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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吴素静）金
秋十月，收获季节。近日，走在嵩山脚下硕
果累累的田野里，记者到处都可见到洋溢着
幸福的笑脸以及农家新近发生的新鲜事、高
兴事。

玉米收获不下田

“这机器真有能耐！以前四亩地得折腾
四五天，现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有了它，

‘农忙’也变成‘农闲’了。”近日，在登封市颍
阳镇北街村村民宋文的玉米田里，记者看到
随着轰鸣的联合收割机从眼前开过，几分钟
前还是秸秆林立的玉米田顿时变成了土壤
匀细的平地，光滑饱满的玉米粒也被装进了
老宋的拖拉机后箱里。仅仅两个钟头的时
间，老宋家的四亩玉米地就完成了玉米收
获、秸秆还田任务。

据了解，在今年的“三秋”生产中，登封市
农机局加大对新型农机具的宣传推广力度，新
引进小麦、玉米两用新型联合收割机，实现了
玉米机收、秸秆还田、免耕播种等多功能操作，
这些省工、省时的方法一时间就得到了许多农
户的青睐。登封市农机局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同往年相比，登封市玉米机收水平有了大幅度
提高，秸秆还田率达到60%。

你种麦子我补贴

10月11日，在告成镇种子供应站内，前来
买种子的农民高老汉满怀喜悦地将一袋袋优
质专用小麦种子装上车。1 亩地良种还补贴
10元钱，更让老高心里乐开了花。

为保证登封农民都能购到放心、安全的小
麦良种，登封市农业局从全市近200家种子经
营单位中，选择了6家具备法人资格的种子企
业，承担供种任务，并选出了豫麦 49、豫麦
49-198、百农癌抗 58、周麦 16、周麦 18、郑农
17六个适合登封市播种的小麦品种供应给农
民。

秸秆卖了还赚钱

曾经废弃的玉米秸秆，这些年已不再被白
白烧掉了。它们或被还田、或被加工成饲料、
或被回收站回收利用，废物如今也变得“金贵”
起来。

连日来，登封市颍阳镇郭寨村郭占国的
秸秆回收站内是一派繁忙景象，秸秆回收
压块机不停地运作，工人师傅们正在忙碌
作业，一辆辆装满玉米秸秆的农用车不停
地往这里送货。原来这些农村没人要的玉
米秸秆，在郭占国的回收站里却成了“宝
贝”。

每年玉米收获前，郭占国都要忙着与
农 户 签 订 合 同 收 秸 秆 ，方 圆 几 十 个 村 的
秸 秆 他 全 包 了 ，经 过 秸 秆 压 块 机 压 成 块
状 打 捆 后 ，直 接 运 往 新 密 超 化 的 一 家 电
厂 。 看 着 来 来 往 往 的 运 送 秸 秆 车 辆 ，郭
占 国 显 得 格 外 高 兴 。 他 告 诉 记 者 ，每 年

他 最 少 要 向 农 户 定 购 1500 吨 的 秸 秆 ，按
照 一 吨 秸 秆 100 元 的 价 格 从 农 户 手 中 收
购，扣除成本后一吨也能净赚 50 多元，一
年下来能赚上 20 多万元，这样不仅解决
了 秸 秆 处 理 难 的 问 题 ，广 大 农 民 也 赚 到
了钱，真是一举多得。

本报讯（通讯员 刘占周）近来，在登封市
送表矿区的田间地头，时常能看到党员的身
影，听到干部的声音。该区党员干部踊跃投
身“三秋”支农助农服务小分队，宣传政策，服
务“三农”，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好评。

该区党员干部与农民打成一片，抱成
一团，当好“宣传员”，采取悬挂横幅、张
贴标语、喇叭广播、入户或到田间地头讲
解、面对面谈心等多种方式，广泛、深入
地宣传禁止焚烧农作物秸秆政策、“三
秋”安全、麦场防火、小麦良种推广、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等知识，为农民当好参谋

