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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本报民生新闻版

面开办的 《草野事·
民生情》栏目，受到
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本栏目虽然表现的是
草野之事，反映的却
是民生之情。本栏目
以记叙为主，无需过
多评论；务求简短、
言之有物；务必真
实，不虚 构 、 不 夸
大。我们尊重表达的
权利，相信真实的力
量。

我们期待收到来
自不同地方的故事，
倾听来自不同行业群
体的声音，尤其欢迎
来自基层细节生动的
故事，小中见大、滴
水见太阳。我们愿用
有限的版面，撑起一
方公民发言的舞台。

来稿请注明《草
野事·民生情》专栏，
邮箱：czrbmsxw@163.
com。

前几天，我们走进沧县薛官屯乡
新开路村，来到有着 70 多年党龄的
王党清老人家中，91 岁高龄的王党
清老人正坐在炕上翻看着他的荣誉
证书和勋章。从最早的抗美援朝纪
念章，到如今的“光荣在党 50 年”
纪念章，王党清老人细细摩挲着，眼
角微微湿润。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
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王党清特别
珍惜现在和平安康的生活，当提起他
年轻时，特别是当兵的那段经历，老
人仿佛打开了话匣子。

“我这辈子，最光荣的事儿就是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秋天，16
岁的王党清加入村农会当民兵保护村
民。由于表现出色，第二年便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王党清说，记得入党的
那一天，他在党旗下庄严地宣誓。

那时候，入党还是一件秘密的事
儿。王党清虽然十分开心，但他不敢
表露出来，更不能与任何人分享这份
喜悦。“谁也不能说，就连我的母亲都
不知道我入了党。”提起入党的过程，

王党清老人满脸激动，同时也特别自
豪：“只有表现好的才让入党呢！”

1952年冬天，年仅 21岁的王党清
入伍后，就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参
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那叫一个热血澎湃。”提及入伍时的情
景，王党清依然记忆犹新。

到了朝鲜，王党清被分到了部队
警卫排，成为一名警卫员。在仓库站
岗、放哨，有时还负责押运俘虏。经
常是汽车前边跑，美国的飞机后身
追。执行任务时，大多是夜间行驶，
大灯都不敢开。即使这样，一路上经
常遭到敌人飞机轰炸。王党清因为胆
子大，不怕牺牲，被调到了通信排。
此后，他面临的是更危险的作战任
务，从山上到山下穿梭在枪林弹雨
中，传递战斗情报。

1957年，王党清复员回国，被分
配到沧州市八一机械厂工作，后又辗
转到了沧州市酱菜厂。1962年，他又
响应国家号召，回到了家乡新开路
村。回到村里后，义务做了 50多年的
乡村“红白事”大厨，是村里出了名

的热心人。
70多年来，王党清时刻用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大儿子王树
连受父亲影响，也参了军，并在部队
入了党。

70多年来，王党清老人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他对党忠诚，担当有为，甘于奉献，
勇于牺牲。如今，王党清老人已儿孙
满堂，3个儿子轮流照顾他和老伴儿，
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

今年，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作
为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王党清老
人心潮澎湃。他表示，作为一名有着
70多年党龄的老兵，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不忘本色，奋勇向前，永远
听党话、跟党走，对党忠诚一辈子，
用余生为党、为人民作贡献。

不忘不忘党恩党恩 甘于奉献甘于奉献
———访沧县—访沧县9191岁老党员王党清岁老党员王党清
本报记者 韩学敏

眼下，正值葡萄丰收采摘的时
节，记者走进青县陈嘴乡董家圈葡
萄园，沁人心脾的果香扑面而来，
一串串紫色的葡萄藏在叶子下面，
颗粒饱满、晶莹剔透，让人垂涎欲
滴。在采摘现场，果农们拿着剪刀
穿梭在葡萄架下，为游客采摘葡
萄，将刚采摘下来的葡萄分拣、称
重、装箱。

“董家圈的葡萄孩子很爱吃，每
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开车带着孩子过
来，一边体验采摘乐趣，一边品尝新
鲜葡萄，再给家里老人带点回去。”
来自青县县城的郭女士告诉记者。

董家圈是玫瑰香葡萄种植特色

村。上世纪 80年代初，这个村开始
种植葡萄，随着村民种植经验的积
累，种植技术不断完善，加之优良的
水土环境为葡萄生长提供了良好基础
和有力保障，葡萄种植逐渐成为他们
开启致富之路的“金钥匙”。

“每年秋季，都是村里葡萄销售
的旺季，大棚里、道路旁，处处都能
感受到葡萄的香甜气息。”村党支部
书记董辉介绍，村里一共有耕地 800
余亩，仅玫瑰香葡萄种植就有 500多
亩，年销售收入超千万元，全村 300
多人依靠种植玫瑰香葡萄实现了增
收。

今年 34岁的村民徐梅，几年前

在公婆手上接过已经种了20多年的5
亩葡萄地。经过努力，她把葡萄地打
理得井井有条，凭借着葡萄质量高、
信誉好赢得了周边消费者的一致好
评。后来，她还通过电商拓展了销售
渠道，亩收益达3万元。

