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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行为
会被限制购票

李先生：请问，有哪些行为会被
限制购票？

许昌火车站工作人员回复：有
下列行为的，会被纳入铁路旅客信
用信息记录管理，除按有关规定进
行处置外，还将记录个人身份信息，
在一定期限内限制购票：扰乱铁路
车站运输秩序且危及铁路安全、造
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在动车组
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
区域吸烟的；倒卖车票、制贩假票
的；冒用优惠（待）身份证件、使用伪
造或无效优惠（待）身份证件购票乘
车的；持伪造、过期等无效车票或冒
用挂失补车票乘车的；无票乘车、越
站（席）乘车且拒不补票的；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应予以行政处罚的。

原房主未结清物业费
我该怎么办

周先生：我在市区买了一套二
手房，但是原房主尚未结清物业
费。请问，我该怎么办？

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司
保平回复：如果合同没有特别约定，
房屋交付之前产生的物业费用由卖
方承担。据此，周先生无须承担这
项费用。建议周先生先和卖方协商
结清物业费，如果行不通，也可以向
法院提起诉讼。

值班记者黄舒平

□ 记者黄增瑞文/图

“大伯，在咱农村过冬，一般咋储存
大白菜和白萝卜啊？”“哦！那简单，在田
里挖个坑，把大白菜和白萝卜往里面一
埋，上面盖一些玉米秆。这就是我们储
存蔬菜的方法。”11 月 24 日，在建安区苏
桥镇侯王村，一名男子在一片小菜园里
拍摄一名老农。这名男子就是在我市小
有名气的三农达人“乡村大视野”。

放弃打工转行自媒体
“ 乡 村 大 视 野 ”叫 李 国 强 ，今 年 39

岁，身高 1.78米，中等身材。
“我是 2017 年年底接触自媒体的。”

李国强说，当时，他和几个同乡在外打
工，主要是建钢结构房。有一天中午，他
突然在手机上看到，一些人将拍摄的短
视频上传到网络平台就能赚钱。

“我原先以为网上发布的东西都是
记者拍摄的。”李国强说，带着几分好奇
与冲动，他开始拍摄工友建钢结构房的
视频，并上传到几个自媒体平台上。“当
时拍的短视频也就一两分钟，没想到播
放量有上万次。”他说，拍摄短视频第一
个月，他就挣了 1800 多元钱。

2018 年 春 节 刚 过 ，李 国 强 来 到 工
地。他抬头看着七八米高的钢结构房，
摸一下冰冷的电焊工具，突然产生了一
个念头：不打工了，回家专门拍摄短视
频。就这样，在几名工友惊异的目光中，

李国强骑着摩托车回了家。

镜头对准乡村大地
回到家里，经商量，李国强得到妻子

李秋红的大力支持。
“原来我除了带孩子，就是给别人搞

假发加工，挣点儿零花钱。拍短视频需
要两个人合作。”李秋红说，这些年，许昌
农村的变化特别大，尤其是在乡村振兴
的过程中，很多农户靠勤劳的双手和聪
明才智发家致富。这些成了他们夫妻俩

拍摄的题材。
“邻村有一户人家建别墅。从建设

到装修，我拍了很多视频，吸引了众多
‘粉丝’。一条短视频的播放量就有一二
十万次。”李国强说，后来，他们拍摄某剧
组在许昌拍电影的花絮、禹州市褚河镇
新农村建设，以及建安区农村的春会。

2018 年 4 月，建安区苏桥镇有人使
用无人机给小麦打农药。这样一条短视
频的播放量超过 200万次。

李国强和妻子拍摄不到一年，“乡村

大视野 ”在某平台的“粉丝 ”就超过 18
万个，收入也十分可观。

3年收获“粉丝”30多万
在“乡村大视野”发布的短视频里，

我们可以看到李国强和妻子驾乘摩托车
跑遍了建安区的所有乡镇，以及长葛市、
禹州市、襄城县、鄢陵县的很多乡镇。

“在我们镇，有人看到国强，都叫他
‘乡村大视野’。全国各地网友的好评也
在激励着他们前行。”侯王村村干部张连
成说。

2019 年 7 月，李国强和一家“粉丝”
最多的自媒体平台签约，成为三农达人
团成员、优质三农领域创作者。和平台
签约后，他的短视频要独家发布，播放量
的收益也明显增多。截至目前，“乡村大
视野”在某平台的“粉丝”超过 30万个。

