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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洪驰）2 月 25
日，由中国艺术报社、中国文联网络
文艺传播中心主办的首届周兴嗣短

篇文学作品推优活动颁奖典礼在沈

丘举行。
据了解，为更好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擦亮地方文化名片，推
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2023 年 8 月，
河南省文联、 周口市文联和沈丘县
委、县政府、中国艺术报社、中国文联
网络文艺传播中心联合策划了周兴

嗣短篇文学作品推优活动。
截止到 2023 年底推优活动结

束 ，共收到北京 、河北 、山东 、江苏 、
内蒙等全国各地投稿 4000 余篇 。
经过严格初评 、复评 、终评 ，推出了

小说 、诗歌 、散文 “最佳作品 ”各 2
篇 ，“优秀作品 ” 各 4 篇 ，“好作品 ”
各 6 篇 ， 并针对周口作家评出了
18 篇获得 “本土创作奖 ”的优秀作
品 。

近年来，沈丘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弘扬 ，围绕沈丘历史名人 “周兴
嗣 ” 谋划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 、
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 ，开展了全社
会文明建设行动 ，建成了千字文广
场 、千字文主题公园 ，建设了中华
诗词长廊 、中华故事长廊 、中华民
俗长廊 ； 规划了周兴嗣纪念馆 、周
兴嗣故居 ； 举办了千字文讲堂 、周
兴嗣主题游等文旅活动。 ②6

周兴嗣短篇文学作品推优活动
颁奖典礼在沈丘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艳华 实习生 曹
硕）2 月 26 日至 27 日， 由省经普办
组织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以下简
称五经普）“媒体基层行”活动走进周
口， 深入经济普查登记工作一线，了
解我市五经普登记工作成效。

随着五经普登记工作全面铺

开，为进一步扩大五经普宣传面，省
经普办邀请河南日报、 河南广播电
视台、大河网、顶端新闻等媒体记者
代表开展五经普 “媒体基层行 ”活
动。 “此次活动聚焦普查现场登记，
通过媒体助力、走进企业、深入一线
等方式， 进一步做好五经普宣传工
作，形成普查合力，推动社会各界支
持、配合经济普查工作。 ”省经普办
副主任、 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徐委

乔表示。
五经普启动以来，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
双组长的领导小组，围绕全面、准确、
真实反映周口经济发展态势的目标，
扎实有序推动各项普查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为五经普工作奠定了基
础。

在周期间，媒体记者随普查员入
户跟访我市部分企业和个体经营户，
现场了解普查登记数据采集全过程，
听取普查对象反馈普查表填报的感

受以及对经济普查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近距离感受普查员和普查对象对
普查工作的付出与支持。
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参加此次

活动。 ②6

省经普办五经普“媒体基层行”
活动走进周口

俺来这里就是为了消费
记者 付永奇

随着如潮鼓点、如雷锣声，几队
披红戴绿、 手拿快板的演员肩挑花
篮，脚步轻快地和着歌谣舞动，时而
穿插走十字路线， 时而背向两身相
碰，舞姿变化有序。 在这个圆形表演
区外围着上千名观众，欢笑声、喝彩
声响成一片，引来更多围观游客。

元宵节期间， 太昊陵门前的商
业街热闹非凡。 红红的灯笼高高挂
起，猎猎的彩旗迎风飘扬，各类民间
文艺团体陆续登场。 街区内，人流如
织，叫卖声、吆喝声响成一片，装袋、
打包、 收款……忙碌的老板们一个
个笑逐颜开。

太昊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逛庙会是当地传统民俗，寄托了
人们追思祖先，期盼万事如意、生活
幸福的美好祈愿。 “现在的客流量明

显比往年同期大， 来自周边省市的
游客更多， 我们已经制定了迎接客
流高峰预案！ ”正在巡查的太昊陵景
区运营公司相关负责人关淑文告诉

记者。
“我们来自商水县，去年收入增

加，儿媳带我来这里逛逛！ ”68 岁的
张丽英打扮利落，这是太昊陵晋升为
5A 级旅游景区后她第一次来淮阳，
景区巨大的变化让她处处好奇。她在
商业街上走走停停， 被一家写有“98
万张建淮压缩馍”的摊位吸引，通过
议价她花 25元买了两兜压缩馍，“这
是给孙子孙女买的，一人一兜，俺来
这里就是为了消费！ ”张丽英掂起压
缩馍高兴地向记者展示。

“压缩馍、压缩馍 ，小孩吃了考
大学……”记者发现，这家摊位吆喝
声响亮，生意火爆，顾客购买争先恐
后。 淮阳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

广起告诉记者， 张建淮是景区附近
的市民，以做压缩馍为业，2022 年春
节以 98 万元高价拍得太昊陵门前
14 平方米的黄金摊位，一炮走红，目
前已经办起百人规模的食品加工

