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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火兴隆佳苑2#楼相关债权人：
2007年 3月 12日，中航华夏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与我公
司就神火兴隆佳苑 2#楼的土建安装工程
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中航公司
因经营问题于 2008 年 10 月停工并失
联，导致 2#楼烂尾至今。中航公司当前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为“吊销注销”。其
违反合同约定造成工程烂尾，给我公司
造成重大损失。根据合同约定，该工程
应于 2007年 10月 21日竣工。根据法律

规定，中航公司与我公司关于工程款结
算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我公司无义务就
2#楼支付任何价款。

考虑到 2#楼施工过程中，部分供应
商、工人参与施工，我公司拟对中航公
司 2# 楼 债 务 情 况 进 行 统 计 、落 实 、调
查。请相关债权人在本公告发布后 15
日内（2020 年 5 月 5 日前，含当日），持
以下凭据到神火兴隆佳苑 18#楼 1 单元
102室申报对中航公司的债权：

1. 申报人身份证、联系电话、经常
居住地信息；2.申报人与中航公司的相
关合同，或 2#楼施工过程中的费用欠条

及工程量清单、凭证，或其他能够证明
债权的资料。

请相关债权人务必在公告期限内
完成申报，超出申报期限我公司不再
受理。相关债权人不申报或申报资料
不全，我公司对债权不予确认。后续
出现阻挠施工、围堵闹事的，我公司将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联系人：宋帅、徐俊清、庾瑞鸽
联系电话：0374-6033297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光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0日

公 告

郑福君，男，现年
61 岁 ，身 份 证 号 为
411023195908157097，
建安区灵井镇小宫村
人，2020年2月20日偕
妻子、女儿走失。郑福
君身高1.65米左右，较

瘦，皮肤较黑。妻子杨淑敏现年58岁，
身份证号为 411023196208196065，身
高1.6米左右，较瘦。夫妻二人均患有
间歇性精神病。女儿现年 15岁，身份
证号为 411023200507177103，有轻微
智障。望见到以上三人者及时联系，
定重谢。联 系 人：郑先生。联系电
话：13700893496。

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小宫村村民
委员会

2020年4月20日

寻人启事

本报讯（记者 代玺 通讯员 付晓
娜）4 月 17 日，在襄城县姜庄乡后城村
的 农 田 里 ，一 排 排 蔬 菜 大 棚 格 外 醒
目。记者走进大棚，看到一包包营养
包覆盖在田地上，源源不断地给羊肚
菌输送养分。眼下正是羊肚菌收获的
季节，大棚里一朵朵网状羊肚菌长势
喜人。

停下手头的活儿，60 多岁的贫困
户方秀娇看着装满羊肚菌的筐告诉记
者：“现在，党的扶贫政策好。俺儿子
有病去年‘走’了，留下一个 10 岁的孩
子。村里看俺家困难，就给俺办了低
保。俺如今在大棚里干活儿，一个月
能拿到 1800 元工资。”

“这是村里的扶贫项目。去年，村
党支部利用 17 万元扶贫资金，先后建
起 9 座羊肚菌、香菇大棚，并吸纳 10 户
贫困群众打工。今年，村里种植的羊
肚菌、香菇喜获丰收、供不应求！”后城
村驻村第一书记徐许告诉记者，羊肚

菌 是 一 种 珍 稀 名 贵 的 食 药 兼 用 型 真
菌，有“菌中之王”和“素中之荤”的美
称，备受市场青睐。由于技术管理到
位，加上气候好，今年，后城村的羊肚
菌长势好、产量高，虽然受疫情影响，
但仍能在市场上卖 100元/公斤。

记者了解到，羊肚菌、香菇改变了
后城村传统的种植方式，带动不少贫
困户致富。后城村合理规划农业产业
结构，科学选择高产作物，根据现有自
然条件，分别种植西瓜、红薯、萝卜、豌
豆、辣椒等作物，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发展多元特色产业，推进农业
结构转型升级。

“我们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通过
土地流转、劳务用工等方式，已经找到
了稳定的收入渠道。下一步，我们将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在增加集体收入
的同时，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实现双
赢。”徐许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 王培 通讯员 郑志
磊 周刚涛）4 月 17 日下午 5 时许，襄城
县库庄镇灵树社区桥头，脱贫户“烧饼
哥”常永面带微笑，给分散供养的特困
户李水拿出几个烧饼。

