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言两语三言两语

眼下，禹州市鸠山镇数千亩野生
槐花争相开放，漫山遍野，蔚为壮
观。为帮助群众走出一条增收致富
路，该镇借助槐花做起了“大文章”，
于近日举办了第二届槐花旅游节，不
仅组织群众上山采摘槐花，进行加
工、回收，同时还积极推销蜂蜜、山野
菜等农副产品，真正实现了用特色展
优势、以特色谋发展。

毫无疑问，发展特色经济，对于
乡村振兴、农民增收有着尤为重要的
意义。近年来，我市各地积极发挥
独特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鼓励
和扶持农民立足本地资源，量体裁
衣打造“一村一品”，让村村都念起
了“特色经”。比如，鄢陵的花木种
植、禹州市的中药材和绿色生态农
业、建安区的腐竹，以及襄城县的烟
叶、红薯和三樱椒等。这些不仅拓宽
了农民的收入渠道，也有利于构建

“宜居、宜游、宜业”的美丽乡村，助力
乡村振兴。

特色就是生产力，更是竞争力。
对农民而言，增收是关键，而特色经
济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那么，如何发展特色经济呢？笔
者认为，要综合考虑地域差异、风俗
民情等因素，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改
革创新，探索出一种符合当地实际情
况和可实施的健康经济发展模式。
要上下形成合力，地方政府要寻找特
色经济的突破口，着力发展具有朝气
蓬勃的特色产业，并提供人才引进、
资金贷款等有力保障措施；当地企业
和群众要响应政府号召，凝心聚力促
发展、献计献策谋新篇。

笔者相信，当特色经济成为
区域经济的核心增长点，必将带带
动其他产业同步发展，也必
将引领群众增收致富。

以特色谋发展
李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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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风的坤包，传统扇子，各
种戏服，婴幼儿的肚兜、虎头鞋……4
月 10 日，记者一走进禹州市顺绣刺绣
有限公司展示中心，就立即被展厅内五
颜六色的刺绣作品所吸引。

“这 40 多类 240 多个品种的刺绣作
品，都是我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谈起
刺绣，顺店刺绣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禹州市顺绣刺绣有限公司负责人康
传珍说。

现年 51 岁的康传珍，从小就跟着
外婆学习刺绣，与绣花、绣戏衣结下了
不解之缘。外婆给她取名为“传珍”，意
思就是希望她把这门珍贵的刺绣手艺
一代一代传下去。康传珍为了实现对
外婆的承诺，便开始了刺绣生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缝纫机、
电动刺绣机及现代电脑刺绣技术的发
展，使得机绣工艺品大批量地复制生
产，手工刺绣陷入了一种困境。

“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刺绣，出去
打工挣大钱，而我最终坚持了下来，完
全是怀着对刺绣的那份别人不能理解
的情结。”回忆当时的情况，康传珍说，
刺绣这一工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她有责任传承下去。
于是，她在牢记前辈刺绣针法的基

础上，不断到各村各户走访刺绣老艺
人，熟练地掌握了刺绣的各种针法、技
巧。通过自己常年的工作实践和老艺
人的传授，她把刺绣针法总结为 9 大类
43种顺店刺绣针法。

“平时常用的针法有平针、齐针、套
针等。”康传珍介绍道，绣品之所以珍
贵，除了选色外，还与工艺精巧密不可
分。绣品所需的丝线和绸缎不能都很
讲究，丝线与绸缎的制作流程为考查、
植桑、养蚕、成茧、煮茧、抽丝、纺线、织
布。

2007 年 12 月，在郑州会展中心，康
传珍组织做的戏装、打鼓服、秧歌服、舞

服等刺绣作品被河南省文化厅评为知
名产品，向世人展示这一中华民族传统
瑰宝的魅力和风采。她所开办的公司
也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致富不忘乡邻。康传珍的公司走
上正轨后，始终不忘乡亲们。“我免费教
当地妇女刺绣针法和技巧，然后利用公
司这个平台帮助她们就业，做到赚钱、
顾家两不误。”康传珍笑着说。

王向红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日
子非常艰难。于是，她跟着康传珍学起
了刺绣，家里多了一份收入。“传珍姐教
会了俺这门手艺，俺的日子一定会越过
越好。”王向红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康传珍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受过
苦，所以看到别人苦的时候就忍不住想

帮一把，在她公司像王向红这样的还有
19人。

在加工车间，三五个姐妹围坐在一
起，或绣花，或缝布，或研究花样配色，
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一团彩线、一根绣针、一块布料、一
双勤劳灵巧的手，不仅改变了村民的生
活，还传承了珍贵的刺绣手艺。

