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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防疫措施 筑牢坚固防线乡村振兴在行动

“75年前，敌人把我父亲捆绑在家门口
的一棵榆树上，进行严刑拷打，又用菜刀残
忍地割掉了他的左耳朵，面对敌人的严刑
拷打和威逼利诱，父亲始终一言不发，拒不
说出党的秘密，拒不交出枪支弹药。后来，
敌人将他拉到张桥集上进行五牛分尸……”
4月 2日，革命烈士班怀珍的儿子班德玉讲
述了父亲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

班怀珍，1895年出生在夏邑县胡桥乡
胡楼村，1941年 1月参加革命工作，积极
为抗日游击队筹集粮食、经费和衣物，掩
护同志，收集情报等。光荣入党后，他工
作更加主动，被任命为村贫农协会主任。
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他带领农民斗地
主、分田地、分浮财。

1947年 8月，国民党新五军占领夏邑
县，胡桥区反动势力趁机勾结县保安团，
对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屠杀和报复，扬言
要没收民兵的全部枪支，并到处搜捕班怀

珍。一次，敌人包围了村庄，将群众集中
到班怀珍家门口，声称如果抓不到班怀
珍，就将全村人杀死。“父亲为了保护全
村人的性命，挺身而出，站在了敌人面
前。”今年 85岁的班德玉老人讲述时，几
度哽咽。

“好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敌人从
腰间抽出了匕首，恶狠狠地问：“到底说
不说？”班怀珍干脆向东扭过头去，看着
渐渐升起的太阳。“好，我数三声，你不
说，别怪我不客气！”敌人翻过手腕用匕
首压着班怀珍的耳朵，血红的眼睛瞪得像
发现食物的野狗。“一、二”沉默！一切
静得可怕。“三！”依旧是沉默。敌人搞不
懂是什么让这个平时老实巴交的人变得如
此坚强，迟疑了一下，咬了咬牙削下去。

“啊！”一声凄厉的叫声中，班怀珍的耳朵
随刀落下，血沿着脖子往下淌，一会儿，
白棉布褂子就变成了红色。班怀珍满是皱

纹的脸上汗涔涔的，颤声吼道：“你有种
杀了我！”“哼，你想死，容易，只是现在
不到时候！”敌人恶狠狠地说。

“记得那一天，张桥逢绠会。敌人将
我父亲带到了张桥。”“砰、砰……”几声
枪响过，绠会上就不见了人影，只有来不
及牵走的牲口惊慌地看着这群不速之客。
一敌军官叼着烟，在这些牲口间遛着。

“这个”“那个”……他每指一头牛，一个
保安团兵就牵出那头牛到班怀珍跟前。敌
人走到班怀珍身边说：“你知道这五头牛
干啥的吗？你如果再不说，五牛分尸的味
道可不好受啊！”敌人想用最后的方法迫
使班怀珍屈服。班怀珍用衣袖拭了一把脸
上的血痕说：“别瞎费心思了。我要是怕
死，也不出来干这个农协会主任了。你们
别太得意了，刘邓大军南下，蒋家王朝都
快完了，你们还能横几天……”敌人恼羞
成怒，气急败坏地吼道：“开始。”几个匪

兵把班怀珍按倒在地上，把他的头和四肢
绑在牛绠上，点燃了牛角上挂着的一串鞭
炮……

班怀珍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已
取得的革命果实，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英勇地牺牲了，时年52岁。

1981年，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班怀珍
同志为“河南省著名烈士”。2021 年 11
月，夏邑县人民政府为班怀珍同志修建了
墓碑，以教育后人，永远怀念。

烈士班怀珍：不畏强暴 惨遭杀害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郭 欢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
来。”4月18日，记者在夏邑县王集乡生
态农业示范园区采访，看到这里近百座
温棚排列有序，田间阡陌纵横、绿意盎
然，四周沟渠相连、蔚为壮观，现代
感、科技感十足。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
乡的产业发展和生活秩
序带来了很大影响。疫
情防控阶段，人员流动
受阻，一些有志青年在
乡党委政府的鼓励下，
决心留在家乡创业，造
福乡邻。”王集乡乡长郭
玉娟介绍说，“前几年一
直在外务工创业的本地青

年崔宁，看到当前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形势，决定留在家

乡，靠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创建
生态农业示范园区。”
崔宁是一位 80后，心地善良，情系

乡邻，热心公益，志向远大，先后投资
近1000万元建起了70余座现代化温室大
棚。进入大棚，只见西瓜藤蔓攀附在吊
绳上，已长到两米多高，一个个圆滚滚
的小西瓜吊在半空中，煞是好看。

