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ybxxbjb@163.com综 合 32024年6月1日 星期六
编辑：张晓晨 组版：张晓晨

麦收时节
这场“爱心接力”很暖心

伊滨讯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眼下正值麦收时
节，寇店镇五龙社区上演了一场“爱心接力”。

5月23日中午，五龙社区居民王春兰田间收麦回到家
中后，突发恶心、呕吐、昏厥，身体极度不适，情况严重。由
于王春兰的子女均在外务工，情急之下，王春兰的丈夫朱
永京只好向社区居民孙兆安电话求助。

当时，收割机正在石楼沟村田间连片收割，马上就轮
到孙兆安家了。“收麦可以晚两天，人命关天，一刻也不敢
耽误。”孙兆安顾不得收麦，急忙回家带上王春兰夫妇驱
车赶往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诊断王春兰为急性重度中
暑，好在送医及时，经过治疗后病情逐渐好转。王春兰的
子女随后陆续赶来。孙兆安回到家后已经傍晚 7 点，社区
大片麦田都已收完，收割机也已经离开了。

“焦麦头”天耽误了孙兆安家收麦，朱永京一家深表
歉意，并诚恳地表示愿意承担造成的损失。朱永京的大女
儿朱会霞在社区微信群里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呼吁
热心乡亲有认识农机手的，帮忙联系为孙兆安家收麦。同
社区居民孙小昌积极响应，联系了农机手专程从外村赶
来为孙兆安家收麦。很快，孙兆安家的小麦也完成收割。

为了对孙兆安不顾自家收麦帮忙救助乡亲的善行义
举表示感谢，朱永京一家提着牛奶、水果来到孙兆安家，
并表示要现金酬谢。孙兆安一一婉拒：“人命啥时候都是
第一位的，换作别人也会这么做。”他朴实地说。

助人为乐，善行无疆，邻里乡情，焕发光芒。初夏时
节，这一场“爱心接力”传遍了五龙社区的大街小巷，温暖
着每个人的心，如丝缕阳光，照亮了这个温暖的村庄。

（朱海丽）

伊滨第二届校园心理剧大赛
圆满落幕

伊滨讯 5月24日，全区第二届校园心理剧大赛在洛阳
师范学院蓓蕾剧场举行。本届赛事主题为“从心启迪 向阳
逐梦”，8支来自全区各中小学的参赛队携带精心编排的剧
目，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一场视听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舞台上，小演员们热情高涨，将儿童的天真与童趣，青
春的活力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场掌声雷动。

展演剧目涉及亲子沟通、自我认识、校园欺凌、同学交
往等内容。《网瘾少年变形记》通过五官对“本我”的控诉表
现了少年对游戏从痴迷到远离的心理变化历程；《向校园霸
凌坚决说“不”》表明了对待霸凌应该有的坚决态度；当别人
勉强自己做不正当的事情时，《勇敢地说“不”》反映了小小
少年从胆怯到勇敢的转变……小演员们用欢笑与泪水展现
了当下青少年学生的心理烦恼与困扰，充分展示了我区学
生良好的精神风貌，诠释他们心理成长的历程，呼吁社会、
家庭和学校走进孩子心灵，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助力孩子健
康成长。

展演活动结束后，洛阳师范学院应用心理学教授李燕
对展演进行了点评指导。

近年来，区教育系统持续营造关心关注师生心理健康
的氛围，不断丰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校园心理剧
展演、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月等形式，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管理
工作日常化，引导学生关心自身、悦纳自我，不断增强学生
的心理健康意识，培养学生积极完善的人格。

全区中小学分管副职、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家长代表
等200余人参加。 （张海燕 孙宏亚）

“六一”专项检查
护航健康童年

伊滨讯 为进一步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保障儿童
消费市场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六一”儿童节前
专项检查。

严查儿童食品，让孩子们吃得“放心”。以大型商超、
母婴用品店为重点场所，以奶粉、膨化食品、糖果、乳制品
等食品为重点检查对象，检查是否落实索证索票和进货
验收等制度、是否健全相关进销货台账、标签是否符合规
定等。同时，督促经营者增强依法经营意识，严格落实主
体责任。

严查儿童用品，让孩子们用得“安心”。以辖区内学校周
边商店、儿童玩具店、文具店为重点，对商家销售的学生用
品、儿童玩具等常用产品进行监督抽检。抽检过程中，执法
人员对儿童及学生用品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查看
是否取得合法经营资质、是否落实产品进货查验制度、是否
销售“三无”玩具产品、在售产品标签标识是否按照要求标
注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警告标识等内容。截至目
前，共检查商户23家，现场责令整改1家。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对儿童消费市场检
查力度，排查安全隐患，维护市场秩序，为儿童健康成长撑
起安全保护伞。 （史晓君）

