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又到香菇产销旺季。每当这时，卢氏县
六旬“香菇状元”邵青林的故事都会在瓦窑沟乡
菇农间广泛传播。大家都说，别看老邵年龄大，
可他技术好、懂管理、会经营，通过示范带动、技
术指导带动乡亲们致富，是全乡名副其实的“香
菇状元”。

今年 63 岁的邵青林，家住卢氏县潘河乡上川
村，一辈子爱折腾，年轻时外出务过工，后来又回
到家乡种香菇，但因技术欠佳收益总是不尽如人
意。近年来，不服输的邵青林，在党的利好政策激
励下，转变思想，苦学新技术，扩大规模种植香菇，
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

成为“ 香 菇 状 元 ”的 路 并 非 一 帆 风 顺 。 说 起
开始栽种袋料香菇的时间，邵青林掰着手指算了
算，从 1999 年开始，至今已经 25 年了。 25 年来，
种植规模也从最初的 500 袋发展到 2016 年的 1.5
万袋。当时虽然全家人拼力劳作，但收入却一直
不高，让邵青林一直很郁闷。直到 2017 年，河南
信念集团卢氏县林海兴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林海兴华公司”）在潘河乡上川村建设标
准 化 出 菇 大 棚 ，邵 青 林 尝 试 着 承 包 了 2 个 大 棚 2
万袋夏栽香菇，他严格按照技术标准规范管理，
很快就掌握了控温控湿、四季出菇新技术。2018
年至 2020 年，他又连续承包林海兴华公司 5 个大
棚，获取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将老家的四间土坯
房改建成砖混结构楼房，又全款在卢氏县城购买
了一套商品房。

“老邵，瓦窑沟乡菇农购买公司的菇袋，因为不
会管理出现了问题，想请你去管理这批菇袋，扭转
被动局面。”2021 年夏天，正在该县双槐树乡经营香
菇大棚的邵青林接到了林海兴华公司负责人的电话，老菇区瓦窑
沟乡的 20 多户菇农第一次购买林海兴华公司的半成品菇袋，由于
管理不善出现部分转色不良现象，让菇农有些担心。邵青林毫不
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以每袋高出出厂价 0.5 元的价格统一
回购了这批 24 万袋菌袋。

为让这批菌袋“转危为安”，邵青林和老伴、儿子住到了瓦
窑沟乡耿家店出菇厂的简易工棚里，两个多月几乎没有睡过一
个 囫 囵 觉 ，没 有 回 过 一 次 家 ，晚 上 揭 棚 、早 上 盖 棚 ，天 天 如 此 。
温度高了喷雾、通风降温，温度低了盖帘、应用自然风调温，24
个大棚的刺孔、喷水全部亲力亲为，直到菌袋全部均匀转色、出
菇 。 这 批 菌 棒 出 菇 结 束 ，邵 青 林 向 林 海 兴 华 公 司 交 售 鲜 菇
17.33 万公斤、金额 160.47 万元，扣除菌棒成本、人工工资等费用
后，净赚了 36 万元。

致富后，邵青林一直致力于让菇农接受新技术、提高种菇
规模和效益。他除了在瓦窑沟乡耿家店承包 27 个香菇大棚进
行示范带动外，还主动为当地菇农“传经送宝”，耐心细致讲解
种 植 注 意 事 项 、手 把 手 传 授 出 菇 管 理 技 术 、菇 品 分 类 标 准 等 。
在他的指导下，瓦窑沟乡菇农张相军的 4 万菇袋卖出了 32 万元
的好价钱。同时，他示范带动 40 多户菇农承包耿家店村、郭家
坪村香菇基地标准化大棚 86 个，开创了老菇区规模发展食用菌
的新局面。

截至目前，瓦窑沟乡已建成工厂化菌棒厂 5 个、标准化出菇厂
6 个，全乡年种植袋料香菇 3500 万袋，年单项收入 2 亿元，香菇已
成为该乡传统产业的“主力军”。传统老菇区菇农应用新技术、提
高规模种菇效益，邵青林的示范带动、技术指导功不可没，“香菇状
元”是全乡菇农对他的最好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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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三门峡的春色是灿烂的，夏
色是明快的，冬色是淡雅的，那么，秋
色 就 是 热 烈 的 。 秋 风 手 执 画 笔 ，一 点
一 点 为 三 门 峡 涂 上 浪 漫 的“ 秋 日 彩
色”。

