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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 粮 有 了 新 地 儿
□记者 张筱苑

10月上旬，站在大舞台前方，看
到有村民迎着太阳,用木耙一遍一遍
地翻动粮食。

“以前在路边晾晒粮食，收放粮
食时要考虑安全问题不说，还会影
响来回的车辆。”李阿姨说，“现在不
同了，舞台中央的空地任凭我们使
用。”

李阿姨是张安康公司的老员工
了，她就在舞台旁边的这间厂房工
作。这里大部分都是一些中年妇女，
主要负责筛选优质苹果，并进行打
包、封装。

一听说李阿姨家的粮食要晒，
首先坐不住的就是张安康。“你去
吧，把粮食就放咱舞台中央，我帮你
看着，你就安心工作，啥都不受影
响。”张安康说。

从李阿姨的口中得知，以前她和
爱人总是因为家务事沟通不畅，也为
此发生过不少口角，但是现在不同

了。“我就一边赚钱，一边顾家，家庭
也比之前和睦了不少。”李阿姨开心
地说。之后，她继续挥舞着木耙，穿梭
在粮食之间。

也许，张安康的一句话或一个举
动，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对

村民来说，也许会改变这个人的状态
甚至会辐射到整个家庭。

“我现在不管在家里干活还是在
工厂干活，每天的心劲儿都特别大，就
想把这些事情做好。”李阿姨看着自己
的粮食，对未来的生活信心满满。

□记者 刘凯华

11 月 3 日，立冬前夕。清晨的黄河
南岸，寒风微凉，荷塘水波荡漾。此刻，
荷塘中早已没了夏日“接天莲叶无穷碧”
的诱人景致，枯萎的荷梗像是被贴上了
一层金箔，闪着耀眼的光。眼前的景象
让临猗县孙吉镇莲藕种植户李福红喜上
眉梢。“在这荷梗下面，藏着数不清的‘金
疙瘩’。”李福红说。

位于永济、临猗、万荣黄河岸边接连
不断的万亩荷塘，放眼望去，一条条雪白
的莲藕接二连三地浮出水面，一艘艘满
载莲藕的船只向岸边驶去，一筐筐鲜嫩
的莲藕被工人们装进货车，运往大型农
贸市场。在这里，李福红口中的“金疙
瘩”——莲藕迎来丰收季。

由于藕身脆嫩，无法机械化作业，挖
藕人必须“身陷泥潭”进行人工挖藕，因此

被称为是在泥里“淘金”。在黄河滩涂，挖
藕人穿着“连体衣”在水中摸索着，锁定莲
藕位置后用高压水泵在水下冲刷，不一会
儿，一根长长的莲藕就露出水面了。

在永济市张营镇的黄河滩涂中，一
片片莲藕池里，藕农们正在泥里“刨金”，
挖藕、洗藕、装车、外运……大家忙着采
挖莲藕供应市场的同时，也在为今年的
莲藕生长“腾地”。

伴随着柴油机的轰鸣，永济挖藕人
马小龙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不能穿太
厚，这样会在水里活动不开。”马小龙向
记者介绍起自己的挖藕装备。

在这里，充沛的黄河水源滋养和沙
质土壤的良好通透性，为莲藕生长提供
了理想的环境。记者了解到，张营镇出
产的莲藕条长肉厚、口感鲜嫩。每年丰
收季，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纷纷前来，将这
里的莲藕运往陕西、四川等地，让更多人

品尝到来自黄河滩的美味。
“莲藕的丰收得益于黄河滩涂得天独

厚的资源条件。这里的沙质土壤通透性
好，含有多种微量元素，以及大量淀粉、维
生素和矿物质，深受市场欢迎。”孙吉镇北
赵村莲藕种植户张天才说，今年，他种植
了2000多亩莲藕，每天20多个工人能采
两万多斤。下一步，他计划继续扩大莲藕
种植规模，同时在藕塘里养殖小龙虾，以
实现更多的“生态+经济”双赢。