“吊蔓西瓜，由于四面见光透气，产
量高，成熟期早，瓜形好、甜度高，抗
病性强，不仅节约了空间和用地，而且

管理和采摘都很方便。”崔宁介绍说，
“这个西瓜口感非常好，红瓤，入口即
化，皮薄如纸，市场上供不应求。”

“俺做梦也没想到啊，不出家门口也
能打工挣钱。”柏树园村脱贫户孙二高的
妻子不幸病逝，儿子又突患精神疾病，
女儿正读高中，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大
棚建好后，崔宁就主动与孙二高结成了
帮扶对子，让他来园区大棚务工。“现
在，俺一天也能挣 100块钱。再也不用
为孩子的生活费发愁了。”孙二高高兴地
说。崔宁则坦率地说：“咱建大棚的目标
就是发展产业，带动村民致富，实现共
同富裕。”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力外出务工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贫困家庭，
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郭玉娟介绍说，
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有志青年返乡创
业，发展高效农业，既缓解了当地百姓
的就业压力，又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
同时，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
的产业基础。

从柏树园村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向

东，到彭大楼村南地，还有一处农业示
范园区。在这里，百余座葡萄种植大棚
连成一片，葡萄产业已初具规模。棚内
种植的全是“阳光玫瑰”，颗颗绽放着翠
绿的嫩芽和叶片，工人们正在忙着松土
施肥，一派繁忙的景象。男劳力一天能
挣 100元，年龄大点的妇女一天也能挣
60元。正在忙着察看葡萄长势的兴华农
场负责人彭衍洲高兴地说：“今年风调雨
顺，党委政府的政策又好，一定会有个
好收成！”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要想实现
产业振兴，就得留得住人才。为此，王
集乡制定了一系列产业发展规划，实施

“回归经济”“头雁工程”，出台优惠政
策，吸引了一大批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返
乡创业，收到了良好效果。

“疫情形势越是严峻，越要保持战略
定力，一手抓战‘疫’，一手抓发展，统
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
度地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让全乡 4 万名群众的生活越来越有奔
头。”王集乡党委书记曹自然说。

王集乡王集乡

产业产业发展稳步走发展稳步走
百姓生活百姓生活有奔头有奔头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郭 欢

王集乡柏树园村村民在生态农业示范园区管理吊蔓西瓜。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王集乡柏树园村村民在生态王集乡柏树园村村民在生态
农业示范园区务工农业示范园区务工。。

本报融媒体记者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韩 丰丰 摄摄

本报讯（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孟祥杰） 4月 17日上午，
夏邑县韩道口镇纪委书记宗团结到洪佛寺村督查居家隔离人
员情况时，听该村党支部书记陈磊介绍说，洪佛寺村有一位
在上海打工名叫陈毛银的村民，最近准备返乡，因为他儿媳
妇快要生孩子了。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宗团结的警觉。他决
定亲自打电话，劝阻陈毛银不要在这个时候回来。

宗团结让村党支部书记陈磊查找到陈毛银的电话号码，
并立马拨通了其电话。

“喂，你好，是陈毛银吧？”
“是的，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咱韩道口镇纪委书记宗团结。听陈磊说你在上海

打工，最近准备回来？”
“是，儿媳妇快要生孩子了，家中人手少，不回去不放心。”
“原来是这样，恭喜你快要当爷爷了。不过，我不说你

也知道，上海目前是国内疫情最为严重的城市。为了保证家
乡人的健康安全，我劝你最近不要返回，与咱们韩道口镇相
邻的永城市的疫情，就是在上海的务工人员返乡时传过来
的。在当前这个疫情防控的严峻时期，你如果能够在上海不
返乡，就是对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做贡献了。至于你儿媳生
孩子的事情，我一定嘱咐你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安排好志愿
者和左邻右舍关心照顾好。”

“有您这句话，我就不回去了，谢谢宗书记的关心。”在
宗团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开导说服下，陈毛银终于打消
了返乡的念头。

最后，宗团结劝慰陈毛银，思念家乡时可以通过微信视
频、电话问候、短信交流等方式向家人及亲朋好友传达问候
和祝福。同时要按照务工所在地有关安排，在认真做好个人
防护的同时，配合当地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在韩道口镇像宗团结这样通过打电话劝说中高
风险地区的务工人员非必要莫返乡的镇村干部有 80余人。
他们通过耐心细致的电话规劝，成功地说服120多位在疫区
务工的村民不再返乡。

韩道口镇

疫区村民欲返乡
电话劝阻情义长

本报讯（记者 韩丰 通讯员 夏 天）4月
17日，在夏邑县刘店集乡徐马庄村单庙村
民组，蔬菜种植大户彭艳辉正忙着将刚采摘
的新鲜黄瓜打包装车，送到黄瓜交易行，再
由经纪人发往全国各地农贸市场。