和助手；当好“帮扶员”，组织青年党员和
区村两级计划生育干部帮助特困户、孤寡
老人、独生子女户等做好抢收抢种工作，
帮农民解决燃眉之急；当好“监督员”，发
动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对焚
烧农作物秸秆现象进行监督，及时制止农
民焚烧秸秆行为并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倡
导秸秆综合利用，防止环境污染，提高农
业效益。“三秋”期间，该区有 106 名党员
干部投身于“三秋”支农助农服务，帮助
农户 200 多户，有效地密切了党群、干群
关系。

登封“三秋”喜事多

送表矿区党员干部

当好“三员”服务“三秋”

结缘根艺

郭顺昌出身中医世家和根艺世家，受家
庭影响，从小就酷爱艺术，常跟随父亲上山
采药，发现奇异的枯根时，父母采下来给他
介绍根的意趣和故事，耳濡目染。从此他刻
苦学习，潜心钻研，整天与枯木、朽根打交
道，以根为伴。

1996 年春，母亲脑溢血复发，抢救无效，
溘然长逝。送别母亲，此时的郭顺昌只有两间
几代人住过的破瓦房，债台高筑，贫困潦倒。

同年 10 月的一个黄昏，满目憔悴的郭顺
昌独自徘徊在嵩山脚下的一道田埂上，不经
意，他发现了一个小黄荆根，朦胧似有古代女
子施礼的造型，于是按照父亲传授给他的根艺
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创作了他的处女作“有

礼”，得到了许多人的首肯。郭顺昌忍受家庭
变故、亲人生离死别的巨大痛苦，把社会上种
种冷嘲热讽抛掷脑后，坚韧不拔重走自己的根
艺之路。

从不言弃

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他把自己的生活质
量维持在生命的最底线。他创作作品 300 多
件，不断获得大奖，有人劝他，只要能把获奖的
作品卖掉任何一件，就能轻易改善自己的生
活，但是他不肯，因为他深深懂得，根艺创作是
他生命的全部，作品和荣誉凝聚了他全部的心
血和汗水。

多年的寒来暑往，行程数万公里。伴随他
20多年的一辆旧自行车，不知摔坏了多少次，
单车胎就换了十几个。也不知道磨破了多少

双鞋子，中岳大地的沟沟坎坎，村村寨寨都留
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衣服脏了洗，破了补，十
几年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初次见到他的人以
为他是乞丐。十几年没有买过鸡蛋和肉食，就
连过春节也是如此，他从来都不知道市场上鸡
蛋和肉食的价格，因为他从不过问，吃的是野
菜，甚至连食油都很少吃。

他的作品展览室都是租赁的，十年来搬家
十几次，唯一舍得花钱的是创作用的刀具、材
料和书籍，遇见好书他决不错过，十年来他使
用过的砂布有一百多公斤，因为全是手工打
磨，他的手指头不知道磨掉了多少层皮，手上、
身上的刀伤不计其数。

坚韧不拔

郭顺昌告诉记者，根雕艺术创作非常艰
苦，劳动强度大，环境条件差，意外伤害多，作
品完成周期长，理想的根材大多长在悬崖峭
壁、荒山野岭、乱石嶙峋、人迹罕至、荆棘丛生
的地方。

一件“孔雀开屏”的作品，缺一个理想的巴
掌大的冠，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日复一日
行走在崇山峻岭，驱车在村村寨寨，攀缘在悬
崖峭壁，跋涉在沟溪河岔，饿了啃一口馒头，渴
了掬一口山泉，累了随地躺下，耗时4个多月，
行程上千公里，终于在上寺坪的一个桑树洞里
发现，才使这件作品得以完成。

大年三十傍晚，天空下起大雪，郭顺昌吃
力地背着一个费时一天才挖出来的树根，沿着
沟沿小心地走着，突然脚下一滑，连人带树根
掉下沟去，身上几处流血，崴伤的脚脖子，疼得
很。夜幕降临，他咬紧牙关，强忍剧痛，艰难地
一点一点往上爬，费了很长时间才将树根捆在
自行车上，这时雪越下越大，成了雪人的郭顺
昌全身发抖，使劲推着车把，一瘸一拐地走
着。大地银装素裹，村寨爆竹声声，在人们沉
浸在欢乐祥和氛围里的时刻，郭顺昌艰难地将
树根带回租借的房子里。

