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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创业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忘记家乡

的这片土地。这村子北边的娘娘山、长虫山，小时

候天天去那儿割草放牛，虽然现在住在郑州，但

常常梦到小时候的情形，一直忘不了家乡的发展，

所以去年决定在家乡投资，引领乡村产业振兴。”4

月 20日上午，在临汝镇西马庄村北侧的无花果种

植基地，正在翻看收购的羊粪发酵程度的马胜国说

道。

今年 54岁的马胜国 2009年之前一直在家搞运

输，2009年有了一定积蓄的他来到郑州，开办建筑设

备租赁公司，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赚了钱之后全家迁居

郑州。

致富不忘桑梓地，马胜国两年来先后向临汝镇政

府捐款 1万元、村里捐物 2000元，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2020年 8月，向市慈善总会捐款 2万元，被授予市慈善

总会会员。

处于丘陵山坡的西马庄村因为土地贫瘠、水利条

件差，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务工，很多耕地处于

半撂荒状态。心系家乡发展的他受村两委会邀请，决定回村投资农业。“回

村之前，我先后到山东、四川等地考察，最终决定引进种植无花果”。2021

年初，他先后投资 70万元，一期流转村民土地 60亩，建设无花果种植基

地，林下套种丹参、黄精等中药材。

从熟门熟路的建材商，转型做职业农民，马胜国从一名小学生做

起，认真学习无花果栽培、田间管理技术。“我引进的是矮化果树，土地

施用的是发酵后的羊粪，不施化肥，这样的好处是土壤不板结、病虫害

少，而且结的果实甜度高、口感更好。种植无花果关键是除草，全部用

小型旋耕耙除草，不施除草剂，杜绝农药残留。无花果当年种植、当年

结果，去年刚挂果就收了 1万多斤鲜果，没有出地块就卖完了。”

把自己在郑州的产业交给妻子打理，马胜国一门心思吃住在

田间的简易房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精心管理下，无花果长

势喜人。4月 20日上午，记者在他的种植基地看到，果树已长到

膝盖深，林下种植的丹参已经开花，黄精枝叶繁茂。

“今年预计产果五六万斤，进入盛果期后每亩地的产量在

4000斤，总产量可以达到 20万斤以上。下一步准备在前期

试验种植成功的基础上，扩大种植面积，建设冷库和烘干

车间，向无花果果干、果酒发展；同时开挖深水机井、配

套滴灌设施，做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探索其他经济

作物种植，把这些山坡地逐步打造成特色种植示

范区。”走在无花果林间的马胜国说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李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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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有着 11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也

是一名医护人员，我想报名参加志愿者……”

在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港区附近，志愿者张晓瑞

每天早上 6点就准时报到，这样的日子从上海

疫情防控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多天。

张晓瑞是我市第一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

外科的一名主管护师，3月份她陪同患病的丈

夫到上海看病，在出院时恰逢上海出现新冠病

毒确诊病例，“关键时刻绝不能给老家汝州市

和上海市添乱”。她和丈夫当即决定在附近小

区租住，等待疫情结束后再回家。

在租住小区附近的居委会，当张晓瑞做完

核酸检测，看到志愿者的岗位有空缺，闲不住

的她出于医护工作者的天职，自告奋勇去居委

会办公室报名。她说，“我是一名医护人员，在

疫情防控时期，曾多次参加汝州市当地医院发

热门诊、隔离病房以及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工

作，我想报名成为一名志愿者，为疫情防控贡

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居委会领导被她的

真诚打动，给她讲明志愿者的职责后，登记好

信息，她立即换好防护服，便投入到志愿者大

军里忙碌着。晚上回到出租屋里她才和老公商

量起这件事。

张晓瑞的丈夫叫闫浩浩，在汝州市信访局

工作。听完她的诉说之后，非常支持她的决定。

“这是做好事，也符合你的专业，我支持你去，

你不用担心我，我可以照顾自己，但是特殊时

期你要做好防护，注意安全。”得到丈夫的肯定

后，张晓瑞的干劲儿更足了。每天她总是早早

地出现在志愿者岗位，上午测量体温、查验核

酸码、维持秩序、帮助老人和孕妇等。“请您保

持一米距离”“请提前出示核酸码”，“请戴好口

罩”这几句熟悉的话语在核酸检测现场无限循

环。下午她同其他志愿者一起，帮忙给当地居

民分发物资以及防疫用品，并走街串巷用小喇

叭提醒大家积极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减少出门

和聚集。

一天下来虽然忙碌，但她觉得非常充实。

一次吃饭时间志愿者队长同她闲聊，问她“为

什么来上海，在上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瞬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她的眼睛湿润了。这