如今，康传珍开办的禹州市顺绣
刺 绣 有 限 公 司 ， 在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 依 托 本 地 刺 绣 文 化 ， 制 作 的 戏
服、儿童服饰、家常日用绣品等刺绣
作品发展到 40 多类 240 多个品种，员
工超过 50名。

康 传 珍 就 是 这 样 ， 三 十 年 如 一
日，始终以精湛技艺和良好信誉，将
禹州这一传统刺绣手艺发扬光大，放
射出夺目的光彩。

刺绣“绣”出好生活
本报记者朱庆安

“房檐滴水照道流！你要是想将
来 孩 子 们 孝 敬 你 ， 就 要 首 先 孝 敬 老
人 ， 给 孩 子 做 好 榜 样 ……” 4 月 6
日 ， 当 禹 州 市 第 三 届 “ 十 大 孝 星 ”、
颍 川 街 道 办 事 处 十 里 社 区 居 民 连 淑
敏，在社区道德讲堂上讲述自己 30 年
如一日孝敬公婆的事迹时，赢得了台
下的社区好婆婆、好媳妇、“五美示
范庭院”家属、优秀女环卫工、优秀
共产党员，以及部分居民和全体村组
干部 100多人的热烈掌声。

这是十里社区坚持文化自信、以
身 边 人 讲 好 身 边 道 德 故 事 的 感 人 一
幕。

十 里 社 区 位 于 禹 州 市 区 东 部 城
郊。面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各种思想和
利益冲突，该社区党委书记梁雍宏组
织村民讨论制定了包括户籍、宅基地

等 具 体 内 容 的 “ 村 规 民 约 ”， 通 过
“四议两公开”公平、公正执行，并
坚 持 通 过 “ 五 老 道 德 监 督 评 议 委 员
会”监督评议，创出了党建“四步骤
工作法”和居民自治新路子。

在教育培养先进典型上，十里社
区每年“三八”节前都开展“好婆婆、好
媳妇、好妯娌、优秀环卫工”评选活动，
并 披 红 挂 花 进 行 隆 重 表 彰 ；每 年“七
一”前，以党员积分为依据，评选“五星
级”优秀共产党员，并公开挂牌表彰。
在今年的评选活动中，该社区居民张
红霞、连淑敏、赵青山等分别被评为禹
州市第三届道德模范、第三届“十大孝
星”和新乡贤，评出好婆婆 7 人、好媳妇
11 人、优秀环卫工 3 人、“五美示范庭
院”3 个，在居民中营造了学先进、赶先
进、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先进典型选出来了，如何发挥他
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十里社区把定期
举办道德讲堂作为抓手，通过邀请社
区道德模范上台讲述居民看得见、摸
得 着 、 学 得 会 的 道 德 故 事 ， 以 情 感
人 、 以 理 服 人 、 以 行 正 人 、 以 德 化
人，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比
比人家，咱还差得远。没啥说的，跟
着榜样好好学习吧！”该社区居民徐
小娜说。

坚持不懈的道德教育，汇聚了社
区党员干部群众奋斗新时代的力量，
有力地促进了十里社区各项工作全面
提升。自去年以来，该社区先后荣获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河南省文
明 单 位 ”“ 卫 生 示 范 社 区 ” 等 称 号 ，
社区党委书记梁雍宏也被命名为禹州
市“十佳党支部书记”。

讲好道德故事 汇聚奋斗力量
本报记者胡晨 通讯员艳红

本报讯（记者 付家宝 通讯员
尚琪）为弘扬尊老、爱老、敬老的
传统美德，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
活，近日，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
育才社区联合许昌市戏迷协会到该
街道办事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开展

“温情送戏曲，情暖老人心”慰问
活动。

活动现场，许昌市戏迷协会的
志愿者为老人带来了 《谁说女子不
如男》 等经典豫剧唱段，台上演出
激情满怀，台下老人乐开了怀。精
心排练的节目、充满激情的表演不

时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为让养老服务中心的

老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育才
社区联合许昌市戏迷协会将每月 10
日定为“温情送戏曲日”。从本月
起，许昌市戏迷协会的志愿者将于
每月 10 日为养老服务中心的老人送
去一场戏曲盛宴。“我们希望通过
此类活动的开展，让老人感受到社
会大家庭的温暖。同时，也呼吁每
一个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老人
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育才社区
党支部书记李艳娜介绍说。

温情送戏曲 情暖老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
干部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加强党性修养，强化政治理论学
习，增强‘四个意识’，严守党规
党纪，强化作风建设，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日前，在鄢陵
县南坞镇柴庄村村委会，一堂别开
生面、生动活泼的以 《中国共产党
人的党性和党性修养》 为题的“微
党课”开讲，主讲人为鄢陵县委统
战部副部长晋国合。

