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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虎年气象新。
汽车多了、环境好了、笑声多了，致

富的信心更足了……今年春节期间，记
者行走在商水县广大农村， 随时都能感
受到群众思想观念、 生活方式发生的巨
大变化，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新气象一

汽车多了，腰包变鼓了
今年春节，在邓城镇张湾村，村头村

后、 大街小巷停放的汽车成为村里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据村干部李书华介绍，全
村 430 户，小汽车就有 300 多辆。 这些农
户主要在陕西西安一带从事炸油条生

意，每年每户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
商水县有 120多万人口，是人力资源

大县，常年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
务工人员近 30万人。 仅“油条之乡”邓城
镇就有 2万多人从事炸油条生意，这支油
条大军每年能赚回 5个多亿，成为该镇农
民发家致富的支柱产业。这些务工群众在
走南闯北“淘金”的同时，还带回了先进的
市场意识、科学技术和经营理念“反哺”家
乡，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过上了“芝麻开
花———节节高”的好日子。

新气象二

烟花爆竹燃放少了，空气变清新了
“往年一到春节，鞭炮声震耳欲聋，

空气中充斥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让人头
疼不己。 现在可好了，鞭炮声没有了，大
年初一蓝天白云， 过了一个难忘的绿色
低碳年。 ”正在沙河沿岸晨练的朱湾村村
民朱连才开心地说。

春节期间， 商水县充分发挥网格员
作用，建立镇、村、组三级责任体系，细化
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责任，通过宣传车、
村广播、标语条幅进行广泛宣传，并逐户
发放《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告知书》，营造
浓厚禁燃禁放氛围。同时，各乡镇纪委联
合派出所、市场监管所成立工作专班，对
集镇内所有商超和各村超市、 售卖点开
展违规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查处工

作，从根源上消除了隐患。

新气象三

岗位多了，家门口就业方便了
“我以前在广州电子厂打工，因为疫

情，今年不出去了，我已经跟盛泰服装厂
签订了入职协议。 这家企业对学历要求
不高，也容易上手，在家门口务工，时间
更灵活，不仅能挣钱，还能顾家。 ”2 月 13
日，在“春风行动”招聘会现场，来自白蛇
村 43 岁的刘连荣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
作。

为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解决招工难
问题， 帮助广大返乡农民工和下岗失业

人员在家门口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

作 ， 春节刚过 ， 商水县就及时举办了
2022 年促进就业暨帮扶企业招工“春风
行动”招聘会，各家企业使出浑身解数，
开出优厚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仅阿尔本
制衣有限公司一次性就提供了 2200 个
岗位，并免费提供食宿。 “打工何必东奔
西走，好企业就在家门口。 ”这句顺口溜
成了今年招聘会上的流行语。

新气象四

垃圾少了，环境变美了
今年春节，邓城镇小张庄村返乡大学

生张思凡惊喜地发现，村里新修了水泥路
并加宽,人行道新铺了地砖，种上了绿化
树，村口还新盖了门楼。更可喜的是，村里
的保洁员每天都对道路进行清扫，并定时
清运垃圾，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近年来， 商水县把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以
村为单位集中开展垃圾清理活动， 重点
清理宅前屋后、田间地头、坑塘沟渠、河
边桥头、 道路两侧等地方堆弃的垃圾和
杂物，基本达到村内无垃圾堆放、无污水
沉积、无杂物挡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堆
放规范，道路两侧干净整洁的“三无一规
范一整洁”标准。 同时让村干部、保洁员
担任村庄道路的“路长”，让乡贤、老党员
担任每个胡同的“胡同长”，每月进行一
次“四美庭院”“五美家庭”“最美胡同长”
评选活动，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往乡村干
部唱“独角戏”转变为党员群众齐参与的
“大合唱”。

新气象五

铺张浪费的少了，致富的信心足了
2月 12 日是邓城镇腊梅庄村青年张

永磊的大喜日子，他积极响应村理事会移
风易俗的倡议，婚礼流程一切从简。 酒席
简简单单，吃的是家常菜，在亲朋好友的
祝福声中完成了婚礼。 婚礼虽然简单，但
一对新人情意不减， 在村民口中传为佳
话。这几天，小两口又有了新打算，准备过
完正月十五一起到广州务工。 “趁我们现
在还年轻，边挣钱边积累工作经验，为以
后创业作准备。 ”张永磊乐呵呵地说。