厂，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今年生意好得早，销量和往年

相比一直在上升， 我已增加了生产
和销售人员， 争取节会期间日销量
创新高！ ”张建淮实行线上线下同时
销售，有时还开通直播带货。 身着白
色工作服、 斜挎黑色大钱包的他坐
在店内小凳子上不停地在手机上回

复客户， 偶尔抬头扫视一下忙碌的
员工。 “消费靠引导，环境很重要，今
年生意好和景区服务水平提升有很

大关系。 ”张建淮谈起他的生意经头
头是道。

漫步于太昊陵景区， 主干道平
坦宽阔，小街小巷干净整洁，生态绿

地、主题公园等举目皆景。 “区政府
对太昊陵景区进行全面提升改造 ，
增加了摊位和就业岗位。 ”利用寒假
前来打工的大学生解说员吴明起介

绍，今年庙会以太昊陵广场为核心，
辐射陈楚古街、 姓氏文化城等文旅
商街区，集观光、餐饮、购物、民俗娱
乐、非遗体验等元素为一体，人流量
很大。

围绕太昊陵庙会谋划有品位 、
有特色的活动，刺激消费，激发市场
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政府的这
些工作给群众带来了实惠。 “每年的
庙会都是一个大蛋糕， 大家抢抓机
会都能分一块！ ”从事布老虎生产的
市级非遗传承人张怀霞说， 她每年
生产布老虎等工艺品 10 万件以上，
大都批发给太昊陵商业街的客户 ，
今年产品一直供不应求， 她已经安
排 20 多人加班生产！ ②6

记者 任富强 通讯员 郁发顺

高墙电网、铁门铁窗，在人们的
印象里，看守所多是灰暗、冷漠的，
女子监区更是充满了神秘感。 在看
守所， 女子监区是一个微缩的女人
世界，形形色色的在押人员中，年龄
大的年逾花甲， 最小的不过十六七
岁；有大字不识的文盲，也有本科以
上学历的高知人员，杀人、抢劫、贩
毒、 诈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
事，要教育她们遵章守纪、服从管理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做公安工作难，做监管工作更
难， 女性从事监管工作更是难上加
难。”作为周口市看守所一名“90 后”
女管教民警，任豆豆认为，处在监管
战线最前沿， 每天与各类在押人员
打交道， 只有用女性特有的耐心和
细心，用真情和柔情感化、教育、挽
救每一位女性在押人员。

春节期间，记者走进周口市看守
所女子监区，采访周口市看守所女子
大队管教民警任豆豆，了解高墙内鲜
为人知的故事。

真情感化 深挖犯罪

案件宣判不等于案件终结 ，后

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任豆豆针对
监区内已判决人员特有的“判完了、
踏实了、熟悉了、要放了”的不服从
管理等特点， 抓住她们跟未决犯不
一样的心理， 细心了解她们需要什
么、如何管理、如何感化，慢慢地，她
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

“小雅（化名），你咋穿这么单薄
呀， 来， 快披上我的棉袄， 别感冒
了！ ”不久前，任豆豆关切地为小雅
披上衣服， 问其最近为啥总是心事
重重的。 看着管教民警任豆豆真挚
的眼神，小雅再也忍不住了。 她说：
“任管教，自从进来以后，你一直像
个知心大姐姐一样照顾、开导我，我
感觉如果在你面前再说谎话， 就对
不起自己的良心了！ 我有心里话想
向你说……”

原来， 小雅是因一起电信诈骗
案件进来的，她以“帮信罪”被提起
公诉，在周口市看守所羁押期间，任
豆豆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
小雅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也愿意向

任豆豆倾诉。
经深入了解，小雅已对任豆豆完

全信任，便向任豆豆透露她在境外公
司的小组长并没有被抓获，而且只有

她自己知道“小组长”的真实姓名，任
豆豆遂对小雅进行思想教育，拿掉她
的思想包袱，告诉她检举揭发犯罪人
员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经感化教育后，小雅自愿写了一

封举报信， 任豆豆立即联系小雅的
办案民警。 办案民警根据线索立即
对材料进行核实， 最终确认犯罪嫌
疑人真实身份。 办案单位立刻联系
深圳警方， 在深圳警方的大力配合
下，于近日将小雅举报的“小组长”
一举抓获归案。