不知不觉从一叶知秋到层林尽染，
漫山的红叶已到了最佳观赏期。三门
峡红叶哪里最美？

霜降后的豫西大峡谷红叶如火，站
在高处俯瞰整个峡谷，红叶遍布，层层
叠叠，仿佛一片红色的海洋。漫步在峡
谷 中 ，仿 佛 走 进 了 一 幅 动 人 的 秋 日 画
卷。走在峡谷的小径上，两旁的红叶触
手可及，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斑驳
的光影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
世界。

香山红叶非常有名，然而，在我市
有一个地方的红叶可以与它媲美，那就
是甘山。甘山风景区位于陕州区，每到
金秋季节，一望无际的山脉沟沟壑壑，
各种植被因品种和温度的差异，显现出
深红、浅红、暗红、黄色、深绿等各种颜
色，呈现出“看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的
气势。

市区仰韶大道是一个非常适合赏

枫的地方。这里的枫叶种类繁多，包括
红枫、三角枫、五角枫等。

每到秋天，黄河公园里的枫叶就会
变得红黄相间，仿佛置身于一幅美丽的

画 卷 中 。 在 这 里 ，你 可 以 漫 步 在 枫 树
下，感受那淡淡的叶香，欣赏那如诗如
画的景色。

陕州公园的秋天也是赏枫的好去

处 。 在 古 城 的 角 落 里 ，你 可 以 看 到 陕
州古城古老的建筑和红黄相间的枫叶
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让
人感受那历史的厚重和枫叶的美丽。

三门峡大坝是我市一个著名景点，
这里也非常适合赏枫。在大坝的两岸，
你可以看到那些高大的枫树，它们的叶
子会随着秋风翩翩起舞。在这里，可以
欣赏到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枫叶的美妙
组合。

卢氏县官道口镇的秋天也非常适
合赏枫。在官道口镇的山区里，你可以
看到那些红黄相间的枫叶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在这里，你可以漫步在山间小
路上，呼吸那清新的空气，欣赏那如诗
如画的景色。

渑池县城北山区十万亩红叶层林
尽 染 ，远 远 望 去 ，漫 山 遍 野 的 红 叶 构
成 一 幅 美 丽 的 秋 景 图 ，带 火 了 乡 村
游 ，吸 引 了 众 多 游 客 拍 照 留 念 ；灵 宝
市 寺 河 山 红 叶 美 如 画 ；伏 牛 山 上 五 彩
斑 斓 ，仿 佛 被 打 翻 了 的 颜 料 盘 …… 每
年 的 10 月 下 旬 到 11 月 初 是 赏 红 叶 的
最 佳 时 节 ，让 我 们 在 醉 人 的 红 叶 里 体
味三门峡的秋。

非遗剪纸润童心
10 月 26 日，三门峡市图书馆第 65 场非

遗剪纸公益课堂开课，吸引了 20 余名小朋
友参与。课堂上，非遗传承人李竹梅生动地
讲述了我市剪纸艺术如何登上奥运舞台的
故事，激发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
趣，纷纷动手创作剪纸作品。

本报记者 吴若雨 摄

本报讯（记者梁如意）为更
好地服务辖区居民，满足居民
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需求，10 月
23 日，陕州区甘棠街道临湖社
区 联 合 医 疗 机 构 为 辖 区 居 民
开 展“ 秋 日 健 康 行 ”健 康 义 诊
活动。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免费
为居民提供测量血压和血糖等
服务，同时积极向大家科普相
关疾病的专业知识及有效治疗
方案，帮助居民及时掌握自身
健康情况，掌握慢性病防治及
日常保健知识。

此 次义诊活动，不仅为居
民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务，也增
强了他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自
我保健能力，提升了他们的健康
获得感和幸福感。“医生的按摩
手法很专业，讲解的内容也很细
致，感谢社区的贴心安排，让我
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质量的
医疗服务。”王大爷说。

