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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卢会长在，接亲顺利得很，现场既热闹又不失风度，
大家都很满意。”近日，在孟津区麻屯镇卢村，刚举办完婚礼
的卢先生说。

卢先生提到的“卢会长”，是该村红白理事会副会长卢小
强。如今，卢小强还有一个新身份——村民的“共享总办”。

“我们这里把女方负责出嫁事宜的总负责人叫作总办，
过去都是各自找家里的长辈来当。现在不一样了，谁家女
儿出嫁，都要来红白理事会免费聘请一名‘共享总办’。”卢
小强说。

“共享总办”因何而来？原来，多年以前，卢村村民举办
婚礼时婚闹现象严重，尤其是男方到女方家里接亲时，人们
堵门、拦车讨要烟酒红包的情况非常突出，有时还会因此出
现争吵、打架等现象，闹得双方都很不愉快。

5年前，为了遏制高价彩礼、低俗婚闹等陋俗，卢村在
成立红白理事会的基础上出台了一份规定，要求村民结婚
时必须到红白理事会登记报备，并由红白理事会指派一名
成员去女方家里担任婚礼总办，全程把控婚礼流程，重点遏
制过度讨要烟酒红包的现象，引导大家摒弃陈规陋习。

此举一出，效果很快显现。“过去，男方去女方家里接亲
时，发烟酒红包的花费少则六七百元，多则两三千元。有‘共
享总办’在场，大家玩闹就有度多了，一般花费不超过三百
元，条件好多备几条烟就行了。”卢村党支部书记杨辉辉说。

这些年，在“共享总办”的引导下，移风易俗的新风在潜
移默化中改变了卢村村民的认识。如今，谁也不会觉得烟
酒红包发少了没面子，低俗婚闹等不文明现象逐渐消失，婚
礼简办已成为卢村村民的共识。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通讯员 谢向前

村里有了“共享总办”
婚礼简办成为共识

连日来，“乡村振兴豫善同行”活动在全市广泛开展，公
众筹款线上平台捐款数额不断上升。在线上平台捐款名单
里，记者数次看到一个熟悉的网名“开心公益”。他就是多
次参与全国各地慈善捐款、近3年累计捐款5万多元的我
市退休干部孙善启。

昨日一大早，记者在洛龙区一游园内见到了今年69岁
的孙善启。“乡村振兴豫善同行”从6月26日持续至今，孙
善启老人每天都参与捐款。“做慈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00 元、50 元，不管多少，只要有活动我都会捐。”孙善启
说，之所以分成多次捐款，是因为自己资金有限，乡村振兴、
社区助老、关爱困难职工这些项目他又都想参与，所以分成
几天捐给了不同的子项目。

和记者聊天时，孙善启不断地左右走动。原来，他两侧
的裤兜里各装有一部手机，正在参与运动捐步公益活动。

“我每天走两万步，这样，通过两部手机每天就能捐 2 元
钱。”孙善启说。

不仅捐步，孙善启还擅长书法、绘画，他的作品大多捐
赠给了公益事业。5 月 14 日他到老城区培智学校捐赠
1000元现金，并送上了自己创作的书画作品。5月25日至
27日，孙善启回到开封老家，带上慰问品、书画作品等，开
展拥军优属慰问活动，并为家乡一所小学捐赠了 1000
元。粗略估计，近3年孙善启已累计为慈善事业捐款5万
多元。

孙善启说，他有退休工资，家里没什么负担，老伴儿很
支持他做好事，他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节俭，可以拿出退休
工资的一部分帮助他人。在他看来，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
助有困难的人，是一名老党员的责任。

洛报融媒记者 蒋颖颖 通讯员 王琰 李晓瑜

69岁老人近3年
累计捐款5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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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村里生活垃圾、树根乱堆，现
在干净多了。”近日，在汝阳县内埠镇双
泉村，村民卢俊丽笑着说，不少村民从

“自扫门前雪”到主动维护公共卫生，村
子环境改善明显。

村子“颜值”提升的背后，是双泉村
28位村民的不懈努力。准确地说，是该
村评选的28名好婆婆、好儿媳组成的副
街长队伍。

近年来，双泉村面临人居环境整治
成效难以巩固的难题。今年，村“两委”
探索推出“街长制”，由村组干部担任街
长，然而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闻讯，
不少好婆婆、好儿媳纷纷表示想要参与，
担任副街长。她们说：“村子就是家，干
净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创造，能为大家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很荣幸。”

今年3月开始，28名副街长按照就
近原则，分别参与村里12个街区的环境
整治工作。

“根据村里的分工，我负责联系两条

次干道沿线20余户村民，闲暇时到分管
的道路转一圈，督促村民做好垃圾清理，
增强大家的环保意识。”副街长杨菲菲表
示，几个月下来，她感觉自己工作轻松了
不少，大家的环保意识明显增强。

