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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5 岁的王德稳是梁园区孙
福集乡一位普通的农民、基层农业专
家，凭着对乡村发展的特殊感情和一
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多年来，他
带领乡亲们靠种植山药走上了致富
路。王德稳先后获得“全国农村实用
人才带头人”“河南省道德模范”“河
南省科技致富带头人”和敬业奉献

“商丘好人”荣誉称号。
孙福集乡山药种植有着 60 多年

的历史，由于山药的种植技术和品种
更新跟不上，产量一直不太理想。王
德稳便自费到全国各地的山药种植、
加工基地参观学习，前前后后试种了
好几年，经过反复论证、试种，最终
认定山东烟台的“九斤黄”山药和日
本“大合芋”山药品种不错，并免费对
村民进行培训，走出了推广山药种植
的第一步。

2002 年孙福集乡被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评为“河南省无公害标准化山
药种植示范基地”，山药价格每公斤
涨到 20多元，前来取经学习的人络
绎不绝。当年，王德稳便组织山药
种植户成立了商丘市梁园区容华德
稳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与 20
多个加工厂签订了山药购买合同，从
根本上规避了盲目种植的风险。

为了提高山药的价值，鼓励社员
们种植山药的积极性，缓冲市场变化
带来的风险，他投资建设了保鲜库
1500 平方米，分检、包装车间 1800
平方米，引进深加工流水线设备一
套，可保鲜存储山药 8000吨，彻底
解决了山药的储存问题和市场的供给调解问题，不仅化
解了市场风险，通过保鲜储存，还增加了山药的价值。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实现了山药种植
管理、销售、储存、冷藏保鲜、加工配送、运输与技术

的一体化。目前，全乡在外
地搞山药批发的经销户近
300户，孙福集乡的山药走
向全国人民的餐桌。

躬身入局、埋头耕耘，
在这十几年里，王德稳把零
星的山药种植发展成规范
化、标准化、现代化、市场
化、集约化的种植基地，山
药成了孙福集的地标性作物
和经济发展的支柱。

（文字整理/本报融媒体
记者 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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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4日清晨，一场大雨过后，空气清凉许多。
在民权县人和镇樊寨村村民韩占生家，他的聋哑女儿
韩慧鑫正在直播间卖自己的画。“我在走访时发现，
村民韩占生的聋哑女儿不但长得俊，而且会画老虎。
自己还开了直播间，通过在写字板上写字和粉丝互
动，这个姑娘真能，一个月收入好几千块呢！”该镇
包村干部李双印说。

提起聋哑女儿韩慧鑫，韩占生夫妇眼睛湿润。憨
厚的韩占生指着韩慧鑫说：“你和闺女加上微信，她
识字，想问啥你们直接聊吧！”

长发飘飘、清秀可人的韩慧鑫爽快地答应并加上
了笔者的微信，一次特殊的采访开始了。

韩慧鑫今年 24岁，7岁进民权县聋哑学校上学，
13岁小学毕业后，感觉在家无所事事，一切都是父
母操劳，心里不是滋味，便想学绘画，通过卖画养活
自己。韩慧鑫的父亲得知女儿的想法后，就带着她去
王公庄学习画老虎。学了3年多画虎，技术虽进步不
少，可每月靠画虎才挣500元至1000元左右，不能帮
父母减轻家庭负担，于是她便决定去外面闯荡一下。
2016年，韩慧鑫不顾父母的阻拦，和朋友去昆明进
玉石，跑到缅甸去卖。但是外面的世界并不是她想象
的那么美好，由于语言沟通障碍，生意并不好。父母
得知韩慧鑫外出创业的情况后，再三催她回家。离开
缅甸后，韩慧鑫没有回家而是去长沙一个化工厂打
工。谁知干了半年，她的脸就一直过敏，由于站立时
间太长，腿也肿起来了，于是她便辞职了。

2018年，韩慧鑫四处奔波找工作，始终没找到
合适的。她很焦急，但又不甘心，难道除了进厂打
工，就不能干别的工作吗？这时候，有朋友建议她做

足疗技师，说月薪 8000元甚至过万。想着这个活不
错，她便在 58同城应聘了足疗技师。由于没有足疗
技术，韩慧鑫学了一个多月才上岗。为了完成任务，
她每天咬牙坚持上 10多个小时的班。每晚休息时，
她偷偷哭过也崩溃过，但她从没告诉过父母，她明白
像自己这种情况，找个工作不容易，必须比正常人多
吃苦。韩慧鑫做足疗技师两年多，她每月把挣的钱寄
给父母，总共有 10多万元。2021年，因工作原因韩
慧鑫手部患了严重的湿疹，父母得知后立马把她接回
了老家。