免费照相、肩颈按摩
这所学校的志愿服务真不错

伊滨讯“孩子们拍得真好。”
“孩子们按得真舒服，力度刚好，按摩手法也很好。”
5月24日上午，洛阳绿业信息中等专业学校走进寇店

镇李家寨社区开展职教周进社区特色活动。
活动现场，学子们热情洋溢，他们用所学的摄影技巧，

为老人们拍出一张张精美的照片，记录下幸福的瞬间；他们
用所学的按摩手法，为老人们进行了一次次舒缓疲惫的按
摩，让老人们放松身心、卸下身体的疲惫。

“非常开心，爷爷奶奶们都夸我按的好，这个活动非常
有意义，也让我更有动力去学习专业技能，未来能为更多人
服务。”学生代表李世坤说。

“孩子们真棒。”老人们纷纷说道。此次活动，不仅为老
人们带来了服务和快乐，也展示了洛阳绿业信息中等专业
学校学子们的热情和真诚。

“我们会继续把进社区工作做得更接地气，把服务做到
老人们的心坎上。”洛阳绿业信息中等专业学校负责人说，

“今后，我们会一直秉承‘传递关爱，共享和谐’宗旨，积极开
展更多有意义的社区服务活动，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我们
的力量。” （马秦明）

下脚料、碎布头能干什么？在刘海燕眼里，这些可都是宝
贝。她用这些废布头作画，拼出一幅幅唯美的布贴画，用好手
艺为自己的人生披上了“新装”。

今年 38岁的刘海燕是孝文街道道湛社区居民，平时喜爱
做衣服和布贴画，一些被冷落和丢弃的下脚料、碎布头，经她

巧手裁剪，再精心配色粘贴，便成了活灵活现的图画，装裱成
框后，一幅精美的布贴画就展现人前。

启蒙：姑姑是领路人

因为从小家境贫寒，刘海燕初中毕业就只身一人到广东
打工。在外漂泊期间，她发现刚学会的技术很快就被淘汰，没
技术又不善于与人沟通的她，无奈再次回到家乡。这次回来，
刘海燕遇到了属于她人生中的“阿勒泰”，也是她的姑姑，这让
她下定决心不再外出闯荡。

出于对刘海燕的关心，姑姑刘红梅专门给她做了一条白色
漂亮的连衣裙。“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那么好看的裙子。”刘海
燕回忆，“一块儿白布在姑姑手里变成了一件又美又合身的衣
服，而且，在家只需要一台缝纫机、一个锁边机便能制作出来。”

这些年，刘海燕白天在离家不远的景区里制衣服、卖衣
服，但到了夜晚，她喜欢翻出一些碎布头，拼拼剪剪。“每次做
完衣服最舍不得的就是我的那些散布头。”刘海燕说，有一次
在网上搜索衣服样板时无意间刷到了用废布料做成锦鲤的视
频，“这对我来说小意思，俺有的是布！”

拜师：师从布艺堆绣非遗传承人

一门手艺让刘海燕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她认为做人就如
同做布贴画一样，不管材料如何，只要用心经营都能成为美丽

的作品。
一次外出学习，刘海燕又一次遇到了她人生中的“伯

乐”——第三代布艺堆绣的非遗传承人范金荣老师。“能被老
师看上，实在是太高兴了。我的作品其实并没有那么出众，但
是老师对我认真完成作品且帮助同学们完成作品的举动很赞
赏。”刘海燕说。

在老师的鼓励下，刘海燕更加潜心研究做布贴画的技巧。
她所有的画作都是就地取材，有做衣服的下脚料、有包装盒里
的衬布等，她巧妙地将这些颜色各异、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
的布头裁剪、布置、搭配、针贴、熨烫后，制作成一幅幅精致的
布贴画。

梦想：创作家乡元素作品、义务传授手艺

因布贴画手艺精良，街道多次为刘海燕申请布艺堆绣非
遗传承人，一时间来找她学习技艺的人不少。只要有愿意学习
布贴画的，刘海燕就耐心教。一次坐火车，有个年轻人看了她
的布贴画，表示很喜爱，她就在火车上教人家。

“上次路过咱们伊滨的中央公园，觉得好美，拍了很多照
片。我的下一幅作品名字就叫《我的家--伊滨》。”刘海燕说，

“我的生活因为布贴画而丰富、精彩起来，希望通过制作布贴
画，给大家带来乐趣，也希望能传授给更多人这门手艺技巧。”

（贾莎莎）

刘海燕：“废布头”拼出美好生活

眼下，正值麦收时节。
5月29日，在寇店镇沙沟社区农田可以看到，

几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伴随收割机
的轰鸣声，一粒粒饱满的小麦进入机舱。

“我承包了180多亩小麦，昨天开始收割，2天
就能收完。小麦亩产千把斤，收成很不错。”该社区
种植大户刘小旗说。

目前，“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工作已在我区
全面开展。“三夏”期间，我区坚持以“三抓”护航

“三夏”，用心用情服务全区“三夏”农业生产。
一是抓好组织，确保夏收工作进展顺利。区

“三夏”工作领导小组坚持每日召开调度会，对“三
夏”期间出现的问题及时研判部署，加快推进抢
收、抢种、秸秆禁烧、田间管理等工作。镇（街道）成
立驻社区工作组，机关干部下沉分包社区田间地
头，同社区干部一道指导帮助群众开展麦收工作，
并落实秸秆禁烧三级分包责任制，对秸秆禁烧工
作开展巡逻。截至5月29日，全区小麦收获6.09万
亩，约占麦播面积的 57.45%。预计6月中旬，全区
麦收工作基本结束。目前，秋作物预计播种面积约