村里有的道路边住户以老人为主，
清扫有困难，她们会主动帮忙打扫。“有
的老人都七八十岁了，和我父母的年龄
差不多，我能帮把手就帮把手。”副街长
吴丽鸟表示。

“这些好婆婆、好儿媳的参与，帮了
我们不少忙。”双泉村党支部书记刘训
通介绍，双泉村有2700余人，常住人口
超过三分之二。仅靠村“两委”的7名成
员，要实现人居环境整治常态长效很不
容易。

好婆婆、好儿媳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还在无形中协助村里推动了不少
工作。

刘训通介绍，双泉村人口分布有组
别混合居住的特点，同一组村民居住相

对分散。组长传达一件事从村东跑到
村西，是常有的事。而副街长能就近
向村民传达村里的最新工作信息，效
率更高。

就在前不久，在副街长的协调下，
600 多个分类垃圾桶在半天之内，就被
分发到全村每家每户。

为激发村民参与服务的积极性，双
泉村会定期为担任副街长的村民奖励

夏凉被、洗衣液等生活用品。
目前，在这些好婆婆、好儿媳的协

助下，村子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刘训通
表示，该村将充分发挥副街长作用，引
导她们参与红白事服务、邻里纠纷调解
等工作，推动移风易俗，以优良的文明
乡风展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风貌。

洛报融媒记者 吕百营 通讯员 曹
宝琼

村民参与 巡街 提升村子 颜值
汝阳县双泉村积极发挥群众作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常态长效

近日，一早，趁着天凉快，老姬匆匆
扒拉了几口饭，开上货车就往桃园奔。

山路虽绕，但都是水泥路面，车很
快就开到了桃园。卸下空筐，穿上罩
衣，戴上手套，老姬和媳妇开始摘桃。
时近中午，二人用新鲜桃叶盖好桃子，
松了口气，高高兴兴回家去。

吃罢午饭，老姬惬意地睡到下午3
点多，分装好桃子后开着货车去洛阳市
区。在洛龙区一个小区，等候多时的居
民纷纷上前，拿到桃子后掏出手机扫码
付款。

傍晚，老姬开车回到村里，远远就
看见了自家的灯光。

…………
最近一段时间，新安县磁涧镇前

洼村村民姬工团每天都是这样度过
的。眼下，前洼村的1000多亩桃子进
入丰收期，家家户户都有像老姬这样
的大忙人。

前洼村位于新安县东南部，是一个
典型的丘陵小村，有 187 户村民，他们
在3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桃子。

“制约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销售
渠道、交通条件。”姬冲锋是该村的第一
书记，来自新安县文物保护服务中心。
两年前，他回到老家前洼村，一直在想
办法振兴前洼村的产业，要让桃子成为
村民的“致富果”。

姬冲锋说，以前，村民种桃比较粗
放，卖桃也是传统的进城摆摊，经常“吃
了上顿没下顿”。另外，由于种植和管
理技术不到位，桃子品质不高，自然卖
不上价钱。

农户单打独斗，销售渠道因此很

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成熟的桃子烂在
地里。为此，姬冲锋带领工作队制定了
一套方案：改良桃子品种，定级分类，统
一包装；联系水果连锁店、批发市场，邀
请网红进桃园直播，与快递公司合作解
决电商物流问题；租赁冷库，引导农户
冷藏桃子，反季销售。

除了销售问题，交通问题也严重制
约了前洼村的桃子产业发展。“从前，一
到下雨天，村里的路就成了‘水泥路’。”
姬工团说，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种
桃，那时候村里的路没有硬化，他开的
还是手扶拖拉机。

遇上下雨天，老姬在进园前，得用
拖拉机在路上反复压出两道车轮印，形
成“轨道”，回去时将车轮对准“轨道”才
能通过。第二天凌晨两三点，他就得开
着手扶拖拉机去批发市场，天亮前赶回
村里，趁着天凉快继续摘桃子……

近年来，我市农村公路发展迅速，
“村村通”硬化路也覆盖了前洼村。连
接磁涧镇、新安县城、洛阳市区的铁磁
路及洛新快速通道等，平坦宽阔，已成
为前洼村桃农的致富路。

如今，前洼村的水蜜桃品相、质量
均为上乘，亩产5000 斤至7000 斤，每
斤批发价在2.5元左右，群众的腰包鼓
了起来。交通条件改善之后，开车从前
洼村到洛阳市区不到1个小时，桃农的
交通工具从过去的手扶拖拉机变成了
今天的小货车，销售模式也变成“订单
式”——加入团购群，按需发货。

“你说，美不美？”老姬笑着说。
洛报融媒记者 赵硕 通讯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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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姬
卖
桃

千亩土豆喜获丰收

眼下正是土豆收获的时节。近日，在宜阳
县高村镇鲁村村千亩蔬菜基地，种植户们正忙
着采收土豆。近年来，该镇积极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发展高效农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田义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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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晚，在偃师区大口镇袁寨村一处林下金蝉养殖基地，游客在体验采收
金蝉。近年来，该镇依托林地资源，引导村民养殖金蝉，通过“公司＋农户”模式，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洛报融媒记者 李卫超 通讯员 王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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