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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朋友在温哥华，听了曹老师的摄影课，
讲怎样拍好天鹅，就追随她的脚步，来三门峡拍天鹅！”
近日，站在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大王
镇天鹅湾的木栈道上，望着眼前优雅翩跹的大天鹅，加
拿大华人 Connie 不时轻触相机快门，禁不住赞叹，“三
门峡的天鹅太令人着迷了！”

Connie口中的“曹老师”是谁呢？
她 叫 曹 晓 春 ，是 三 门 峡 土 生 土 长 的 大 天 鹅 摄 影

家。曹晓春退休前在三门峡民政部门工作，因为照片
拍得好，还在单位兼职搞宣传。2004 年起，她迷恋上生
态摄影，开始拍摄野生大天鹅，20 年来乐此不疲。因女
儿定居加拿大温哥华，曹晓春退休后也随女儿长居，协
助照料外孙女。然而，每当家乡的天鹅季来临，她的心
便不由自主地飞回三门峡。

10 月 25 日，曹晓春刚从温哥华归来，便不顾旅途劳
顿与时差困扰，第一时间赶到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看看她心中牵挂已久的大天鹅。几天后，她
在温哥华结识的影友 Connie 及其三位伙伴，也跨越千
山万水抵达三门峡，专程前来捕捉大天鹅的绝美瞬间。

即使远在温哥华，曹晓春的心灵深处仍有一片属

于摄影的净土。每当闲暇之余，她便携起相机，走进自
然的怀抱，追逐那些振翅高飞的鸟儿。这一爱好让她
遇见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摄友，大家无不惊叹于她镜头
下捕捉的每一个灵动瞬间。甚至，当地的几个摄影协
会也向她伸出橄榄枝，邀请她为摄友们授课。

每当这时，曹晓春不仅细致入微地传授着大天鹅
的拍摄技巧，还讲述着三门峡的青山绿水和黄河湿地
独特的生态环境。她还会告诉大家大天鹅是如何年复
一年，以非凡的毅力与优雅的姿态，跨过山河大海，在
三门峡栖息越冬。她的讲述让身边的摄友们对三门峡
这片热土心生向往。

因此，这便有了 Connie一行的三门峡“拍鹅”之旅。
曹晓春告诉记者：“12 月，还有两位技艺高超的摄

友将从温哥华专程赶来拍摄天鹅，他们的水平与我不
相伯仲，我等着接应他们！”“要想真正捕捉天鹅之美，
关键在于深入了解天鹅的习性。摄影最终比拼的不仅
是技术，更是文化内涵与背后的动人故事。”她说。

曹晓春回忆道，大约在 2009 年 3 月，大天鹅即将飞
离 三 门 峡 ，曹 晓 春 和 几 个 摄 友 在 市 区 青 龙 湖 蹲 点 拍
摄。午饭时间，几个摄友去吃饭，曹晓春留守，这时她

发现，大天鹅开始排队了：
一只威严的领头大天鹅翱翔于队形前方，犹如一

位智慧的指挥官。起初，大天鹅们以四纵队的阵形优
雅地飞翔，但领头大天鹅似乎并不满意，它发出两声清
脆的鸣叫。紧接着，大天鹅们在空中灵活变换，队形奇
迹般地调整为八纵队。然而，领头的大天鹅依旧不满
意，它穿梭于队伍之间，仿佛传达着无声的指令，大天
鹅们变换成壮观的十六纵队。领头的大天鹅满意地飞
回队首，左右审视，确保队形无可挑剔后，再次发出响亮
的鸣叫，引领着同伴在青龙湖上空优雅地盘旋了三周，最
终才缓缓振翅飞向远方。曹晓春深情地说：“大天鹅对这
片土地的爱恋很深厚，它们的离去充满了仪式感，这证明
了它们与人类一样，拥有丰富而深刻的情感世界。”这一
幕温馨而震撼的场景，当时被曹晓春的镜头捕捉并永远
定格在了相框之中。

“你每年都拍天鹅，不会厌烦吗？在技术方面还能
突破吗？”面对记者的提问，曹晓春表示，技术方面的突
破并不重要，“我已经把天鹅当成了家人，就想来听听
它的叫声、看看它的样子。这些年天鹅在三门峡一年
比一年好，我感到满足又开心！”

又到一年硕果季，又是一派丰收景。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
上市的时节，三门峡市各个种植园内的猕猴桃喜获丰收。漫山遍
野的猕猴桃不仅绿染果园，更乐在百姓心田。