“没有拍摄短视频时，我们的视野就
封闭在附近。这几年，我们跑遍了许昌，
眼界更加开阔了。”李秋红说。除了拍短
视频外，他们还种了七八亩地。

前不久，李国强在他的视频里说，有
一段时间，他感觉到自己没啥可拍的。
很快，建安区委宣传部负责人专程来到
他们村，通过村干部找到李国强，鼓励他
树立信心，多动脑筋，一定要在自媒体这
条大路上继续走下去。

“区领导的鼓励给了我信心，广大
‘粉丝’也写下期盼观看我们短视频的留
言，我要好好拍下去。”李国强说。

建安区有个三农达人“乡村大视野”

镜头对准乡村大地，收获“粉丝”30多万

□ 记者孙学涛通讯员葛鹏菲

“一颗明珠耀四海，一缕情思入梦
来 。 高 姓 发 源 史 书 载 ，沧 海 桑 田 亦 不
改。”11 月 24 日一早，禹州市鸿畅镇东高
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大喇叭就像往常一样
开始播放这首名为《东高颂》的歌曲。

伴随着婉转悠扬的旋律，倾听着朗
朗上口的歌词，感受着脆若珠玉的歌声，
东高村的村民也会跟着哼上几句。

“ 这 是 我 们 实 施 文 化 振 兴 的 一 部
分。”东高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彦浩说，自
今年 3 月到东高村任驻村第一书记以
来，他在紧紧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
做好“外功修炼”的同时，加紧补齐“内功
修炼”，结合东高村实际情况，充分挖掘
其作为华夏高姓发源地的历史文化底
蕴，提出了“乡村振兴、文化先行、弘扬底
蕴、旅游支撑”的工作思路，并获得了村

“两委”、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的支持。
王彦浩的办公桌上放着明嘉靖《钧

州志》、清顺治《禹州志》、《禹州市志》，以
及《禹州姓氏》等书籍。他介绍，经过认
真学习，反复思考、论证，他确立了“一馆
一赋一颂一志”的切入点，为东高村“修
炼内功”确定了“基本路数”。

首先，东高村建起了唤起乡愁的村
史馆。今年 4 月，王彦浩和村“两委”商
量后，决定利用村部现有的房子打造村
史馆，用来展示东高村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优秀乡土人才等，以
激励后人、传承文化。8 月底，东高村村
史馆基本建设完成。

其次，他们创作了综述村情的《东高
赋》。“《东高赋》对东高村建村以来的情
况进行了高度浓缩。”王彦浩说，截至目

前，经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善，全
文 756 字的古文体《东高赋》已定稿，并
作为重要板块之一入驻村史馆。

最后，他们创作了宣传东高形象的
《东高颂》。“东高村作为华夏高姓发源
地，是有 10 多本历史典籍记载的不争事
实，但多年来仅限于口口相传，并没有进
行切实有效的宣传。”东高村党支部书记
王俊峰说，驻村工作半年多来，王彦浩翻
遍了村内藏书，跑遍了村子的每个角落，
倾听了老人们诉说的各类故事，借经典
老歌曲谱，数易其稿，完成了包括东高村
历史底蕴、自然风光、开放共享等寓意在
内的《东高颂》。

此外，他们还将撰写记载村史的《东

高志》。“东高村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已有
数千年历史，但至今仍没有一本书对其
进行专门记载。”王彦浩说，《东高志》涵
盖了村庄历史、行政区划、自然地理、人
口、农业、工业、贸易、集体经济、教育卫
生、文化民俗、文物古迹等内容。

“东高村作为禹州市 53 个省定贫困
村之一，今年年底将顺利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接下来，通过实施‘一馆一赋一颂
一志’文化振兴工程，东高村的知名度将
进一步提高，乡村形象将进一步树立，文
明新风也将得到进一步弘扬。”王彦浩
说，“正如《东高颂》中所唱，春已来，百花
开，万紫千红香满怀。盼君归，邀君来，
大美东高虚席待。”

文化振兴有实招儿
禹州市这个村有了馆、赋、颂、志

李国强在村里拍摄短视频。

王彦浩在村史馆给孩子们讲村史。葛鹏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