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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于莉

“15分钟工作圈”开启美好新生活

“于总，这一家已经打扫完，发个视频您检查一下，我将转场去

下一家。”2月 22日下午 3时许，汝州市家家靓家政服务公司的一名
女员工，在保洁现场和于莉正视频连线。

接完微信视频，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于莉又忙着与乡村招工驿站

的几名负责人通电话。“这两天忙得很，2月 16日，公司开展了新年第
一课学习活动，姐妹们聚在一起分析当前形势、查找存在问题、明确下

一步目标，团结鼓劲、再启新程。”于莉说。

在于莉的规划中，2024年，她将带领团队内外“征战”。对外，
开展汝州外出务工人员专业劳务派遣。新春过后，第一批专车送

往厦门的汝州务工人员已经上岗。“为了让咱市的农村外出务工

人员都能找到一个挣钱的好工作，我们已经在全市乡村开展招工

驿站的网格化建设，目前已招募庙下镇、温泉镇、临汝镇、大峪镇

的驿站合伙人。”对内，利用自己的业务优势，于莉和她的团队打

造的汝州市区“15分钟工作圈”已经风风火火“转”起来。“一个电
话，我们的家政服务女工 15分钟就能上门服务，可开展家庭保
洁、老年人助浴助餐助医等专业服务。为了做好这项服务，公司正

在招募社区合伙人，通过网格化建设，相信我们的服务会越来越

优质，开启美好生活每一天，就在眼前。”性格开朗的于莉笑着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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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接待了一个参观团，新的一年，充满着新

的希望。我们为甲辰龙年设计的汝瓷龙系列作品，

受到广大客户的热捧，它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

的追求和向往，也预示着玉松汝瓷正在走向新的开

端。”2月 22日上午，河南省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的汝瓷专家李晓涓说到汝瓷的发展时，充

满信心。

李晓涓说，汝瓷作为中国传统瓷器之一，以其温

润如玉的质地、淡雅的色泽和精美的工艺而闻名于

世。新的一年，玉松汝瓷将继续在弘扬传承汝瓷烧制

技艺上下功夫，围绕市场需求创新器型设计，用不断

丰富的审美情趣创作出更多造型优雅别致的作品，满

足不同消费群体的时尚需求。同时，作为汝瓷企业的

决策者，她将致力于汝窑文化的宣传与推广，推动汝

瓷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在互联网时代下，李晓涓带领她的团队也进行了

新的品牌塑造尝试，在市场营销推广和渠道方面有了

新的突破。“根据时代的发展需求，在烧造原汁原味传

统器型的基础上，近年来，我们实现了由汝瓷收藏品

到生活品的成功突破；同时在销售渠道上实现了实体

店、加盟店、电商销售的分类组合模式。为了让更多的

中青年一代亲身体会到汝瓷乃至青瓷文化的博大精

深，我们还开展了消费人群亲手体验活动，在汝瓷技

师的指导下，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坯胎的制作，将自身

的艺术才能、创造灵感凝结到汝瓷坯胎中，看着它从

炉火中烧制出来，本身就有一种成就感。”李晓涓说，

不管是自己珍藏把玩，还是作为一件独特的礼物送

人，都会有不一样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汝瓷品牌会

通过用户的分享让“产品自己说话”，做好品牌和产品

的宣传。

“汝瓷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和期待。玉松汝瓷将借助汝瓷这一载体，让

更多的消费者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寄托美好的愿

望，在龙年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李晓涓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汝州城乡：人勤春来早 满满新希望

新春过后，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虽然依旧春寒料峭，但各行各业勤劳的人们已经满含着对未来的期望，全身心投
入火热的新天地。

汝瓷大师李晓涓

艺术的春天正款款走来

朱寨村

一村万棵树 和美乡村绿成荫

养牛大户任照伟

今年再买进牛犊 300 头

朱寨村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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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2日上午 10时，田野
里一片雪白，温泉镇朱寨村党总