“今年雨水足，猕猴桃长得特别好，真是一个丰收年！”日前，
灵宝市故县镇红花寨村春瑞果蔬专业合作社软枣猕猴桃种植园
负责人李春生看着挂满枝头的猕猴桃乐呵呵地说。

灵宝开展猕猴桃种植由来已久。近日，走进灵宝市故县镇尚
家湾村猕猴桃种植园，只见猕猴桃藤郁郁葱葱，个头饱满的果子缀
满枝头，十分诱人。工人们穿梭在猕猴桃园中，采摘、分拣、筛选、清
理、装箱。大大小小的果实，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致富的希望，前来
采购猕猴桃的顾客们则忙着称果、装果，现场一派产销两旺的景象。

村民尚志平是该村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也是尚家湾村猕猴
桃种植园的负责人。在一次产业考察中，他发现猕猴桃种植成本
低，易于管理，劳动强度低，就购买了一批猕猴桃种苗，从此开始
从事猕猴桃种植。经过精心管理，初步收益可观，尚志平于是扩
大种植规模，成立了尚达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进一步增加猕猴桃
种植收益。

“今年我这 200 亩土地猕猴桃，有 90 多万斤产量，产值可以达
到 400 万多元。”据尚志平介绍，目前，该种植园成熟的猕猴桃已被
提前订购完。同时，该公司的果品还受到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
山西省运城市等外省顾客的青睐。

尚志平让自己腰包鼓起来的同时，也带领一方群众增加了收
入。如今，在尚志平的示范带动下，周边群众也开始发展种植猕
猴桃，小小猕猴桃，化身群众致富的“金果果”。

随着猕猴桃的丰收上市，位于湖滨区交口乡野鹿村的鹿之源
猕猴桃种植园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游客。他们有的是全家出动，有
的是与朋友结伴而来，大家都想亲自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在果
园里，游客们一边欣赏美丽的田园风光，一边采摘新鲜的猕猴桃，
尽享甜“猕”。“这里的猕猴桃汁多、口感好，非常新鲜，同时还能体
验亲手采摘的乐趣，以后我要带更多的亲朋好友来这里。”市民刘
女士开心地说。

优质的果品离不开果农的默默耕耘。为了提高猕猴桃的种
植技术和管理水平，野鹿村组织人员专门到猕猴桃之乡陕西眉
县、四川蒲江等地学习先进的猕猴桃种植技术及管理模式。“今年
猕猴桃喜获丰收，能为村集体增加数十万元收入。”野鹿村党支
部书记刘占峡表示，“我们将扩大猕猴桃种植规模，并积极探索深
加工产业，开发猕猴桃果汁、果脯、果酱等产品，以延长产业链。
此外，我们还计划结合乡村旅游，打造猕猴桃采摘园和农家乐等
项目，吸引更多游客，促进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

卢氏县朱阳关镇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湿润，日照充足。这些
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为猕猴桃产业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经过长期发展，猕猴桃种植已经成为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一
项重要产业。

“目前，我种植的 8 亩多猕猴桃已经全部被外地客商采购完
毕，为我带来了十几万元的收入。”近日，朱阳关镇杜店村种植大
户祝红超高兴地告诉记者。

张光新是自南阳市西峡县的收购商，多年来，他坚持到卢氏
县朱阳关镇杜店村百亩猕猴桃种植园收购猕猴桃，还专门在当地
建了冷库，用以储存收购来的猕猴桃。“卢氏县产的猕猴桃质量特
别好，销路广阔，很受西峡县客商的欢迎，是我们采购猕猴桃的首
选地。”张光新表示。

猕猴桃产业不仅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促进了农
业产业优化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杜店村党支部书记
祝小波说：“我们村现有猕猴桃种植户 10 多户，种植面积 130 亩，
亩产 3000 斤左右，目前主要销往南阳市西峡县和陕西省西安市。
我们计划将猕猴桃推向更多城市，进一步打开市场。”

猕猴桃以营养丰富、低热量、口感佳等特点深受市民喜爱。
在湖滨区涧南批发市场、市区虢国农贸市场等各精品水果店里，
酸酸甜甜、入口绵细的猕猴桃成为很多市民的“心头好”，不断丰
富着市民的“果篮子”。

猕猴桃产业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三门峡的猕猴桃产
业也将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果品，迎
来美好明天。

本报讯 动 手 实 践 ，魅 力 无
限。为进一步落实陕州区中小学
学科素养提升实施方案精神，积极
践行数学新课标，提升学生数学核
心 素 养 和 小 组 合 作 意 识 ，11 月 5
日，陕州外国语学校小学部举行了
提升学科素养系列活动之学生数
学动手能力比赛。

据了解，此次竞赛项目是拆拼
纸盒，分设个人赛和小组赛，个人
赛主要考察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以及动手操作能力；
团体赛着重考查学生的团队协作
能力、沟通交流水平以及合作解决
问题的能力。

