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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石楼县双汇冷鲜肉批零中
心负责人刘世伟出资，联合全县 15家双汇冷
鲜肉店同步开展个人爱心公益助老慈善活
动。活动期间，凡进店的 65 岁以上老人，无
需购买店内任何商品，凭身份证便可免费领
取一斤猪肉，限额 500份，领完为止。

5月 1日一大早，石楼县城双汇冷鲜肉各
门店前就热闹了起来，老人们闻讯间隔排起
了长队，大家都交口称赞。

今年只有 29岁的刘世伟谈到举办活动的
初衷时说，他周边有很多年轻人为了工作和自
己的小家往往疏忽了对老人的陪伴与关爱。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唤醒更多忙碌的年轻
人常回家看看，多一些对父母的关爱与孝敬。
刘世伟说，这样的活动在去年农历 9月 9日重
阳节就办过，而且以后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九
九重阳节都会举办，希望把中华民族敬老爱老
的传统美德形成一股暖流，不断传递下去。

以现在的猪肉价格，无偿拿出 500 斤做
慈善，对一个卖肉的个体业主来说不算小数
目。刘世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但
却通过最朴实的行动，用自己的爱心扛起传
递社会文明进步的时代职责。他的这一举
动，值得点赞！

5 月 7 日晚上，石楼县委
副书记、政府县长陈浩，县委
副书记、团中央驻石楼扶贫工
作队队长孟利在抖音直播间诚
意满满地向粉丝们推介石楼石
碾黄金小米。为了加快当地产
业脱贫步伐，推销本地农产
品，陈浩、孟利愿意坐在镜头
前做“主播”，做更多的尝试。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今年开年以来石楼县有机农产
品 （特别是灵泉镇车家坡村的
有机谷子） 大量滞销。石楼县
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专
门召开相关会议部署安排，决
定用拓宽销售渠道的方法解决
滞销问题， 县长陈浩也尝试

“带货”直播为农民打开销路。
灵 泉 镇 车 家 坡 村 土 地 肥

沃、污染少，在发展有机农业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近年来，该村以“有机、绿
色、无公害”的发展理念为引
领，把发展有机谷子种植作为
统筹推进生态提升、产业发
展、农民脱贫的切入点。截止
目前，已建成 2800 亩有机谷
子种植基地，其中 1600 亩已
经 通 过 国 家 有 机 认 证 ， 1200
亩通过了国家有机转换期认
证。去年全村的有机谷子大获
丰收，总产量达 20 万斤，但
受疫情影响，至今仍积压在种
植户家中。

近 日 ， 记 者 来 到 车 家 坡
村，在该村“丰驿种植专业合
作社”库房里看到，已经去
皮、真空包装、装箱打包好的
小米分类整齐地摆放着，一袋
袋色泽金黄的小米犹如一块块

“金砖”。记者打开米袋，抓起
一把放在手心，只见小米颗粒
饱满，色泽金黄，闻起来还有

淡淡的清香。
在村里，记者随机走访了

几户种植户。在种植户张海建
家，近万斤谷子装在几十个尼
龙袋子里，上面已经落了一层
灰尘。张海建手捧着黄灿灿的
谷子，一脸愁容地说：“村里
2017 年 发 展 有 机 谷 子 种 植
后，俺便积极参与有机谷子的
种植，前两年收成都不错，去
年也收了近万斤谷子，可因为
疫情影响，现在一斤也没有卖
出去，发愁啊！”

“这么好的谷子，找不到
买家，俺们农民真的是一点办
法也没有啊。”看着家中堆积成
小山的滞销谷子，种植户张俊
详也是愁容满面，无计可施。

“俺家滞销积压的谷子也
有几千斤，希望能赶紧卖出
去。”“俺们村的谷子是有机
的 ， 熬 出 来 的 米 汤 香 得
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在车家坡村像张海建、张
俊详一样有着“丰收烦恼”的
种植户还有四十几户，每家都
堆着大量的谷子卖不出去。

而为了进一步拓宽滞销有
机谷子的销售渠道，石楼县
委、县政府主动作为，精准发
力，政府县长亲自直播带货；
与省外沟通，建立销售渠道；
通过消费扶贫渠道；主管部门
做好服务对接，动员本地超
市、菜市场等便民网点采购等
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因疫情带
来的销售影响。截至目前已帮