在家休息两个多月后，韩慧鑫又开始想找工作
了。听朋友介绍阿里巴巴在招云客服，聋哑人也可以
做，只是名额有限。等了半个月，韩慧鑫终于抢到了
名额，可是由于她打字太慢，会员都不耐烦了，每天
给她差评，她感觉自己不太合适做客服。一天，韩慧
鑫的好朋友给她发来微信，建议她尝试在抖音平台做
直播，好多聋哑人干这月薪过万，又不用出远门。今
年4月，韩慧鑫开始了网络直播，用手写板聊天，讲
自己的故事，有时候也卖画。刚开始进直播间的人少
打赏也少，每天播 8至 10个小时，只有 30元到 50多
元的收入，但是她一直坚持做直播，因为她相信越努
力越幸运。现在，韩慧鑫直播平均一天收入 200多
元，虽然有人质疑她是装聋作哑，但是还是有很多好
心人每天支持她、鼓励她，她也越来越喜欢做直播，因
为这个平台让她认识了许多热心人，他们让韩慧鑫学
会了感恩。

不知不觉3个小时过去了，笔者在微信里问韩慧
鑫未来希望干什么？她回复说：“我想做公益事业，
回报社会，让残疾人的明天更加美好。”

民权聋哑姑娘韩慧鑫——

“我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 朱光伟

本报讯（记者 鲁超） 7月5日至6日上午，我
市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
强降水。此次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对市
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5日晚，市区内因暴
雨影响，许多路段出现了严重积水，市城市照明管
理处全员上阵，进行不间断巡查和维护，保障市民
出行安全。

据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办公室主任何涛介绍，
汛期易引发强降雨、洪水、雷电等自然灾害，是
安全生产事故易发、多发时期。针对可能存在的
防汛薄弱环节，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结合实际，多
措并举排查安全隐患。“5日晚我们全员在岗，不
间断地对市区内管辖的路灯及设施进行巡查。”
何涛说，在巡查中重点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并
对路灯是否具有安全运行条件进行测算、评估，
对于具备安全运行条件的路段，确保路灯全部正
常开启，对于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第
一时间中断供电。

何涛说，因持续降雨，各路段的积水和排水情
况存在差异，所以采取了不间断巡查方式，并采取
正常开启路灯或临时性中断供电等安全措施。

5日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对积水较深路段关
闭照明设施的有：北海路（十一中附近）、金银路
（文化路至八一路）、新兴路（示范路至君台路）、
华夏路（南京路至长江路）、淮河路（华夏路至神
火大道）、祥和路（民主路至新兴路）、民主路（神
火大道至新建路）、民主路（新建路至长征路）北
侧等路段。在积水消退后，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将会
第一时间对这些路段的路灯设施进行检修，力争最
快的时间恢复正常使用。

记者了解到，强降雨出现后，市城市照明管理
处迅速执行夜班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成立了应急
抢修队伍，人员 24 小时在岗待命，保持通信畅
通，及时汇报路灯设施故障信息，传达上级下达的
各项指令，做好人员的调度工作，并实行汛期值班
和抢修分队值班制度，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

市城市照明管理处提醒广大市民，我市路灯的
电缆埋于地下，虽然平时已经做好了各项安全防护
工作，但电缆的绝缘层被水长时间浸泡易产生老化
等情况，为防止发生漏电事故，市民经过积水路段
时应远离路灯杆、控制柜等设施，发现路灯及设施
存在故障，可拨打24小时抢修电话18137007716。

我市加强积水路段照明设施安全排查

防汛备汛 防灾减灾

▲睢阳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在
南京路帮助行人过积水路段。

◀睢阳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在
香君路清理窨井口处的垃圾。

7 月 5 日至 6 日上午，我市
遭遇暴雨，睢阳区城管局组织工
作人员在辖区内疏导行人及车辆
过马路，清理覆盖窨井口的杂
物，全力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城
区道路排水通畅。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了解商丘，从博物馆开始。”“带
孩子必来之地，没有之一。”……随着
暑假的到来，商丘博物馆成了市民参
观打卡的热门地，丰富的文物馆藏、
现代的建筑风格、中国风的庭院……
随便一拍就是充满文化历史韵味的

“大片”。
7月 6日上午，雨后初晴，记者来

到位于华商文化广场东侧的商丘博物
馆，水泥灰色的外观、现代简约的建
筑线条，令人眼前一亮。一楼下沉式
庭院内荷花盛开，锦鲤游戏，吸引了
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走进展示大
厅，可以从下到上一层一层的在展厅
进行参观，从商朝到清代的一件件精
美文物令商丘的历史脉络真切地在眼
前铺展开来。

虽然暴雨过后路面还有积水，但
市民的参观热情不减，人们三五成
群，安静有序地进行参观。“我们老家
是夏邑的，这次趁着刚下过雨天气凉
快，一家三代七口专门来参观。早就
知道商丘博物馆，我们是第一次来参
观，感觉很多展厅非常有特色，看了
之后对商丘的历史文化有了更鲜明、
真切的了解。”当日 11 时，刚刚带领