点亮心灯 重燃希望

“他们都抛弃了我，我还被判了
十几年，活在世上还有啥意义，你们
不要再劝我了，再劝，我就绝食！ ”一
个月前， 在押人员邢某某向任豆豆
万念俱灰地说。

原来，前不久，邢某某因诈骗罪
被法院判了 12 年有期徒刑， 很快，
她丈夫又提出了离婚。 本来就有高
血压史还患有抑郁症的邢某某精神

恍惚，拒绝吃药治疗。
“或许，这才是你人生下半场的

刚开始呢？ ”任豆豆详细了解邢某某
的相关信息，和她促膝长谈，从家庭
琐事聊到人生意义， 从成长经历聊

到人生规划。 另一边，任豆豆耐心地
向其家属做思想工作， 家属很快被
任豆豆的真情感化。

春风化雨，点亮心灯。 两天后，
邢某某愿意正常服药了， 前提是想
见见家人。 在任豆豆脱口而出邢某
某家属的电话号码时， 她的泪水再
也绷不住了， 握着任豆豆的手说 ，
“任管教， 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
望，原来，这世上还有对我这么上心
的人，啥也别说了，今后我再也不会
寻死了，不为别的，就为你的人品！ ”
在任豆豆的努力下， 邢某某的家属
也愿意和其会见。

在监区办公室的桌子上， 在押
人员向任豆豆写的感谢信已有 5 厘
米厚，记者随机选出一封，看到在押
人员写道：“您像一团火， 让我在这
个冬天不再觉得寒冷， 您更像一束
阳光， 照亮了我心里每一寸阴暗的
角落，您对我的关爱，让我忍不住想
叫你一声‘姐姐’！ 我已经好久没有
这种感觉了……”

“虽然你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迷路了，甚至走了弯路，但是我都把
你们看作是我的姐妹。 ”任豆豆对监
区内在押人员如是回复。 ②6

愿做高墙里的一束光

奋斗的人生最精彩
□杜林波

雨雪霏霏， 寒意袭人。 最近几
天，周口市气温骤降。

“脱下的是戎装, 脱不下的是军
人的品格、责任、担当。 ”高光辉是我
市一名自主择业转业干部， 春节期
间，他一直忙碌着，为了郑州的公司
早日开工， 因为这关乎一些工人和
退伍军人的就业。

在部队服役期间，高光辉荣立三
次个人三等功。 2019年，他出乎所有
人的意料， 放弃了体制内的身份，选
择了自主择业。 他认为，自主择业后
时间更加自由，不但能更好地实现自
身价值，还能减轻地方政府的安置负
担。

生命中有了当兵的经历， 一辈
子也不后悔。 从部队退役选择自主
择业，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需要不
断学习和创新。

脱下军装走出军营后， 高光辉
没有给自己喘息的机会， 他认真思
考后扪心自问： 自己能干啥？ 能为
别人带来啥？ 能为社会做点啥？ 经
过一个多月的自我评估 、 奔波寻
找、慎重筛选，在战友的帮助下，他
在郑州成立一家人工智能数据处

理公司，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创新营
销模式，并迅速打开市场。

高光辉坚守军人情怀， 时刻不
忘为退役军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 他的公司优先录用退役军人 ，
公司有 60 多人都是退役军人。陈海

亮就是其中之一 ， 多次创业失败
后， 他来到高光辉的公司， 有了一
份稳定的工作。 “没有这段军旅生
活， 就没有自己的发展。 人民军队
离不开社会这个大家庭，只有让大
家共同受益 ， 自己的事业才有希
望， 只有时刻想着回报社会， 自己
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人。 ” 高光
辉说。

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 尤其是
在部队考取律师资格证的经历 ，高
光辉明白他的未来应该在法律战

线上。 他发挥自己特长， 成立仟科
法律咨询中心，提出对周口所有退
役军人提供免费咨询服务，对困难
退役军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高光
辉深知， 是党和部队培育了他 、塑

造了他， 因此他常怀感恩之心 ，不
忘为广大退役战友多做事 、 做实
事。

戎装虽然脱，军魂依旧在。在把
自身工作做好的同时， 高光辉积极
参与公益事业，用最大的努力去帮
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他报名成
为一名义警 ， 积极参与到疫情防
控、“创文” 等工作中。 他还加入周
口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并担任秘

书长。
“龙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也是

我们实现梦想的一年。 ” 高光辉表
示，他要用军人的勇气和智慧，在市
场经济大潮中迎难而上， 开辟出一
片新天地， 用实际行动展示一名自
主择业退役军人的价值担当。 ②6

□记者 王晨 实习生 谢思旗

瘦高个子，衣着朴素，满脸沧桑，
若在田间地头碰到韩玉林，或许会认
为，这是一位地道的农民。

培育出国审小麦品种 20 个，省
审品种 11 个，累计种植 4 亿多亩，新
增小麦 400 多亿斤，给农民创造经济
效益达 400亿元。这是韩玉林团队 20
多年育种生涯交出的优异“答卷”。
韩玉林是周口市农科院研究员，