活动中，三年级选手要在规定
时间内画出标有尺寸的长方体和
正 方 体 展 开 图 。 孩 子 们 聚 精 会
神、目光专注、认真观察，仔细分
析立体图形的特点，想象它们展
开后每个面对应的长和宽，再在
卡纸上测量、绘图、标注。整个过

程紧张有序、环环相扣，展现出孩
子们良好的学科素养和扎实的数
学基本功。四年级参赛内容提高
了难度，他们不仅要画出立体图
形的展开图，还要裁剪之后再拼
贴成完整的长方体和正方体。虽
难度加大，但孩子们一丝不苟、从
容自若，在量、画、剪、折、拼等环
环相扣的操作中，一张张普通的
彩色卡纸，在孩子们手里，变成了
一个个富有创意的数学魔方，让
大家沉浸式地体验到了数学的奥
妙和神奇。

提 升 数 学 素 养 ，实 践 助 力 成
长。此次活动不仅为该校学生搭
建了一个展示自我、挑战自我的舞
台，激发了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和
热情，还提升了学生的空间思维观
念、动手实践能力、团队合作意识，
更好地拓宽数学学习空间，为提升
学生学科素养助力赋能。

（张俊才）

本报讯 11 月 6 日上午，黄河
三门峡医院泌尿外科“感谢培养
回报家乡”系列义诊活动第五场
在湖滨区磁钟乡贾庄村开展（如
上图），为当地的乡亲们送上健康
关怀，受到热烈欢迎。

自 10 月中旬以来，在黄河三
门峡医院公共事业发展部的大力
支持与协助下，该院泌尿外科携
手 心 血 管 内 科 、甲 状 腺 外 科 、关
节/创伤骨科、消化内科、口腔科、
耳 鼻 喉 科 、老 年 医 学 科 、神 经 内
科、肾脏内科、儿科、超声科等多
个科室，先后深入该院职工家乡
——灵宝市杨家湾村，卢氏县双
龙湾镇、潘河乡、杜关镇马院村，
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乡亲们的
家门口。据统计，该系列义诊活
动已为 600 余名群众送去全面、细
致的问诊和健康指导，为 300 余人
免费进行了泌尿系统彩超、甲状
腺彩超和心电图检查。

“每次义诊，专家们都怀着极
大的热情，为了能尽早到达现场，
医疗团队往往在早上 6 点 30 分就

准时出发。面对乡亲们的殷切期
盼，大家不辞辛劳，坚持为每一位
前来的乡亲认真做完检查，常常
忙碌到下午一两点才结束。”该科
室工作人员表示，义诊受到群众
的热烈欢迎，现场总是人头攒动，
排起长队。每到一处，当地的乡
镇卫生院、乡村医生及村委会也
都给予了极大支持。

对于带队到家乡义诊的科室
职工而言，这次活动更让他们感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职业自豪感。
一位职工感慨道：“活动现场，亲
戚 们 拉 着 我 的 手 介 绍 身 边 的 长
辈，还有主动要联系方式的乡亲，
那一刻，身为白衣天使的光荣和
自豪变得真实具体。”

据了 解 ，该 系 列 义 诊 活 动 将
继 续 前 往 卢 氏 县 东 城 小 区 、湖
滨 区 磁 钟 乡 赵 家 后 村 和 陕 州 区
西 张 村 镇 丁 管 营 村 ，将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带 给 更 多 父 老 乡 亲 ，以
实 际 行 动 为 乡 村 健 康 事 业 贡 献

“黄医”力量。
（文/图 王宏瑾）

本报讯（记者单义杰）日前，河南省科技厅
印发《关于公布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
南赛区暨第十六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
业（项目）及优秀组织奖的通知》，其中，我市多
家企业及单位获奖。

三门峡硅基新材料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的煤矸石高效综合利用项目荣获初创组三等
奖 ，三 门 峡 智 造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的 中 厚 板
高质量智能焊接技术与装备项目荣获初创组
优秀奖。

河南信念晨帆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的零时工
自动化管理及工资结算系统项目，河南承明光
电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MO 源含碘废液制备
电子级碘代烷项目，河南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高产抗逆香菇优良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乡
村振兴项目，三门峡市瑞之恒药业有限公司的
连翘叶、黄芪提取物在中兽药中的应用研究项
目和河南省中威春雨植物营养有限公司的飞絮
生态精准防控应用示范与推广项目荣获成长组
优秀奖。

三门峡市科学技术局和三门峡经济开发区
经济发展部荣获优秀组织奖。

据了解，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南
赛区暨第十六届河南省创新创业大赛历时近 4
个月，分为网络初赛、地市复赛、省半决赛、省总
决赛 4 个环节，设立 15 个分赛区，总奖金 2000
余万元，并配套有创业融资、职称评审加分等多
项支持政策，吸引全省 2194 家企业报名参赛。