今年以来，商水县结合“文明村镇”
“五星级文明户”“乡村文明行动”等文明
创建活动，通过完善村规民约、发挥红白
理事会作用、加强宣传引导、培树先进典
型等措施，狠刹“婚丧喜庆大操大办、攀
比炫富”的不良风气，倡树“崇德向善、勤
俭节约”之风，移除了旧风俗，树立了新
风尚，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根开
花。现在，村里红白事比阔气讲排场的少
了，厚养薄葬、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多
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生活方式文明健
康的多了， 成为新农村新生活里的新气
象。 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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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快看，美猴王！ ”2 月 14
日，在商水文化广场，一名身着美
猴王服饰的棉花糖摊主引得市民

驻足观看。记者也随着人群来到了
这个小摊前。 听声音，记者感觉摊
主年龄不大。走近一看，只见“美猴
王”从一个个小盒子将各种颜色的
白糖，舀进棉花糖机里，随后缓缓
地转动长竹签，不一会儿，一丝丝
彩色的糖霜就缠绕在长竹签上，经
过“美猴王”的巧手制作，一朵彩色
的棉花糖“花”不一会儿就做好了。

这位年轻的棉花糖摊主告诉

记者，他叫王辉，25 岁，商水县人。
今年已经是他摆摊卖棉花糖的第

四年了，他现在能做十几种类型的
棉花糖。

“美猴王”卖棉花糖纯属意外
王辉告诉记者， 十几年前，还

是少年的他已独自外出，曾经在郑
州等地打工。业余时间别人都在玩
游戏，而他却在抖音上学会了制作
棉花糖。

“我有次刷抖音，偶然看到有
个主播教大家做棉花糖，我第二天
就买了 20 块钱的白糖，跟着学，练
一个多星期， 终于学会了做棉花
糖。”王辉告诉记者。单一花色的棉
花糖学会了之后， 王辉还不满足，
他又从网上、 到现场请教前辈，学
习制作彩色的艺术棉花糖。经过刻
苦钻研，四年来，他已经学会十几
种艺术棉花糖的制作技巧。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西游
记》，做梦都想成美猴王。 ”正是这
份执念，王辉花高价买了一套美猴
王服装，将他心中童年最美的回忆

“猴哥”和棉花糖结合到了一起。
“很多小朋友看到我这一身打

扮，很惊喜，一般都拉着爸妈买个
棉花糖再走。 ”王辉憨笑着告诉记
者。 美猴王的打扮，确实成为王辉
极好的广告招牌。就在王辉接受记
者采访的同时，五六位小朋友开心
地从他手种接走了五彩棉花糖。

“美猴王”希望找个固定摊位
“棉花糖，是个一年只能做半

年的生意，一到春末夏初，天一热，
糖就容易化， 这个生意就做不成
了。 ”制作间隙，王辉和记者谈起了
他的新年愿望。

“我最近看到五一文化广场、
铁路公园等游园有卖灯笼的、摆小
地摊的，我感觉咱周口的烟火气又
回来了。 我也是个小摊贩，最害怕
的就是城管。 城管一来，啥王都得
跑。 ”王辉无奈地笑着对记者说。

“我们和城管同志 ‘斗智斗
勇’，这也不是我们的本意。有些小
摊贩摆摊是为了打发时间、休闲娱
乐，但有不少人是为了生存，可能
一家人的营生都得靠着这个小

摊。 ”王辉还和记者分享起他在摆
摊时认识的朋友和故事。

“要说新年愿望，新的一年，我想
把陪我三年的三轮车换了。 这三年，
这辆三轮车风风雨雨陪我走了不少

地方，它也辛苦了。 我要是能在人流
量大的公园、广场之类的地方找个固
定摊位，那就更好了！ ”王辉说。

说到这儿，王辉的摊位前又来
了位小顾客，“美猴王”麻利地做了
朵五彩棉花糖递过去，小姑娘轻轻
舔着棉花糖笑着对妈妈说：“妈妈，
‘美猴王’送我花啦！ ”①2

“美猴王”现做棉花糖

别样过节气象新

市民和孩子一起在游乐场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