“接下来，临湖社区将继续
整合多方资源，持续提供优质
便捷的医疗服务，做居民的坚
实‘ 医 ’靠 。”该 社 区 相 关 负 责
人说。

本报讯（记者李博）10 月 23
日，在三门峡市“12345”热线的
督办下，位于三门峡现代服务
业开发区召公路骏景御园小区
的一处违建彩钢平台被拆除，
赢得了小区居民的称赞。

近日，市“12345”热线陆续
接到 20 多名群众反映，骏景御
园小区 8 号楼一居民在单元门
口违规搭建彩钢结构的平台，
影响小区环境，请相关单位调
查 处 理 。 接 到 群 众 诉 求 ，市

“12345”热线迅速受理，并形成
工单派至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
处理。市城市管理局接到工单
后交由该局第一综合执法支队
到现场调查后，发现此处平台
面积较大，物业在业主搭建时
已多次制止无果，小区居民反
应强烈。

确认为违法搭建后，执法
队工作人员联合所在街道及所

属社区张贴公告、宣传政策，做
群众思想工作，并下达《限期整
改 通 知 书》，积 极 劝 导 当 事 人

“自拆”。同时，执法队及时制
定依法拆除违法建设方案，推
进行政执法程序，召开队内拆
除专项工作会。

10 月 23 日，当事人未按期
整改，执法队依法依规对违建进
行拆除，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
私自搭建的平台顷刻倒塌。拆
除过程中，执法人员联合物业在
现场做好群众解释安抚工作，确
保 拆 除 按 照 执 法 程 序 顺 利 开
展。拆除完毕后，施工人员及时
将杂物、废品搬运装车，并及时
打扫卫生清运垃圾。

市“12345”热 线 呼 吁 广 大
群众对新增违法建筑行为进行
监督，全方位开展违建治理宣
传工作，增强全民控违意识，坚
决杜绝违建再次发生。

本报讯“大家知道火场逃生的时候为什么

要将身体贴近地面匍匐或弯腰前进吗？”“灭火

器的正确使用四步骤都记牢了吗？”近日，卢氏

县范里镇滨河社区邀请消防安全宣讲员举办消

防 知 识 安 全 讲 座 及 逃 生 演 练 ，进 一 步 筑 牢 安 全

防线。

讲座上，消防安全宣讲员以“案”促“教”，通

过 播 放 火 灾 警 示 案 例 视 频 并 结 合 真 实 案 例 ，分

析介绍了常见的电器、液化气、电动车充电起火

原 因 ，讲 述 了 电 动 车 进 楼 道 充 电 或 拆 除 电 动 车

电 池 上 楼 充 电 的 危 险 性 ，告 知 居 民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要 做 到 不 私 接 乱 拉 电 线 ，不 占 用 堵 塞 消 防 专

用 车 道 和 消 防 通 道 ，尽 可 能 避 免 发 生 消 防 安 全

事故。

在消防演练活动中，随着社区内烟雾四起，

全体演练者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人员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低头、弯腰从指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

全场秩序井然，火速撤离危险区域，到达指定的

安全位置。

据了解，为开展好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

整治行动，连日来，滨河社区通过线上、线下等方

式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力度，组织重点场所消防培

训 1 场，现场和上门入户发放消防宣传单 300 余

份，张贴宣传海报 100 余张，大喇叭每天响起，微

信群反复宣传，不断提高居民防灾应灾能力，增强

防范火灾的意识，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的浓厚社区氛围。

（常帮娃）

本报讯（记者单义杰）河南省

第十四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日

前在开封市闭幕。为表彰先进，省

第十四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组

委 会 对 有 关 单 位 和 个 人 进 行 表

彰。其中，三门峡市老体协获多个

奖项。

据了解，此次老年人体育健身

大会，三门峡市老体协成功承办健

身球操单项交流活动，获贡献奖；

并组队参加 12 项及以上交流活动

（共计参与 14 项单项交流活动），获

优秀组织奖；作为参赛队伍，在交

流活动中表现出高度的体育精神

和高尚道德风范，获得体育道德风

尚奖；市老体协气排球项目女子代

表队获得团体亚军，与男子代表队

一同获得优胜奖，同时收获体育道

德风尚奖。

“省老健会交流活动不仅为全

省老年人提供展示精神风貌和运动

风采的平台，也为大家提供了难得

的学习交流机会，我们将再接再厉、

取长补短，不断提升自我，努力为三

门峡老年体育事业长足发展再立新

功。”市老体协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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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 除 违 章 建 筑
恢复小区“容颜”

