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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
市区猪肉价格下降明显

本报讯（记者 肖涛 通讯员 关志
杰）5 月 25 日，记者从许昌地调队获
悉，5 月中旬，许昌市区主要生活必需
品供应充足，鲜菜、鲜果价格稳中有
降，猪肉价格仍保持下降走势。

许昌地调队工作人员尚更新介
绍，随着国家和省、市出台的一系列
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我市生产生
活秩序加快恢复。5 月中旬，市区大
米、面粉、食用油、牛羊肉、禽肉和牛
奶 价 格 保 持 平 稳 ，猪 肉 价 格 下 降 明
显，鸡蛋价格有所上涨，鲜菜、鲜果价
格稳中有降。

“受近期需求较弱、供给增加的
影 响 ，市 区 猪 肉 价 格 下 降 明 显 。 其
中，精品五花肉价格由 5 月上旬的每
公斤 63.80 元下降至每公斤 58.80 元，
下降 7.8%；后腿肉价格由 5 月上旬的
每 公 斤 69.80 元 下 降 至 每 公 斤 61.80
元，下降 11.5%。”尚更新说。

此外，受气温回升影响，市区鲜
菜、鲜果供应充足。受疫情缓解、供
应渠道进一步畅通等利好因素影响，
市区鲜菜、鲜果价格在 5 月上旬回落
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其中，大白菜
价格下降 22.2%，芹菜价格下降 4.0%，
西红柿价格下降 24.6%，香蕉价格下
降 8.6%。不过，端午节将近，受需求
增加影响，鸡蛋价格上涨明显。

推动垃圾分类
从“要我分”到“我要分”

本报讯（记者 张铮 通讯员 彭加
林）5 月 22 日上午，国家许昌经济技
术开发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启
动仪式在福兴花园小区举行。

今年，国家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开展垃圾分
类工作，在原有基础上新增 12 个试点
小区，使试点小区总量达到 17 个，基
本实现所有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
全覆盖。群众是垃圾分类的主体，只
有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和自觉性，才能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有效开展。该区
城管部门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模式，让
居民真正了解什么是垃圾分类、如何
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的好处与意
义是什么，引导鼓励居民正确分类、
准确投放，更快地实现从“要我分”到

“我要分”的转变。

一根网线，联通大千世界；一部手
机，打开增收之门。作为一名肢体残疾
者，从广东嫁到鄢陵县陈化店镇河西杜
社区的谢明妃没有困居斗室，任由命运
摆布，而是自强自立，坚持学习电商知
识，通过手机直播售卖化妆品，为家庭
增收不懈努力。在抖音、快手上以“残
疾宝妈正能量”之名进行直播带货的谢
明妃，不仅撑起了家庭的希望，而且在
广大群众中间凝聚起脱贫致富的正能
量。

两名残疾青年
相识于深圳的电子厂

“ 来 ，大 家 看 一 看 这 款 产 品 。 在
‘5·21’这个特殊日子，姐妹们，买它！”5
月 21 日下午，在鄢陵县陈化店镇河西
杜社区居民杜根清家里，他的儿媳妇谢
明妃正在通过手机直播售卖化妆品。

今年 60 岁的杜根清，30 岁时才迎
来自己的儿子。遗憾的是，其子一出生
就肢体残疾。

为了照顾儿子，杜根清和妻子始终
在家务农，家庭收入微薄。因行动不
便，其子杜小伟读完小学便辍学在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杜小伟认为自己不能
总是在家拖累父母。于是，在乡邻的帮
助下，他远赴深圳进入一家电子厂打
工，主要做质检、焊锡等工作。

2012 年，来自广东阳江的残疾人谢
明妃也进入这家电子厂，与杜小伟同在
一条生产线工作。工作中，两人配合默
契；生活上，两人互相照顾。2015 年，杜
小伟和谢明妃结为夫妻。

由于杜根清和妻子年事已高，家里
又有两名残疾人，2016 年，经精准识别，
杜根清家庭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了脱贫增收
他们一直尝试各种工作

2017 年，谢明妃生下一个健康的宝
宝。为了脱贫增收，给孩子创造一个较
好的生长环境，杜根清一家进行了很多

尝试。
听说卖卤肉赚钱，全家商定后，开

始尝试卖卤肉。虽然行动不便，但杜小
伟咬牙坚持。在固定地点卖不完，他就
走街串巷卖。为了多赚钱，他一天至少
跑两趟。

“卖卤肉虽然没有赚到钱，但也没
赔多少。”谈及卖卤肉的经历，谢明妃笑
着说，“为了脱贫增收，只要是我们能干
的，我们都愿意尝试。”