副院长， 先后获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
高层次人才、周口市优秀人才、周口市
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周口市优秀共产
党员、周口市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

在麦田里他才踏实

初春 ， 空旷的试验田里依然寒
冷， 麦田如一张绿毯铺在大地上，透
露着新春的勃勃生机。韩玉林正带着
自己团队的成员对小麦的状况进行

逐一记录。 摊开记录本，上面密密麻
麻用不同颜色的笔记载着小麦生长

阶段的各种特征特性，像这样的记录
本韩玉林每年都写满十几本。

只有走进麦田， 他心里才踏实。
从秋天记到冬天， 从春天记到夏天，
韩玉林带领团队，无论刮风下雨还是
酷暑严寒， 都一天不落地来到试验
田。 “这几天气温骤降， 天气非常恶
劣，正是考验我们小麦品种抗寒性的
大好时机。”韩玉林顶着寒风，语气中
流露出一丝兴奋，只有更恶劣的条件
才能筛选出更优秀的品种，降温之后
大家都很积极， 立刻就到田里来观
察，就是为了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择一事 ，终一生 ，不为繁华易匠

心 。 对韩玉林来说 ，“五一小长假 ”
“十一黄金周”是他投身田间最忙的
时候， 因为这两个时间点正值小麦
杂交授粉、试验备播的关键阶段。

心中只有育种一件事

培育优良小麦种子的最大难点

就是科研时间长，从开始研究小麦新
品种到落地推广， 最少也需要十年。
在韩玉林的世界里，仿佛只有育种一
件事，他说：“做科研，就要耐得住寂

寞，忍得了失败，不怕坐冷板凳。我们
在前面为年轻人铺路， 摇旗呐喊，希
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中
国农业科研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

谈起小麦育种的科研之路，韩玉
林介绍：“从 1965 年至今历经 57 年，
周口市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团队就这

样十几年如一日地反复试验，一代代
接力进行小麦育种工作，培育的小麦
品种通过省级以上审定的就有 33
个，这是比较可观的科研成绩。 ”

从周麦 9 号（豫麦 21 号）平均亩
产 500 公斤到周麦 18 号平均亩产
600 公斤， 再从周麦 22 号平均亩产
700 公斤到周麦 27 号平均亩产突破
800 公斤，周口农科院培育出的小麦
品种抗病虫害、抗冻害的能力不断提
升，产量也在逐渐上升。

国审周麦 16 号，获河南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曾被农业部定
为黄淮南片麦区 4 大主导品种之
一； 国审周麦 18 号， 获第三届全
国农业博览会金奖、 河南省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2007 年至 2008 年度被
农业部认定为黄淮麦区主推品种 ，
曾为国家和河南省小麦区域试验对

照品种 ；国审周麦 22 号 ，最高亩产
达 743.4 公斤/亩， 曾是河南省推广
面积最大， 全国第二大的小麦品种
之一；国审周麦 36 号，以 1290 万元
成交价刷新了国内小麦单品种经营

权转让的最高纪录， 是目前国家黄
淮南片小麦试验对照品种。

让“中国碗”多盛“周口粮”
在韩玉林看来，育好种、种好地、

多打粮，让“中国碗”多盛“周口粮”，
是他们农业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

当。
小麦育种工作要不断升级，在种

质资源、育种技术上不断创新，用科
技赋能我市农业生产，推动我市率先
建成农业强市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

效。韩玉林表示：“我们正在不断适应
我国人民饮食结构的改变，打造更适
合做面包、包饺子的小麦。 为国家育
良种，为百姓谋万利，进一步推广属
于我们周口人自己的小麦种。”②6

为国家育良种为百姓谋万利
———记周口市突出贡献专家韩玉林

�������2 月 25 日下午，周口中心港
码头上，正在卸船、装船，一片繁
忙景象。据统计，周口港 1月份完
成 283 万吨吞吐量， 迎来了新年
开门红。 记者 梁照曾 摄

������(上接第一版)
汽车行驶在乡间积雪路面上，摇

摇晃晃。同行的周口市卫生健康工作
服务中心主任杨鸽君告诉记者，这项
措施缓解了部分村民看病难问题，推
出后备受关注。

在川汇区七一社区李淑英家，记
者看到家庭病床前有个一键呼叫系

统。周口市卫健委体改科科长李峰介
绍：“系统里有视频通话、 远程诊疗、
急救报警等多种功能，支持医务人员

与患者远程交流、用药指导、初步诊
断等。这种模式不但把分级诊疗落到
实处，节省医疗资源，还能提高诊断
效率。 ”

在七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
检查工作的周口市卫健委主任胡国

胜说：“我们将尽快推广家庭病床经
验，打通特殊人群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
幸福感。 ”（原载于 2024 年 2 月 25
日《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