本报讯（记者李博）线缆故障、线杆倾倒问题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三门峡市“12345”热线每次接到此类问题，都会第一时间进行
处理，消除安全隐患。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三门峡市“12345”热
线共受理通信线杆、线缆问题 700 余起，及时有效消除安全隐患。

近日，市“12345”热线接到连霍高速公路三门峡段工作人员
反映，连霍高速陕州区大营镇城村路段跨高速路上方，由北向南
的高压线 k828 处破损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市“12345”热线第一
时间将该问题形成工单并派发至陕州区人民政府处理。

陕州区人民政府将工单交由国网三门峡市陕州供电公司调
查处理。经国网三门峡市陕州供电公司核实，群众所诉高压线并
非供电公司资产。为确认该处高压线产权，陕州区将工单交派至
陕州区工信局。经核实，这处高压线属原惠能电厂资产，但该厂
已破产失联，协调难度较大。因该处属于陕州区行政区域内，且
破损高压线悬挂在车流量大的连霍高速公路上空，一旦断裂垂
落，后果不堪设想。为消除安全隐患，经该区工信局多方协调，最
终联系河南金桥电力公司对破损电线进行处理，经专业施工人员
对破损电线加固维修，安全隐患被排除。

11 月 4 日，陕州区硖石乡车壕村村民孙先生致电市“12345”热
线求助，称村中主干道上有根通信线杆倾倒，线缆垂落在地，影响
交通且存在隐患。随后又有几名村民相继致电反映同一问题。
市“12345”热线接到求助后，立即交由陕州区人民政府处理。

陕州区人民政府随即联系三家通信公司到现场查看权责归
属。经现场勘查，确定通信线杆上的线缆分属联通、移动、电信等
通信公司后，工作人员立即与各通信公司沟通协调，制定维修方
案。为尽快恢复道路通行，工作人员在现场拉起警戒线，安排专
人现场维护安全。同时迅速联系工人和运输车辆，利用专业设备
将倾倒的通信线杆移至安全地带重新直立，并对断裂的通信线缆
进行修复。几个小时后，道路和网络恢复正常。随后，各通信公
司对周边路口的通信线杆进行全面排查，更换两根裂痕严重的通
信线杆，并将落地线缆架高捆扎，消除了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吴若雨）随着冬天的来临，三
门峡市又迎来了寒风萧瑟、落叶纷飞的季节。
11 月 6 日，记者走访市区多个落叶较为集中的
路段，并对相关部门进行采访，了解我市针对落
叶清扫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三门峡虢国公园附近，环卫工人马师傅
和他的同事正忙着清扫街道上的落叶。马师傅
表示：“我们两个人负责这一段的清扫工作，先
用扫帚将落叶聚拢，再装入专门的塑料袋中。
今天风相对较小，清扫还算顺利，但落叶很快就
又堆积了。”与此同时，不远处，另一位环卫工人
李阿姨正清理着绿化带内的落叶。她表示，绿
化带内的落叶需要耐心细致清理，如果遇到雨
水天气，落叶粘在地面上，清扫起来会更困难。

当晚，记者来到市区上阳路与五原路交叉

口路北，环卫工人李师傅正专心致志地清理着
下水口堵塞的落叶。他呼吁个别市民不要随意
乱扔垃圾，尽量保持市容整洁。

记者从三门峡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了解
到，针对今年天气变冷、落叶增多且持续时间长
的特点，该中心在 10 月初就制定了详细的应对
方案和措施。该中心要求各作业公司采购 10
万只大型塑料袋和平推板备用，并坚持每天早
晚两个时段对全市各路段进行巡察，督导环卫
作业采取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作业模式。同
时，该中心还加强了城区落叶的清扫和清运频
次，对树木茂盛的主要道路，每天至少清扫 5 次
落叶。对于体积大、重量轻且难以及时清运的
落叶垃圾，采取先清扫收集，再装入塑料袋内的
方式，利用夜晚时间加班加点进行清运。

据统计，该中心每天出动环卫人员约 1100
人次，车辆 66 车次，清运树叶 1500 余包，清扫道
路 75 条。此外，在中午气温较高的时段，该中
心还组织力量集中冲洗道路浮尘，确保市容环
境干净整洁。

入户调查 答疑解惑
近期，湖滨区湖滨街道茅津社区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居民家中开展 2024 年人口抽样

调查工作。工作人员根据要求逐户上门走访，详细询问居民家庭人口数量及相关人员
信息，并认真做好记录。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宣传了社区的各项便民政策及服务，
解答居民疑问。 本报记者 张明 摄

从温哥华到三门峡，她始终痴迷“拍鹅”——

千 万 里 ，我 追 寻 着 你
本报记者 邹森

黄河三门峡医院：

“感谢培养 回报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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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州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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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创新创业大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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