“家庭团”结束参观的杨凤丽意犹未尽
地说。

在现场，记者看到参观人员以带
孩子的家庭和学生为主。由于天气炎
热，很多市民既不想宅家，又不喜欢
逛商场，就想到了来博物馆来一场清
凉的“文化之旅”。“我们是高三毕业
生，放假了没啥事做，今天骑辆共享
单车就过来了，感觉交通比较便利，
场馆也很大，一进门就感受到浓浓的
历史气息。”高三毕业生李来振和同学
一起专门来打卡。“我们馆受疫情影响
7 月 1 日刚刚开馆，现在每天平均有
三四百名参观者。每年暑假期间都是
参观旺季，如果没有疫情估计人会更
多。”三楼展厅一位安保人员告诉记
者。

永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汉代
画像石，归德古城出土的“袁大头”、
银锭等，这些商丘本地考古发掘成果
成为人们参观的焦点。据了解，商丘
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 19236 件 （套），
多为本地区田野考古发掘出土或民间
征集所得，包括石器、陶器、甲骨、

铜器、瓷器、货币、绘画、书法、石刻、汉画像石、玉器、
壁画、木雕等。

这么多文物，到底哪件最值得“打卡”？“商丘博物馆的
玉器以汉代为主，其中金缕玉衣可以说是镇馆之宝。”商丘博
物馆副馆长刘芳说，“目前全省博物馆就两件金缕玉衣，均为
永城汉墓出土玉片修复而成，其中一件在河南博物院，一件
就留在咱们商丘博物馆。”另外，刘芳还推荐对文化历史感兴
趣的游客可以先关注“商丘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可
以找到一些重点文物的详细介绍，方便参观了解。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鉴于目前疫情防控要求，博物馆实
行网络实名制预约参观，游客需提前在微信或支付宝“河南
文旅通”小程序中搜索“商丘博物馆”进行预约。场馆开放
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16:00停止入场），周一闭馆
（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参观者在进门处应主动出示场所
码、行程码、接受体温检测，出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取
票后方可入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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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国有企业濒临绝境的时候，不等不靠自主创业，靠
诚信经营做大做强，先后创立十多家企业；他还是一名“农
民之友”，创业 20多年来，安置农民工及下岗工人 2000余
人，扶持农户近2万多户。他就是刘清华，商丘市鼎盛实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商丘市林业产业联合会会长、商丘市工商
联执委、睢阳区工商联副主席。

1991年，刘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商丘桐木制品有限
公司工作，历任技术员、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商桐公
司经营面临绝境，刘清华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对市场
的把握，离开公司自主创业，成立了商丘市惠达木业有限公
司，并在资金、工艺、技术等匮乏的情况下大胆运作，多次
南下北上，从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招商创办了多家
企业。

近几年，刘清华在深耕商丘、河南之外，又先后创立了
洪湖市鼎新木业有限公司、天门市鼎盛木业有限公司、上饶
市鼎新木业有限公司、洪湖市林业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
年产中高密度板 50万立方米，高强度刨花板 80万立方米，
年上缴各种税费近8000万元。

刘清华在做好企业的同时，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他的企
业与睢阳区宋城街道沈营村结成帮扶对象，先后为该村养殖
户提供资金2万多元。2011年“回报社会，情暖夕阳——商
丘市工商联会员结对帮扶敬老院”活动启动，刘清华积极响
应，在市工商联和民政部门的帮助下，与睢阳区临河店乡敬
老院、路河乡敬老院结成帮扶对象。

10年来，刘清华坚持定期以慰问金、慰问品等形式看
望敬老院老人，与睢阳区闫集镇张碾道村结成脱贫帮扶对
象，每年为该村4户贫困户捐资4万余元。在汶川地震、玉
树地震、郑州水灾、武汉疫情等救灾活动中，他积极捐款
10多万元。他还积极参与支持残疾人事业及聋哑学校等公
益事业，发起并成立了“商丘市鼎盛木业员工困难救助基金
会”，每年至少注入10万元至20万元救助金，使本企业职工
在困难时又增加了一道保障，让职工工作安心、生活放心。
2021年，公司职工陈淑娟的儿子被诊断为淋巴癌引发的白
血病。刘清华得知此事后，立即在集团公司内部号召员工捐
款，不够的费用公司兜底。经过多方努力，陈淑娟的儿子病
愈出院。

多年来，刘清华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在行业内为商丘
赢得了较高的荣誉，得到了广大合作伙伴的一致好评，在企
业内赢得了全体职工的爱戴，他多次被授予商丘市“十大招
商引资功臣”、睢阳区“十大爱心企业家”、睢阳区“突出贡
献奖”、睢阳区“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刘清华：诚信有爱的“农民之友”
本报融媒体记者 白鹏

7月6日，游客在市博物馆参观出土文物。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7月6日，孩子们在市区一家书店内阅读。暑假期间，许
多小朋友来到书店阅读书籍，在书香中度过假期。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坤 摄

书香伴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