支书记朱学卫正在百姓大食堂南

侧的汝河北岸指挥着挖掘机开挖

树坑。

“咱村是平顶山市今年确定

的‘一村万树 '和美乡村创建示
范村，按照标准，今年要在村街道

路两旁、村子周边闲置地方植树

1万棵。正月初五买树，初六就开
始栽了，目前已栽了 2000棵杨
树。趁着大好时机，我们准备在村

子周边、汝河岸边栽杨树 7000
棵，作为经济林，既可以保护环

境，又有经济价值。在村街栽植风

景树 3000棵，桂花树、大叶女贞、法桐各 1000棵，进一
步美化人居环境。”朱学卫说。

除了美化人居环境，朱寨村的支柱产业香菇种植

也有了新突破。“年前建成的一条香菇菌棒自动化生产

线，这两天已经投产，整个生产车间 2200平方米，预计
年产菌棒 400万袋，其中 300万袋用于村集体经济和
村民发展香菇生产，剩余 100万袋供应郏县、汝阳的友
好扶持村庄。”

说到村里今年的谋划，朱学卫透露：“我们准备利

用汝河便利的水资源，在汝河岸边投资 70万元建设一
个 200亩的荷塘，既可以作为乡村游项目，又可以利用
生长的莲藕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镇里非常支持我们村里的工作，正月初九还奖励

了我们 5000元钱。新的一年，真是越干越有劲！”朱学
卫笑着说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这次下雪前头，看着天气预报，我已经组织人给 1300多亩长势
较好的麦苗追了第二次肥。还有 600多亩也要追二次肥。这些忙完，
就该去青海犁地了，在那边签了 1.8万亩春小麦耕地的翻耕合同。”2
月 22日上午，刚刚从地里回到合作社的胡继农，又忙着“捣鼓”他的
拖拉机。

“春节前后，连续下了两场雨雪，墒情可以保持到 3月底前不用
浇地，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这次追肥后，随着温度上升，小麦将很快

进入返青期，半个月后，田间管理将逐渐转入除草和防治病虫害。由

于这场大雪，今年的病虫害程度预计要低于往年，这些都是今年小

麦丰收的有利条件。去年我种的小麦平均亩产 980多斤，今年肯定
会更好。”说到今年小麦的长势，胡继农非常满意。

胡继农的农力源农机合作社拥有耕、种、收等各种农业机械十余

台，价值 800多万元，除了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每年还会带领
“犁地军团”远赴青海开展生产合作。“春节前就签了 1.8万亩的生产合
同，青海那边到 3月下旬土地才解冻，4月下旬开始种春小麦。今年将
抽调 6台大型拖拉机，3月 20日到青海，1个月时间要犁耙结束，不耽
误人家的生产。”

2023年，胡继农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开展了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新技术的推广，取得了不菲的经济效益。今年，他将继续

推广农业种植新技术，“除了这个技术外，今年我专门留了 50亩春
地，开展玉米密植试验，新技术就是未来中国农业的希望。”胡继农的

话语，越来越有农业专家的味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种粮大户胡继农

麦苗追肥、青海犁地，这个春天够忙活

“去年下半年肉牛的市场行情不好，但我觉着，牛的价格已经触

了底，今年下半年肉牛的价格肯定会反弹，所以我准备再购买二三

百头小牛。”2月 22日早上 6点多钟，蟒川镇半西村养牛大户任照伟
已经来到南坡的养殖场，开始给大棚里的育肥牛投喂草料。

五六座牛棚里，饲养着将近 200头肉牛，除了高大肥胖的母牛
外，其余都是体重在 250千克左右的育肥牛。养牛场周围，是任照伟
租种的 700多亩山地。由于近来持续的雨雪，返青的麦苗一片葱绿，
层层梯田，画面感极强。

“去年下半年肉牛市场行情不好，但我看得准，牛卖得早了一

些，活牛卖到 15多元一斤，每头牛的利润在 3000元以上，还是不错
的。”任照伟快人快语。

“这里虽然是山地，但今年墒情好，加上现在这儿的地都能浇，

所以今年的小麦产量预计要好于往年。小麦丰产了，秸秆多，牛也有

啥吃了，一举两得。”任照伟笑着说。

“这批育肥牛养到四五月份就该出栏了，到那时应该能卖个好

价钱。出栏后，我准备再买进小牛，下半年搁住劲儿干。”面对一头头
身强体壮的牛儿，任照伟脸上洋溢着笑容。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任照伟查看肉牛长势

家家靓女工在保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