11.24万亩 ，已播种面积2.12万亩。
二是抓住时机，保障农机、人员、场地三到位。

坚持“三统一”要求，合理调配机具车辆，每日对各
社区麦收进度、农机数量进行“日统计”“日调度”，
引导联合收割机合理流动，科学组织抢收；组建志
愿服务队做好协调、引导农机入田作业工作；充分
文化广场、空置厂房等场所开展晾晒，做好农机、
人员、场地服务保障“三到位”。

三是抓好服务，优化多项保障。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及时发布气象预警信息，指导农户适时
收获、及早播种，同时为五保、人员行动不便等农
户提供代收、代种服务。加强农机管理，全面做好
农机维修、保养、供需协调等服务，确保农机作业
安全。

下一步，我区将抢抓当前晴好天气，加快夏收
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同时，积极引导群众及
种植大户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做好玉米、小杂粮及
经济作物种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农业生
产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任费伊 朱海丽）

伊 滨 全 力 服 务“ 三 夏 ”生 产

一菜一汤总关情，孝老敬老暖人心！5月18日，由区国创
餐饮公司全面运营的孝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餐厅正式开业。

“我要一个油饼、一碗小米绿豆粥。”
“我要俩菜角，再给我舀碗胡辣汤。”
“给我来一碗6块的牛肉汤，要清汤。”
……
5月18日一早，不少社区居民赶到孝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餐厅尝鲜，大家都对餐厅推出的价格实惠、品类丰富的早餐赞
不绝口。“味道不错，主要是干净、卫生，价格也挺亲民。”一位
老人说。

孝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位于兴隆嘉苑一组团，内设康复
锻炼中心、社工服务中心、文娱活动区、托养区等多个功能区
域。该餐厅位于养老服务中心一楼，面积约200平方米，最多
可同时容纳100人就餐。餐厅面向社会开放，提供早餐、午餐
和晚餐。

如何在家门口吃到价格公道、干净卫生的一日三餐，享受
更加优质的餐饮服务，是很多社区老年人关心的“嘴边事儿”，

更是急需办好的民生“食”事。
今年以来，区国创餐饮公司持续推进市场化经营，以现有

业务为基础，不断创新思路，大力围绕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配餐
服务做文章。孝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餐厅的正式开业，便是
这篇文章的“开篇”和该公司业务拓展方面进行大胆尝试结下
的第一颗果子。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餐厅面向社会开放，但无论
是菜品选择，还是烹调制作，都更加照顾老年人的口味和饮食
习惯。比如，在菜品安排和食材选择上更加科学合理，注重荤
素搭配、营养均衡；在菜品制作方面，尽可能更加软烂易嚼，便
于消化。

“我们不仅要保证食材的干净卫生，也要保证出餐的质量
和口味。欢迎广大居民前来品尝，并提出宝贵意见。”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将力争使该餐厅成为居民认可的“社区食
堂”，也希望这里变成老年人欢聚和交流的场所，以及打造和
谐邻里关系的纽带和桥梁。

（石毅航）

孝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餐厅开业啦！

三月菜花黄，五月菜籽香。5月16日，诸葛镇2000余亩油菜
陆续进入成熟期，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确保油菜增收
的同时，诸葛镇开发特色乡村旅游，打造油菜种植产业链，“小油
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饭碗”。

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收割机在油菜田中来回穿梭收割、脱
粒、分离、粉碎等工序一气呵成。

去年秋天，诸葛镇党委、政府统一安排部署，苏沟社区通过
土地流转，集中种植600余亩产油率更高的优质油菜品种“豫研
油199”。生长期，又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社区居民提
供田间管理技术跟踪服务，确保了今年油菜的高产稳产。苏沟社
区党支部书记刘中相介绍，今年该社区油菜产值约57万余元，
实现了集体和群众的增产增收。

今年3月，伊滨区旅游环线起点的诸葛镇千亩油菜花竞相绽
放，3月30日、31日到旅游环线观赏油菜花的客流量达近23万人
次，抖音洛阳同城热搜榜曾位居第1位，共带动消费近45万元。

坚持“政府引导、统筹资源、突出特色、多元发展”的思路，我
区立足资源优势和特色优势，探索农文旅一体化发展新路径。

“今年油菜长势很好，新的品种抗病性强，产油率高，油菜籽
预计产量在20万斤。”上徐马社区党支部书记徐志伟表示，明年
社区将进一步扩大油菜产业规模，让群众不断增收。

据悉，该镇还通过招商引资，投资800万元在苏沟社区建设
油料加工厂，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不断提升油菜附加值。

该镇乡村振兴办张朝欣表示，“未来将以苏沟社区为示范
点，扩大油菜、油葵等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提升加工产能，推动
农产品深加工。让‘冬种油菜、春来赏花、夏收菜籽、秋天榨油’的
发展模式，助力农业增产、促进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杜浩翔 柴松山）

“小油菜”变身增收致富“金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