助销售 5万余斤小米。
谷子滞销也愁坏了车家坡

村村支书张国雄。张国雄告诉
记者，车家坡村的有机谷子从
播种到成熟，全程坚持不打农
药、不上化肥，是真正的绿色
有机小米，虽然产量低 （每亩
可产谷子约 250 斤），但是味
道香，口感好，营养价值高。
现在在县委、县政府的帮助
下，销售渠道在慢慢打开，他
希望借助媒体平台，加大力度
将车家坡的谷子推销出去，同
时欢迎粮食收购企业和农产品
加工企业能前来收购。

有机小米“认领”电话：
13834353655，期待您的爱心
帮助。

5 月 4 日上午，文水凤城镇龙泉村村民、
党员、青年等敲起喜庆的锣鼓，跳着欢快的舞
蹈，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欢迎仪式——欢迎本
村籍李呈龙和韩英 2名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
回家。

李呈龙 1988年出生在龙泉村，现任山西
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2月 14日，他
作为我省第八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毅然
奔赴抗疫一线。3月 19日，他随大家回晋时，
正是武汉第一个宣布“新增病例”清零的日
子。韩英 1990年出生于龙泉村，现在是山西
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的一名护士。2月 16日，
她作为我省第九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进
驻武汉市优抚医院，执行防疫救治任务。

在武汉的日日夜夜里，他们夜以继日、废
寝忘食工作，和参战的 4 万多战友一样奉献
出了各自的才华和技能，也带去了家乡人不
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英雄刘胡兰精神，
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新风采。

骄英归家，呈龙凯旋，家乡人有太多的话
要问。韩英说：“谢谢父老乡亲，我回咱村最
想干的事就是第一眼见见我妈妈，让妈妈看
到我好好地回来了，让她放心。”没有豪言壮
语，真情表达让在场的父亲韩双宁和母亲马
转青及广大乡亲们深深感动。

韩英分享了一些工作纪实：“工作好几天
了，还是不太适应，防护工作服笨重导致呼吸
困难但对穿脱要求丝毫不能有一点马虎；护
目镜会勒得头生疼，压得脸疼……所有的动
作都会放慢，缓解缺氧状态，直到病房工作全
部完成。我们一块的同志都是这个状态。一
腔满满的热情。每个人都顾不得想家，我也
顾不上想我的妈妈……”

李呈龙回忆道：“走的时候漫天飞雪，天
寒地冻……刚到驻地，中央空调不能开启，一
向以暖气过冬的北方人得先适应南方的驱寒
模式。饮食上暂别家乡面条，以米饭主导。
既然来了，就要干到底，总得有人去扛，有人
去冲先锋，所有的一切只是源于内心的那份
心潮澎湃涌动的激情。”他每天忙得无暇顾及
想念家人，在光谷方舱医院 845 张床位之间
的来回奔波就是每天的工作……

李呈龙妻子郭艳娥也是同单位的消化内
镜中心大夫，同行人员更能理解作为医职人
员的使命和责任感。夫妻二人有一个两岁的
宝宝，丈夫去武汉后，最大的心理活动就是担
心，经常会在凌晨三四点通话后才会入睡。
她说：“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我非常理解和支
持他的工作。”呈龙的父亲李马林和母亲张春
莲的话更朴素：“我们不求别的，就盼我儿平
安回家，今天看到儿子健健康康站在我们面
前，心里太高兴了。”

村党支部书记马良国和村委主任韩福文
说：“在五四这个特殊的日子，欢迎我们龙泉
村的好儿女、优秀青年精英二位骄子回家，我
们要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全村的党员和青
年向他们学习。”凤城镇干部樊旭强，该县市
场监管局李建平，监管局驻龙泉村工作队干
部冀文明，凤城镇派出所所长张俊斌、副所长
刘水源等参与策划和参加了欢迎活动，他们
表示：“最大的收获就是从李呈龙、韩英两位
80 后 90 后勇士身上看到了真实真情和正能
量，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实实在在感动人心，
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而龙泉村的青年、在文
水医院工作的王丽静代表更多年轻人表达了
心声：我们一定把龙泉村青年的风采展示出
来，像他们一样用实际行动弘扬五四精神，传
承五四火炬，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搏击，彰显
青年担当！

年轻小伙，为你的善举点赞！
□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本报通讯员 霍爱兰

石楼县灵泉镇车家坡村
20万斤有机谷子盼销路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本报通讯员 赵婷婷

灵泉镇车家坡村的有机小米

种植户张海建正在查看自己滞销的有机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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