最终，杜小伟选择再赴广东打工。
“在电子厂上班没有底薪，干得多挣得
多。”谢明妃说，多的时候，杜小伟每月
能挣两三千元。今年疫情发生后，电子
厂订单减少，他每月只能挣 1000 多元。

“ 挣 多 少 算 多 少 ，总 比 在 家 闲 着
强。”在家休息 3 个月的杜小伟，前不久
又赶赴深圳工作。

残疾宝妈做微商
凝聚脱贫致富正能量

“孩子她爸出去打工了，我在家也
不能闲着。”因要照顾女儿，谢明妃不能
随丈夫外出打工。她思来想去，开始尝
试做微商。

起初，她在微信上添加女性网友，
然后送给她们试用装。“很多人用完试
用 装 ，要 么 不 买 ，要 么 直 接 把 我 拉 黑
了。”谢明妃笑着说，虽然刚开始几乎赚
不到钱，但她没有气馁，继续学习电商
知识。

她让杜根清在卧室墙上安装了一
个架子，摆上各种化妆品，并将手机支
架支在面前，开始做直播。她先试用不
同的产品，然后把用法和效果展示给网
友。

她 给 自 己 取 了 个 很 特 别 的 网 名
——“残疾宝妈正能量”。“第一次做直

播，不知道说啥，前言不搭后语，脸红脖
子粗。”谢明妃说，现在，她直播带货的
水平提高了不少。

“ 今 天 是 5 月 21 日 ，谐 音‘ 我 爱
你’。趁这个时机，希望多卖一些。”谢
明 妃 说 ，“ 现 在 ，多 的 时 候 ，每 月 能 卖
3000 多元的货；少的时候，每月能卖几
百元的货。不管卖多少，咱总不能闲
着。”

继续享受相关政策
全家对未来充满信心

以前，杜根清以为儿子的一生都将
受制于双腿残疾；现在，儿子竟远赴广
东打工。以前，杜根清以为儿子将不能
娶妻生子；现在，儿子不仅结了婚，还让
他抱上了孙女。以前，杜根清以为他们
家将一直穷下去；现在，他们家 2019 年
的人均收入达到了 1.8万元。

“俺孩儿和儿媳妇这些年一直自强
自立。儿媳妇来到俺家后，一家人都有
了奔头儿。”杜根清说。

“对于杜根清家庭，我们首先开展
的是‘志智双扶’。”杜根清家庭的帮扶
责任人汪永鸽说，“我们通过沟通交流、
宣讲政策，增强他们的信心，引导他们
务工，靠自己的双手致富；让他们加入
集体经济合作社，实行产业帮扶；协调
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政策让其享受相关
待遇。2018 年，杜根清家庭成功脱贫。”

“杜根清家庭有两名残疾人。这两
名残疾人自强自立、自食其力、踏实肯
干，成为我们的脱贫典型。”陈化店镇扶
贫办主任裴会娟说，“接下来，我们将继
续开展帮扶，坚持‘四个不摘’，防止这
个家庭返贫。”

“请大家放心，我们会加油努力干，
日子肯定越过越好！”谢明妃坚定地说。

我市三个项目入选省级
“非遗”科研课题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 通讯员 杨
新涛）5 月 25 日，记者从市文广旅局
获 悉 ，我 市 有 三 个 项 目 入 选 2019—
2020 年度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科
研课题。

其中，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张
兰花的“风雅变奏：许昌古琴弦歌历
史演进与诗乐教化”、市群众艺术馆

“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李启东
的“禹州传统中医药文化生态整体保
护研究”入选资助经费项目名单，许
昌学院教授卢青的“新时代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与新媒体传播研究——
以钧瓷烧制技艺为例”入选自筹经费
项目名单。

据悉，加强“非遗”保护传承理论
研究是新时期提升“非遗”保护传承
水平的重要举措。经层层评审，省文
旅厅共在全省 337 个申报项目中确定
资助经费项目 35 个、自筹经费项目 56
个。下一步，市文广旅局将全程加强
指导、沟通、协调，确保研究课题出成
果、出效益。

开栏的话：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为进

一步宣传动员广大干部群众一鼓作气、乘势而上，确保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本报特组织策
划专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脱贫故事汇》，聚焦我市决策部署、脱贫典型、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员、帮扶故事等，以生动的事例、丰富的资料和翔实的数据等，宣传我市打赢脱贫攻坚战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程、成就和经验，今天刊发第一期《残疾宝妈的“脱贫正能量”》。

残疾宝妈的“脱贫正能量”

“残疾
宝 妈 正 能
量”谢明妃
正 在 通 过
手 机 直 播
售 卖 化 妆
品。

□记者孙学涛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