为了擦亮“董圈葡萄”这块金字
招牌，董家圈村还在 2014年成立了
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董圈”品牌。
全村葡萄种植产业由合作社统一管
理，肥料也统一采购，这样一来葡萄
的品质提高了，种植成本也降低
了。同时，村干部还定期邀请技术
专家前来指导，广泛联系批发商统
一收购，让村民增收致富的路子越

走越宽。
围绕葡萄经济，村干部又积极统

筹，带领村民尝试种植温室大棚葡
萄，实现错季上市，进一步增加村民
收入。同时，每年秋季举办葡萄采摘
节，线上线下积极拓宽销售渠道，
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采摘
乐趣，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观
光农业、设施农业、品牌农业的转
变。

墙里开花内外香，董家圈村的葡
萄种植产业还辐射带动了周边村庄，
逐渐走上了葡萄种植的“甜蜜之
路”。比邻董家圈村的枣林庄村村民
吴瑞玲家，近年来种植了阳光玫瑰葡

萄。她说，这种葡萄果肉鲜脆多汁，
有玫瑰的香味，由于味道独特，营养
丰富，颇受消费者喜爱。

“这些年，我们带领广大种植大
户和村民坚持走出去，不断带回更好
的技术和经验，带动更多的种植户向
科技型农民转变。”董辉表示，他们
还在不断转变营销思维，力争做高端
产品、进高端商超，让“董圈葡萄”
的招牌越来越亮。

““董圈董圈葡萄葡萄””香香 串起好日子串起好日子
本报通讯员 王 雷 刘雨田 本报记者 周 洋

本报讯（记者胡学敏 通讯员
刘冠一 杨洋）昨天上午，在孟村
回族自治县新县镇王庄子村，一
家毛绒玩具“微工厂”里，工人
们正热火朝天忙碌着。目前，孟
村已建成“微工厂”200余家，涵
盖了毛绒玩具、服饰、农产品加
工等领域，带动上万人就业。

缝纫机“嗒嗒”作响，工人
们分工明确，裁剪、缝纫、整
理……一件件半成品毛绒玩具在
王庄子村的“微工厂”不断被生
产出来并集中摆放，准备运往下
一站“微工厂”充绒填实、检验
包装。之后，这些五颜六色、各
种造型的毛绒玩具将漂洋过海，
销往国外市场。

“我们这个年纪，很多人缝纫
技术都很熟练。农闲的时候，我
们就来村里的‘微工厂’打工，

既能挣点零花钱，还不耽误守着
家、照顾家。”王庄子村老人王红
平说。

宋庄子乡的祥安制衣有限公
司拥有员工 71名，其中还有 3名
残疾人员。在这里务工既不影响
女性员工照顾家庭，又增加了妇
女的收入。

在涨沙村恩荣米业，一大早
客商车辆就排起了长队，加工流
水线上的小米跳着欢快的舞蹈，
商户王同海正忙碌着打包发货，
十几名工人在有序地搬运装车。

近年来，孟村在劳动力相对
集中的乡村开办各种“微工厂”，
通过技能培训，让当地农民变工
人，既解决了农民就近就地就业
难题，也促进农民了增收，促进
了社会和谐稳定和家庭幸福安
康。

日常生活中，普通市民可
以按照对象选择不同消毒方法。

空气。普通家庭中空气不
需要专门消毒，也不需要熏
蒸，开窗通风是最好的空气净
化方式。不能自然通风的可以
用排气扇等机械通风。

地面。地面消毒可以使用
含氯消毒剂，比如 84消毒液，
按照使用说明稀释到恰当的比
例后，使用拖把或者抹布进行
湿式拖地。

物体表面。桌面、台面、
门把手、开关、热水壶、洗手
盆、坐便器等经常接触使用的
物品表面，可以用含氯消毒剂
进行擦拭或喷洒，作用30分钟
后用清水洗净。

织物衣物。有色的织物和
衣物用含氯消毒剂浸泡会导致
褪色，建议用织物专用消毒
液，或者用普通洗衣液洗净
后，在太阳下充分晒干。

餐具。餐具最好的消毒方
法是煮沸消毒，从水开时间算
起 ， 10 到 15 分 钟 即
可。也可以使用消毒柜
对餐具进行消毒。

垃圾。普通的生活垃圾无
需专门消毒。如果家中有人居
家隔离或者居家健康监测，则
应该用套有塑料袋并加盖的专
用垃圾桶，将产生的垃圾放到专
用垃圾桶，每天清理，清理前用
含氯消毒剂喷洒至完全湿润，然
后扎紧塑料袋口，专门处理。

私家车。一般情况不需要
消毒。如果有家庭成员以外的
人乘坐，可以对表面用消毒湿
巾或含氯消毒剂沾湿的抹布进
行擦拭，作用30分钟后再用清
水擦干净。

键盘手机等精密物品。可
以用 75%左右含量的酒精喷
雾，或者酒精棉球、酒精棉片
进行擦拭消毒。

小区的公共场所部位。重
点是电梯、楼梯扶手、门把
手、快递柜、对讲器等多人使
用和接触的部位。一般小区的
墙壁、地面和车辆不需要消
毒，正常清洁即可。

韩学敏 整理

孟村孟村200200余家余家
““微工厂微工厂””开到家门口开到家门口
顾家增顾家增收两不误收两不误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
市民如何做好日常消毒市民如何做好日常消毒

