德勋 2000 年离开盛寨村去外地
打拼。这些年，他和妻子在郑州、禹州
等地从事中药材收购、加工和销售，有
中药材加工技术和销售渠道。去年，
盛寨村“两委”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发
展扶贫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多次
找盛德勋及其家人沟通，动员其回乡
创业。

“村里动员我回来，我就动了心。”
盛德勋说，去年秋天，在盛寨村“两委”
的支持下，盛德勋创办了金慧金银花
扶贫产业基地，目前种植金银花 90 亩、
玄参 70 亩，还有 10 亩苗圃基地。盛德
勋介绍，金银花属常年生半常绿灌木，
树龄可达 30 年。每采摘一公斤金银花
可以挣 10 元人工费，村民在家门口动
动手就能挣钱。

村里不少上了年纪的人无法外出
务工，靠采摘金银花能增加收入。“金
银花，一年种植多年收益。这些金银
花长了 3 年，还没有进入盛花期。5 至
10 年树龄的金银花产量最高，采摘起
来更加省时省力。”盛德勋的妻子邵慧
说。

金慧金银花扶贫产业基地在发展
壮大的同时，优先流转贫困户的土地，
还聘用了 3 名贫困人员采摘金银花。
采摘金银花技术含量不高，老人和稍
有残疾的贫困户也能干。每一茬金银
花可采摘 5 至 7 天，采摘者每人每天收
入几十元到上百元。

“金银花 5 月中旬已经采摘过一
茬，这是第二茬。金银花一年可以采
摘四茬，一亩地一茬能收三四百斤新
鲜的花苞。采摘高峰期，七八十人在
地里忙碌，热闹得很。”邵慧如说，在金
银花盛花期，需要大量人工进行采摘，
能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机会、拓展增
收渠道。

“下一步，我们准备建设加工厂，
打造自己的品牌。”盛德勋说，烘干的
金银花通过分级，可以向药厂出售，也
可以包装成花茶，具有药用价值和保
健功能，社会需求量大，产生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前景可观。

董玉环老人在采摘金银花。记者 牛志勇摄

襄城农民工返乡创办扶贫产业基地

种植金银花“淘金”助脱贫
本报讯（记者 张汉杰）没有轰轰

烈烈的誓言，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建
安区苏桥镇司堂村村民刘清杰照顾瘫
痪的妻子 20 多年，用行动践行着“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

平静的生活被一场疾病打破
6 月 30 日，骄阳如火，刘清杰见卧

床的妻子贺巧霞有些烦躁不安，便守
在床前和她聊天儿。

提起妻子，刘清杰这个七尺男儿
双眸禁不住湿润起来。

1992 年，两人经媒人介绍走在一
起。结婚之后，两口儿勤劳肯干，生活
幸福。1993 年，儿子的降生给他们带
来了无尽的喜悦。

1996 年，一家人的平静生活被打
破。这年年初，贺巧霞髋关节疼痛得
厉害，在许昌一家医院诊治后不见好
转，就转诊到郑州的一家医院。最终，
贺巧霞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需要进
行手术治疗。然而，手术的效果并不
理想，没过多久，贺巧霞的下半身就失
去了知觉。

这一年，贺巧霞 28 岁，刘清杰 30
岁。贺巧霞接受不了瘫痪的现实，情
绪不稳定，甚至想轻生。刘清杰就劝
妻子坚持几年，坚持到孩子 10 岁；孩子
10 岁了，他劝妻子再坚持几年，坚持到
儿子长大成人……

是好丈夫，也是好女婿
就这样，刘清杰一边照顾妻子，一

边管教年幼的孩子，一边承担沉重的
农活儿。刘清杰每天就像上了发条的
机器人，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

喂妻子吃饭、给妻子按摩、帮妻子
排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困难的
日子就这样熬了过来。由于刘清杰的
精心照料，20 多年来，贺巧霞没有得过
褥疮。

刘清杰说：“我只要活一天，就愿
意照顾她，陪在她身边！”

贺巧霞含着眼泪告诉记者：“这么
多年，他服侍我吃喝拉撒。我对他有
愧疚，但没有办法。这份情，我只能下
辈子再还他。”

“清杰是我们这一带出了名的好
人。”司堂村党支部书记司书杰说，司

堂村方圆 15 公里，没有人不知道刘清
杰。“他不仅细心地照顾妻子，而且对
老人很孝顺。”

“要不是有清杰照顾，我的女儿早
就不在人世了。”刘清杰的岳母、今年
77 岁的王水玲说，刘清杰不仅是好丈
夫，也是好女婿。“我的几个儿子都在
外地工作，清杰在忙碌的间隙经常来
我家照顾我和老伴儿。”

精准扶贫助脱贫
如今，刘清杰的儿子已经长大成

人，有了自己的家。刘清杰和妻子都
已经 50 多岁。长年累月的辛劳让刘清
杰落下了不少病根儿，但他一直没有
放弃给妻子看病。只要听说哪里能治
疗妻子的病，他就会亲自去了解。

给妻子看病、照顾家人的生活，让
收入微薄的刘清杰手头十分拮据。

“摸底排查时，我们得知了刘清杰
的家庭情况，将他家认定为贫困户。”
刘清杰家的扶贫帮扶人、建安区交通
运输局工作人员王国献说。

司堂村第一书记赵洋说，刘清杰
一家人该享受到的扶贫政策均已经享
受到。刘清杰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地
打工，他们家年人均纯收入 9987 元，达
到了脱贫标准，去年已经实现脱贫。

如今，刘清杰种有 5 亩多地，一年
收 入 9000 多 元 。 刘 清 杰 家 每 季 度 有
510 元低保补助，还能通过企业带贫政
策每月领取 200 元分红。贺巧霞每月
能享受 60元残疾人补贴。

“‘脱贫不脱政策’，村‘两委’将继
续对刘清杰家进行帮扶。”赵洋说。

建党节这天，她志愿捐献“生命种子”
40岁的李伟莉是河南省第 757例、许昌市第 3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李伟莉（左）在丈夫的陪伴下捐献造血干细胞。记者 张莉莉摄

司堂村刘清杰因照顾瘫痪妻子 20多年、孝顺老人闻名乡里

我愿一直照顾她、陪伴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