一个多月以来，她有太多的心酸和苦水，她担

心老公的病情，担心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她想

赶紧回家……但她瞬间回过神，只说一句“我

们是来上海看病，刚好碰上了疫情，生活方面

可以自己解决的，没有困难……”

采访结束时，张晓瑞表示：“作为一名汝州

人，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我想为上海疫情防

控出份力，就是这么简单。”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马胜国查看无花果长势

在钟楼街道拐棍李社区，有这样一

位老人，他做手工，爱书法，老年生活乐

趣无穷。

4月 14日，记者来到王章留老人家

中，一进门就感受到一股书香气息扑面

而来。院里摆满了花草盆栽，屋里挂满了

书画，还有满壁柜的雕刻作品……

今年 77 岁的王章留跟土地打了一

辈子交道。农闲时间，他喜欢看书、学习、

舞文弄墨，也爱动手制作一些生活中常

用的工具。年轻时由于要忙于生计，又要

养活一家人，他有心想学一些技术却没

有条件，就逐渐放下了自己的爱好。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儿女们早已

成家立业，不需要我照顾了。”王章留笑

着说，他平时很注重锻炼身体，只要天气

条件允许，就会约上三五好友出门，几个

老伙伴有时一起骑行到郏县临沣寨，早

上去下午返回，有时晚上去体育中心的

广场上挥鞭子打陀螺，疫情之前也经常

出远门旅游，生活十分惬意。

2018 年，王章留和家人去湖北旅游

时，看到武汉一位老教师就地取材制作

工艺品，这让他非常感兴趣。回来后，王

章留也开启了自己的“手工达人”之路。

在王章留家的壁柜前，陈列着他自

制的雕刻作品，有动物，有卡通人物，虽

算不上精巧，但也栩栩如生且充满趣味，

而且制作这些物件的原料一般是生活中

常见的材料，像木头锯末、纸箱之类。

采访中，他拿起一件“招财猫”的小

摆件说，“这一件就是用废纸箱做的，将

废纸箱粉碎黏合，放入模具，等风干之后

倒出开始精细雕刻，最后上色，就是成品

了。废纸箱扔了挺可惜，但做成小摆件就

大变样了。”

王章留的许多模具、工具都是自己

制作的，家人也非常支持他，于是他把家

中一间卧室改成工作间。常见的自行车

轮胎、几根钢丝、一把小铲子等，都能在

他手中发挥大作用。

除了爱好手工，王章留也一直践行

“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闲暇时，他就

在家中练习书法绘画，还特意把 2楼布

置成简单的书画室，墙上挂满了他的书

法作品。他的书法作品中，有潇洒清瘦的

柳体，也有自然雄健的颜体……笔锋或

苍劲有力，或秀美飘逸，不同类型的书

法，在他的笔下都形神兼备。

王章留还特别喜欢摄影，时常去各

地的碑林，将上面的文赋拍下，拿回家临

摹，因此他所写的作品各种字体、风格都

有。在他看来，临摹别人的文字作品，也

能读出很多道理，写着写着心态就平和

了，处事也坦然了，对整个人的身心健康

都很有帮助。他的这种好心态也影响了

自己的家人，如今王章留家已经四世同

堂，一家人在他的带领下相处和谐，从没

发生过矛盾。

“我们虽然人老了，但心不能老。无

论什么时候，都要有追求，要去留心生

活，这就是一种不服老的精神。”提起自

己的“快乐秘诀”，王留章老人笑着说道。

融媒体中心实习记者 黄浩锐

①王章留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

②王章留正在专注雕刻作品

③王章留雕刻的人物、动物栩栩如生

张晓瑞在上海市核酸检测现场为群众测量体温

王章留：

书法雕刻样样习 业余生活乐陶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