成绩斐然

传承民族文化，推动艺术教育。郭顺昌
非常关心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下一代的艺术
教育事业，长期以来，对根艺爱好者他都毫
无保留地传授根艺知识，创作技巧和经验。
连年来，郭顺昌多次举办书画艺术学习班，
多次组织青少年学生参观根艺展览，受教育
人数多达 3000 人次。撰写根艺论文十余篇，
创作天趣根艺作品 300 余件，荣获国家和省
市各项大奖 20余个。

郭顺昌的风雨人生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张朝晖 文/图

根艺美术系树根造型艺术，根艺美术创作
是利用根的天然形态和纹理，突出表现根的美
和意境。飞散的长发,黝黑的脸庞——郭顺昌，
中国根艺美术学会会员，高级根艺美术师，中
国根艺美术家，从事专业根艺美术创作15年，
创作作品300余件，建立嵩山根艺展览馆。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张朝晖）昨
日，《嵩山迷路 惊遇野狼》见报后，一些读者从
另外一个角度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嵩山
有狼说明嵩山生态在逐渐好转，有人担心狼会
不会对游客造成影响，有人还表示不相信嵩山
会有狼。嵩山究竟有没有狼？昨日上午，记者
走进嵩山……

狼很悲怆

“嵩山绝对有狼！”一问起嵩山究竟又
没有狼，少林寺景区护林员吕江涛就激动
不已。

今年 43 岁的吕江涛 1986 年参加工作，
如今已在少林寺景区 22 个年头了。吕江
涛说，他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三皇
寨大寨的分水岭值班，“我经常在山道上
见到狼屎，颜色是白的，比较干燥，而且有
毛。”吕江涛解释狼屎里之所以有毛是因
为狼吃了羊、野兔、松鼠等动物。他说三
皇 寨 一 带 的 山 民 称 狼 经 常 经 过 的 山 道 为

“狼道”。
“狼的嗥叫声很特别，很悲怆，就像是

一 个 伤 心 人 的 哭 声 。”吕 江 涛 说 ，狼 活 动
多是在大山密林深处，在山上值班的人，
有 时 也 隐 隐 听 到 大 山 深 处 像 是 有 狼 的 叫
声。

狼很孤独

今 年 45 岁 的 少 林 寺 景 区 护 林 员 王 恒
欣 是 吕 江 涛 的 同 事 。 王 恒 欣 称 自 己 曾 吃
过狼肉，他至今还记得那是 1995 年冬天，
山 民 们 说 他 们 在 麦 田 里 发 现 一 只 死 了 的
狼。后来才知道，因为村里的羊吃了喷洒
过农药的麦苗，被毒死了，到山下觅食的
狼吃了羊，结果狼也被毒死了。“那只狼足
有 80 多斤重。”王恒欣说，山民把狼抬回家
剥皮后炒狼肉吃，“狼肉的味道跟炒煳的
猪肉一样，很难吃。”

嵩阳索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个世纪
90 年代，他们晚上值班，常有野狼趴在他们值
班室外面的玻璃窗上朝值班室窥视。“有时，
狼在夜间不断地从值班室门前经过，能从窗
户看到，我觉得狼很孤独，跟无家可归的流浪
汉一样。”

“如今狼很少出现在景区了，它们一般
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中活动。”莲花寺
护 林 员 赵 红 军 介 绍 嵩 山 的 动 物 有 狼 、獾
（猪獾和狗獾）、野兔、松鼠、蛇、蟒等，“后
来人们开发嵩山，开山炸石，开辟景点，把
狼和其他动物都吓跑了，许多逃往深山中
藏匿起来了，越是人多的地方，动物就越
少。”

狼很绅士

“其实狼并不主动伤人。”三皇寨护林员张
朝举说起嵩山有狼的故事就滔滔不绝。1997
年秋天的晚上，在嵩山中岳行宫下面的山道
上，有个刚上班不久的护林员发现了一只狼
崽，这个冒失的护林员伸手就要去捉狼崽，突
然发现狼崽后面有两道寒光直射过来，不寒而
栗，仔细一看，原来竟是只母狼！护林员急忙
缩手站在一旁，看着狼崽和母狼慢悠悠地从自
己面前走过。