优质医疗服务直通“家门口”
本报讯“改造完成后，将提高供暖质量，为冬

季正常供暖上一个‘保险’，我们会加强监督，加快
进度，大家工作很有劲头！”10 月 22 日，在河南能
源义煤公司常村煤矿协调会上，该矿后勤中心负
责人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常村煤矿党委围绕职工生产生活，
坚持以解决职工急难愁盼为出发点，通过调研、座
谈、走访和完善多部门联动机制等多种方式，深入
践行“我为职工办实事”实践活动。

近期，结合去年供暖季设备运行和职工诉求、
建议、反馈等情况，针对因使用时限长，易出现交
换站换热效能不足、温差较大，设备老化、循环压
力小，以及二级管网老化、系统频繁补水等问题，
一方面积极与义马市沟通，了解今冬矿区供暖实
际情况，另一方面召开专题会议决定进行供暖改
造工程招标，并于 10 月初开始实施。

“此次供暖改造工程，主要更换交换站内的循
环泵、补水泵和增加交换板，对供暖区域 4500 多

米不同管径老化的管路进行改造。虽然时间紧、
任务重，但矿上认真制定了方案，倒排工期，加强
现场督导。”该矿后勤中心主任说。

施工中，后勤中心对照安全环保、质量技术措
施方面要求，每天安排人员现场巡查，重点对管道
沟等隐蔽工程进行查看，紧盯管道沟开挖规避事
项、供暖管道焊接点和合缝对接加固、砂土填埋、
土方覆盖等关键作业环节，严格监督操作行为和
质量标准细节，确保工程安全有序推进。同时，加
大对职工澡堂、公寓和办公区域室内供暖管路、暖
气包等供暖设施隐患的排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
进行整改，并强化日常维护，杜绝盲区，防止跑、
冒、滴、漏现象发生。

目前，改造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预计 11 月
初全部竣工，提高矿区供暖保障能力，让职工不会
因“暖气不热”而犯愁，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正能量。

（吴美莲）

美成童话秘境！

三门峡这些赏红叶宝藏地等你打卡
本报记者 葛洋

渑池县坡头乡漫山遍野的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 张春光 摄

卢氏县范里镇滨河社区：

举办消防知识讲座 筑牢安全“防火墙”

市老体协在省老健会上
获多个奖项

河南能源义煤公司常村煤矿：

提前改造供暖设备 确保职工温暖过冬

本报讯（记者单义杰）10 月 27
日，记者从三门峡市文化馆获悉，

我市多个作品在“民族瑰宝 说唱

梨园”2024 河南传统戏曲、曲艺展

演活动中获奖。

本次活动旨在推动传统戏曲、

曲艺事业发展，激发广大戏曲、曲

艺爱好者的创作热情，充分挖掘黄

河流域戏曲、曲艺文化蕴含的时代

价值，展示中原地区优秀的传统艺

术，培养一批戏曲、曲艺人才，进一

步推动河南省传统戏曲、曲艺事业

的繁荣。

我市参演作品艺术价值高，奖

项等级高，现场演出也十分精彩，

既有慷慨激昂的陕州梆子，也有委

婉动听的眉户等，获得观众和评委

的一致赞叹。

据了解，我市选送的陕州梆子

《徐策跑城》和眉户《老槐树下》两部

作品获传统戏曲、曲艺作品一等奖；

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任建民撰写的《探究戏剧表演中

演员的自我与角色塑造关系》获论

文创作二等奖；三门峡市文化馆（三

门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和三门峡市陕州区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获活动集体组织奖；刘云、黄清

华、焦末汝获个人组织奖。

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 展 演 活 动 成 绩 优 良 ，既 展 示 了

我 市 在 戏 曲 、曲 艺 领 域 的 丰 硕 成

果 ，也 增 强 本 地 艺 术 家 和 文 化 部

门宣传、传承戏曲非遗的动力，有

利于促进我市非遗保护事业进一

步发展。

我市多个作品在省级戏曲、
曲艺展演活动中获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