疫情防控科普知识

近日，新华区南门里社区在禧福荷堂C区开展“永远跟党走 民族
阖家欢”主题宣传活动，志愿者向居民发放民族团结的宣传资料，讲
解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回族民俗、回汉两族友谊故事等，厚植爱党爱
国爱社会、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厚情感，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柴晓宁 张晓燕 摄

老党员喜迎二十大
向党说出心里话

眼下正是红薯成熟的季节，在东光
县龙王李镇双庙赵村的红薯地里，20余
位农民正在忙碌，有的挖红薯、挑拣、
装袋，一堆堆刚挖出来的红薯摆满了田
间地头，个个体态饱满，颜色鲜亮；有
的再把打包好的红薯统一装车，田间地
头一派忙碌的景象，大家享受着丰收带
来的喜悦。

“这些红薯将运往省内其他地区和
山东一些地区。都是些老合作户了，他
们对咱们的红薯质量评价很高，订单需
求量很大。”当地玉红家庭农场负责人

高玉红指着一辆辆满载红薯的货车对记
者说。

玉红家庭农场成立于2015年，一直
种植红薯、花生等节水作物。“俺们这
是沙质土壤，透水透气性很好，比如
红薯，前期栽种后，后期根据雨水情
况进行管理，多数年头不用浇水。”高
玉红说，农场今年共在双庙赵、陈英等
5个村庄流转了 2000亩土地，其中种植
了红薯 500余亩，包括西瓜红蜜薯、龙
薯九号等品种。“红薯生长周期短，抗
自然灾害风险能力强，亩产量可达

3500余公斤，利润在 1500元左右。”她
说。

此外，由于种植红薯规模较大，吸
纳了农村闲散劳动力在家庭农场务工，
农忙时节每天用工量可达40余人。

今年 69岁的双庙赵村村民徐桂兰，
家里之前种植大田作物，由于自己岁数大
了，5年前，将自家10余亩土地统一承包
给了玉红家庭农场，随后在里面工作，
不仅能得土地租费，还能挣工资。“俺现
在工作主要就是收红薯，打包装袋，也不
累，一天能挣80块钱左右。”老人说。

东光县龙东光县龙王李镇王李镇：：

红薯喜丰收红薯喜丰收 甜蜜润民心甜蜜润民心
本报记者 周 洋 本报通讯员 朱玲华 赵 越

今年52岁的张健，是沧县姚官屯镇姜庄子村吉庆学校校长兼体育教师。从2006年起，他已经坚持16年义务教授孩子们练
武。16年来，张健先后培养武术学员500多人，15名弟子中先后考入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院、河北体院等高等院校。如今，吉
庆学校成为传统武术进校园示范校。 周 洋 摄

这个中秋节，渤海新区
黄骅市滕庄子镇东道安村胡
庆勇、孙桂花夫妻生意特别
红火，他们别提多高兴了。
胡庆勇、孙桂花夫妻俩本是
村里的建档立卡户，多年来
在众多好心人的帮扶下，做
起米面粮油生意。

“你好，我经营着一家
环卫公司，想买一些大米作
为中秋福利发给员工，能送
到我们公司来吗？”前几
天，孙桂花接到一个订购电
话，可她却犯了愁。

丈夫胡庆勇几年前被诊
断为“马尾神经损伤”，无
法久坐，孙桂花不会开车，
夫妻俩无法驾车送货。尽管
孙桂花十分担心因此失去这
单生意，但也如实相告。没
想到，对方得知情况说：

“没关系大姐，那我派单位
车去拉货，你提前帮我备好
155袋大米就行。”

“这是我开业以来接到
的最大一笔订单，对方不仅
没有还价，还自己来拉，真
是太暖心了。”孙桂花既高
兴又感激。

其实，这种爱心企业的
订单，孙桂花接连接到了好
几笔。白庄村的一家企业向
她订购了100袋大米，这家
企业经营者自从得知孙桂花
两口子的情况后，已经连续
两年春节、中秋节从孙桂花
处订购大米。

经营米面粮油生意四年
多，他们夫妇俩的乐观努力
感动了很多人，也得到了许
多爱心人士及各级政府的帮
助。镇政府派出专员对夫妻
二人进行“一对一”帮扶，
还申请了无息贷款，帮助胡
庆勇解决了养牛所需的启动
资金。

其实，爱心人士照顾他
们的生意，大家想通过这种
方式，让他们找到自信，找
到自身的价值，找到一条自
强的新路。如今，幸得好心人
帮扶与支持，夫妻俩又踏实
肯干，生活越来越好，他们
对现在的幸福生活既知足又
感恩。

爱心爱心人士帮忙人士帮忙
夫妻生意兴旺夫妻生意兴旺
孙 杰 任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