“之前受疫情影响，黄瓜价格降到每市
斤 0.3—0.4 元。现在，前来采购的客商多
了，价格也上来了，与往年同期价格相差不
多。”彭艳辉说。

夏邑县是第三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创
建单位、河南省优质黄瓜种植区。今年，该
县黄瓜种植面积有 1.2万亩，目前日产黄瓜
3400吨，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广州等地。
近期受疫情影响，外地客商不敢来，本地客
商出不去，多年稳定的销售渠道受阻。

针对这种情况，夏邑县委、县政府把农
产品销售作为能力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来抓。4月 6日，该县成立鲜活农产品销售
专班，采取办理农副产品通行证、主动联系
对接周边大型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进行采购、
安排农业部门和各乡镇经纪人通过网络及时
发布信息、全县企事业单位和干部职工积极
采购等多种措施，解决黄瓜滞销问题。

经纪人班猛说：“有了通行证，现在我一天
能销100—200吨，价格日渐回升。”

“我们刘店集乡大小蔬菜交易行就有 16
个，只要有通行证，黄瓜销售不成问题。”
刘店集乡农办主任高继英说。

“夏邑县对外地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车
辆，贴封条后由乡镇干部引领到交易点，闭
环装车。”该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推广中
心主任申艳梅说。

目前，夏邑县黄瓜销售渠道正在逐渐打
通，黄瓜收购价已由 4月 9日最低的每市斤
0.3元上涨至 4月 16日每市斤 0.8元—1.2元，
基本接近往年同期价格。

夏邑县多措并举

“解救”疫情下的黄瓜销售

本报讯（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郭 欢）“我为你们点赞！
希望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协会中来，为夏邑的美好明天贡
献青春力量！”4月 19日，来自夏邑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的 10
名志愿者代表，带着 4辆装满慰问物资的货车来到县卫健
委，向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及集中隔离点捐赠防疫物资，在指
挥部值班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卜海军对捐赠的青年志愿者
点赞说。

“抗疫期间，广大青年志愿者请缨出战，在维护核酸检
测秩序、赠送爱心盒饭、防护卡点值守等方面，以责任和担
当筑起一道红色的抗疫防线，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力量。”青
年志愿者在防疫工作中的优异表现，让共青团夏邑县委副书
记杜雪丽内心充满感动。

据了解，仅夏邑城区就有 40余个检测站点。在全县第
三轮核酸检测中，有 70余万名群众参与采样，人员多，任
务重，但处处秩序井然，这里有广大青年志愿者的默默付
出。“爸爸没有家，你的家在公园、在学校。”青年志愿者马
松在一次核酸检测任务完成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
刚要休息，6岁女儿的一句天真话语瞬间让他泪流满面。“马
松，高速路口这边需要志愿者。”“好的，我马上到！”他迅
速披上红马甲，与女儿说了句再见，就推门而出。

刚过而立之年的王祥宽，热心公益，组织能力强，自己捐
资并组建了一支 6人组成的义务消杀队，免费为社区、机关、
学校、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杀。4月17日下午，他在完成对
县城 3个公共场所消杀任务后，又带着队员赴王集乡进行消
杀。据统计，全县共有 10支这样的青年志愿者义务消杀队。
截至目前，他们累计完成消杀任务100余次。

“你为群众守护，我为你们服务。”夏邑县青年志愿者协
会副会长郭震，看到广大党员干部日夜守护在防护卡点，非
常辛苦，就在店门口挂起了“抗疫爱心餐供应点”的标牌，
并捐资1万余元，自购食材，亲自加工，由志愿者每天向疫
线卡点赠送。闫昌雷、陈柳茹、耿会涛等志愿者向全县所有
集中隔离点送去了水果、纯净水等；商丘好人丁永丰、青年
志愿者范留旺向王集乡政府捐赠了酒精、口罩等防疫物资。

疫情防控期间，来自夏邑县斑马救援队、夏邑县雷锋救援
队、夏邑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的 300余名志愿者，按照分工，
坚守在各自岗位上，同值守的党员干部一样，认真负责，扫
码、测温、登记……为抗疫工作默默贡献着青春力量。

夏邑县团委

凝聚青春力量
筑牢抗疫防线

▲4月18日，夏邑县古运河畔，水清树绿，百花
盛开，春意盎然，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4月18日，夏邑县城关镇居民在古运河畔花丛
中自拍。近年来，该县把加快城市园林绿化和生态环
境建设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城市公园化”为行
动抓手，大力实施垂直挂绿工程，提高城市品位。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夏邑县斑马救援队青年志愿者深入社区、敬老院、工
厂、学校，进行免费消杀。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