8 年 前 ，常 永 患 胃 癌 致 贫 。 2016
年，他被灵树社区识别后，成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库庄镇党委、镇政府和灵
树社区“两委”多次研判，因人因户制
定帮扶措施。帮扶责任人多次鼓励常
永在家门口卖烧饼，并为其妻子申请
公益性岗位，帮助其申办农村低保和
慢性病卡，减轻医疗支出压力。

2016 年年底，常永和妻子在家门
口支了个烧饼摊儿，并精心卤制豆腐
片、海带丝、火腿肠和鸡蛋。他做的烧
饼一元一个，加个豆腐片和鸡蛋，共 3

元钱，管吃饱。常永待人热情、好说好
笑，时间一长，乡邻都叫他“烧饼哥”。

2017 年，在社区干部的帮扶下，常
永女儿顺利上班，家庭有了稳定的收
入，生活状况好转。随后，常永主动向
灵树社区脱贫攻坚组提出脱贫申请，
并于当年顺利脱贫。随着身体恢复得
越来越好，常永向亲朋借了点儿钱，盖
了两层小洋楼。

本报讯（记者 肖涛）从地里有啥
吃啥，到如今想吃啥买啥，短短 4 年时
间，依靠饲养黄牛，禹州市磨街乡青山
岭村村民葛国昌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4 月 15 日，谈及自己的脱贫
经历，葛国昌直言，党的扶贫政策不仅
给他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还让他们
变得自信、快乐。

4 月 ，正 是 位 于 山 脚 下 的 青 山 岭
村一年中最美的时节，青草葳蕤、花木
环 绕 。 记 者 还 没 走 进 葛 国 昌 的 农 家
院，就看到几头黄牛在梧桐树下闭目
养神，葛国昌正在给牛“洗澡”，铃铛声
不时响起。

今年 52 岁的葛国昌家里有五口

人，父亲和妻子、儿子都患有疾病，全
家靠他一人维持生计。2014 年，葛国
昌家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村“两委”的帮扶下，葛国昌于
2016 年 购 买 了 2 头 牛 犊 ，搞 家 庭 饲
养。初期，为了降低饲养成本，葛国昌
每天赶着牛到山上吃草。在牛生病的
时候，他整夜睡在牛棚里。

“人家卖给我的是活生生的牛，如
果被我养死了，或者瘦得可怜，还不让
人耻笑啊？”葛国昌就像养婴儿一样照
顾着牛。他把秸秆用铡刀铡碎，喂给
牛吃；牛喝的水，都烧成温的；采摘蒲
公英、金银花等中草药，熬成汤剂喂
牛，预防其生病……

3 头、5 头、11 头……葛国昌的饲
养规模越来越大。2017 年 11 月，他以
7000 元的价格卖了一头小牛，有了养
牛以来的第一笔收入。如今，葛国昌
家存栏 8 头牛，累计销售 9 头牛，实现
增收 89000 元。

难能可贵的是，葛国昌在脱贫致
富后，不忘党恩，不忘回馈社会。此
外，他还带动青山岭村两户贫困户发
展肉牛饲养业，并热心给他们提供技
术指导。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葛国昌主动到村防控点进行
慰问，送去方便面、绿茶等物资。

“脱贫这个事解决了，咱还得加把
劲 儿 奔 小 康 哩 ！”葛 国 昌 告 诉 记 者 ，

2019 年，他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开垦
荒山，种植无籽石榴树 800 棵。未来，
他还准备购置 600 只鸡仔，发展林下饲
养业。

与 3 年前的初次采访相比，记者明
显感受到葛国昌一家的变化：葛国昌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对未来充满希望；
儿子变得自信，家有访客不再躲在屋
内；妻子和父亲心情愉悦，做家务时会
不由自主地哼起小曲。

“以前，地里有啥吃啥；现在，兜里
有钱了，想吃啥买啥。你说这日子过
得能不高兴？”葛国昌妻子王朋的话语
里满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养牛4年，增收89000元

小小羊肚菌，带出致富路 依靠双手脱贫，微笑面对生活

村民吃着常永（右一）做的烧饼，竖起大拇指。记者 王培摄

村民在管理羊肚菌。记者 代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