在“微党课”上，虽然没有悬
挂横幅，没有设置讲台，也没有摆
放话筒，但是精彩生动、通俗易懂
的党课内容依然赢得了 30 多名党
员的热烈掌声。

这是鄢陵县开展党课进基层活
动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鄢陵县
委统战部开展微型党课、党课下基
层等活动，把一堂堂内容翔实、通
俗易懂的党课送到了农村基层和群
众身边，得到了农民群众的一致欢
迎和广泛好评。

柴庄村的柴亚林是一名拥有数
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当日上午，他
专门穿上了新衣服，上村内超市购
买了崭新的笔记本，来到该村村委
会，在前排座位坐下，摊开笔记
本，拿出钢笔认真听党课，并边听
边记。不知不觉，近一个小时的党
课已经结束，他站起身，合上本
子，拿起钢笔，满脸意犹未尽的样
子。

“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接地气的
党课了，非常过瘾，非常有意义。
希望今后多上这样的‘微党课’，
把党的带着‘温度’的方针政策及
时传到基层，让农村群众第一时间
倾听到党组织的声音。”柴亚林激
动地说，通过此次学习，他的思想
觉悟和政治理论得到了很大提高。
下一步，他要加强党性修养，增强

“四个意识”“两个维护”，按党性
原则办事，自觉对照自己、检查自
己、改造自己，坚决在思想上、行
动上与上级党委保持高度一致，时
刻发挥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

鄢陵县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党课下基层形式新、内容精、
易操作，运用小的事例来阐述、宣
讲大的道理，深受基层群众的欢
迎。“通过鼓励党员干部上讲台、
讲党课，激发了大家干事创业的热
情和动力，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的
担当意识及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
能力。”“微党课”结束后，该负责
人如是说。

党课下基层
畅学新思想

本报记者冯子建
通讯员张东红

本报讯（记者 孔刚领 通讯员
黄秋红）4 月 15 日，在长葛市和尚桥
镇民生农业生态园的维维果采摘大
棚里，欢声笑语声不时传出，三五成
群的游客正在采摘维维果，到处一
派丰收的景象。

“维维果是我们去年从台湾引
进的新品种，它是一种水果番茄。
我们全部采取绿色种植，无污染、
甜度高，很受游客喜欢。”该生态
园负责人韩根田介绍，目前每斤维
维果的采摘价格是 15 元，除了满足
当地游客采摘品尝外，每天还装箱
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一盒包装好的 300 克维维果，运到

“ 北 上 广 ”后 ，每 盒 能 卖 到 30 至 40

元。
该生态园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

经营为目标，以专业合作社为前提，
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的经营模式，
在和尚桥镇共流转土地 1200 亩，其
中新张营村 1000 亩、楼张村 200 亩，
种植有维维果、观赏牡丹、甜糯玉米
等特色经济作物，带动周边 200 余名
贫困群众和村民就业。

据了解，韩根田的长葛市民生
种植专业合作社现拥有社员 312 户，
年产优质小麦良种 67.5 万公斤。该
合作社不但在和尚桥镇有蔬菜种植
基地，同时还在古桥、南席、董村、石
固等其他 6 个镇建设有优质小麦种
子基地，共托管土地 2.5万亩。

特色种植助力群众脱贫致富

近日，魏都区文广旅局在清潩河畔王允墓旁开展宣传活动，通过悬挂宣
传横幅、发放宣传页、开展戏曲表演等多种方式，倡导全民树立“保护文物，
人人有责”的意识。 许廷合 摄

4月正是郁金香花开的季节。鄢陵县
五彩大地景区种植的千亩郁金香开得正
艳，伴着春风，花香阵阵。4月18日，当记
者走进该景区内，放眼望去，仿佛置身于
花的海洋，成片错落有致的郁金香花迎风
绽放，娇艳欲滴。据了解，郁金香被称为
美好和胜利的象征，也代表着雅致和优
美。

⬆置身花海，感受异域风情
⬅粉色的郁金香迎风绽放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在禹州市顺绣刺绣有限公司展示中心，五颜六色的刺绣作品陈列
其中。据该公司负责人康传珍介绍，陈列的40多类240多个品种的刺
绣作品，都是她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为了把刺绣这一工艺传承下
去，并使其发扬光大，康传珍不断学习、探索、创新。不仅如此，康
传珍致富不忘乡邻，她免费教当地妇女刺绣针法和技巧，帮助她们

“绣”出好生活。

4月24日，河北省滦州市簸箕掌村的村民在管护苹果树。当地政府发
挥地域优势，引导农民发展苹果种植，使苹果产业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农村发展的主导产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