近年来，临猗县依托黄河滩涂水利
资源丰富、滩涂面积宽广的优势，大力发
展莲藕产业，种植的莲藕肉质丰厚，具有
香、脆、甜等特点。目前，该县莲藕种植
面积达3.5万亩左右，年产量5万吨，产值
达两亿元，莲藕已发展成为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莲藕产业的发展，也让村民实现了在
家门口就业。“我是本地的，每天早上5点

钟起床来这边打工，一天能挣300多元，主
要工作内容就是把莲藕运送到车上，不出
远门就能挣到钱，挺不错的。”郑云峰说。

多年来，万荣县的种藕大户师女
士带动当地村民从事莲藕种植产业，
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拓
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今年，随着莲
藕丰收季的到来，她也开始了第一次

“触网”——在黄河边开起了直播。“下
一步，我们将在初级产品的基础上做
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走
电商或直播带货的销售渠道，希望为
附近的村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对于
后期发展，师女士说。

“黄河滩地变‘聚宝盆’。”正如张
天才所说，种植莲藕带来的全是好事，
不但做到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更是
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

黄 河 滩 涂 莲 藕 丰

海采·众人点赞张安康（5）

记者 卫行智 作

运城晚报讯（记者 崔萌）小路灯
照亮大民生。日前，盐湖区大渠街道
大 渠 村 的 120 盏 路 灯 安 装 完 毕 。 夜
晚，一盏盏明亮的路灯照亮村民的回
家路。

群众利益无小事，件件实事惠民
生。今年10月份，该村把深入推进村庄
亮化工程列入民生实事项目，在村内各
条背街小巷安装了100瓦功率的太阳能
路灯120盏，以点亮和美乡村，照亮村民
回家路。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王海军介绍，此前，村里的路灯因年久
失修早已不亮，一到晚上，村里漆黑一
片，给大家出行带来不便。如今，全村
道路的路灯实现全覆盖，村民对此交口
称赞。

近年来，大渠街道和美乡村建设持
续增强，对民生实事工程的投入力度不
断增加。这120盏路灯照亮的不只是回
家的路，还温暖了群众的心。

▶近日，闻喜县科学技术协会携手县
松鼠文化科技中心，来到该县裴社小学开
展科技实践进校园活动。

活动以“提升学生科学素质 协力建
设科技强国”为主题，通过铁签穿气球、火
焰神掌、塑料袋火箭、神奇的静电、消失的
颜色和磁力小车等多项实验，吸引着学生
们踊跃参与。在活动现场，大家睁大眼睛，
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眼神中满是新奇与
惊叹。

闻喜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杜永康表
示，科技实践进校园活动成功点燃了孩子
们对科技的热爱，在校园播下创新的种
子。相信在未来，这些播下的种子会生根
发芽，创造出更多的科技奇迹，让校园处处
绽放科技之花，为推动科技强国建设贡献
青春力量。

特约摄影 刘佳

盐湖区大渠村

安装惠民灯 照亮回家路

科技实践进校园

▲活动现场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近日，
2024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举行，我
市闻喜县选送的豢龙庄·杜仲茶获得入
围奖。

2024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由
中国旅游协会、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
赛组委会举办，吸引了全国各地千余
家企业参赛。豢龙庄牌杜仲茶是我
市闻喜县人辛灵海研究开发的，他创
办了山西龙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多年来，该公司苦心专研杜仲茶的生
产工艺，不断完善加工标准，得以加
入山西药茶联盟。该公司生产的杜
仲小青柑、杜仲雄花、龙颜芽茶 3 款
产品被授权使用山西药茶公用品牌。

此次大赛获得嘉奖，更加坚定了
辛灵海做好做精杜仲茶的信心。“要
形 成 从 种 植 、管 理 、产 品 研 发 到 加
工、销售一整套较为成熟的产业链，
让杜仲茶为更多人的健康和美好生
活添彩。”辛灵海说。

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豢龙庄·杜仲茶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