张朝举说，与狼相遇是很正常的事，2004
年冬天下大雪，张朝举在莲花寺就发现了狼
的蹄印，“至少有四五只。”张朝举说要想亲
眼看见狼，就趁冬天下大雪后，在嵩阳索道
上面，肯定会遇见觅食的狼，“现在的狼很机
警，对人好像心存忌惮，听见动静就走开
了。”

和谐相处

嵩山是否有狼？现在似乎仍无法定论，
但近年来嵩山自然环境的改善是不争的事
实。对于我们而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
地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尽可能地与野生
动物和谐相处，尽可能地保护我们赖以生
存的环境，因为，保护生存环境就是保护人
类自己。

《嵩山迷路 惊遇野狼》有后续

嵩山“狼”来了?

本报讯（通讯员 吴素静）10 月 17 日上午，
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省文联主办，登封
市委、登封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大禹文化之
乡授牌仪式暨2008中国登封·中国大禹文化研
讨会”隆重开幕。

10月 17日至 18日，在中国登封·中国大禹
文化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代表就大禹在中岳嵩
山、禹都阳城、嵩山周围的文化胜迹，以及与大
禹有关的民风民俗、大禹精神、大禹在中国历史
文化中的地位等方面进行了学术研讨。专家一
致认为，登封的大禹文化胜迹星罗棋布，传说故
事流传广泛，作为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众望
所归，名副其实。登封应把大禹文化作为嵩山
文化的主体，把大禹精神融入登封的城市精神，
不仅要打好嵩山少林品牌，还要做大、做强禹都
阳城的品牌。中国民协应加强对中国大禹文化
研究中心的指导和管理，大力争取国家财政的
扶持和支持，使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正常、可
持续运作。

本报讯（通讯员 崔建国）按照省委、郑
州市委的统一部署，登封市将从本月 16 日
至 12 月底，用两个半月时间完成登封全市
303个村委会的班子领导换届选举工作。

登封市要求此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要做到努力搞好摸底调查、选举培训、工作

宣传，综合考虑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
会主任“一肩挑”、村“两委”成员交叉任职
达到80%以上、“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及妇
女委员岗位专职专选的落实工作，真正让
人民群众选出一批本领高、素质强、作风
正、社会责任感强、自己满意的带头人来。

此次换届选举工作，要求各乡镇领导一
定要加强领导、靠前指挥，对换届选举工作
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过问、了解、检查、督导
换届选举工作进展情况，对选举工作中随时
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及时帮助协调解
决。各乡（镇）办的党委书记作为第一直接
责任人，对选举工作要亲自动员，亲自研究，
亲自部署，亲自抓落实。要严格实行领导分
片包村责任制。对情况较复杂特别是过去
换届中出现过问题的村，要重点指导，认真
解决遗留的问题，确保选举圆满成功。

本报讯（通讯员 张振卿）近日，登封市地税
局与国税局联合开展非正常户、假停业户、假注
销户核查工作，共查出“三户”69 户，查补税款
18.6 万元，罚款 3.4 万元，有力地规范了市场纳
税秩序。

为了打击偷逃漏税现象，登封市地税局
与国税局联合召开了征管工作会议，对当前
市场中存在的征管问题进行交流，相互提供
了各局掌握的非正常户、假停业户、假注销
户信息，同时进行了比对，然后共同将比对
不符的信息下发给税源管理部门，重点对在
一方显示开业、在另一方却为非正常户、停
业户、注销户的纳税人进行核查。核查过程
中，对在地税局为非正常户、停业户、注销户
的纳税人，由国税部门督促纳税人到地税部
门接受处罚，同时向地税部门提供该纳税人
的详细信息，地税部门依据此信息进行实地
核查。对当月未申报且实地核查为失踪户
的纳税人，两局则根据双方掌握的纳税人信
息，共同查找非正常户的下落，防止偷逃漏
税现象的发生。

10 月 16 日上午，
唐庄乡投资1500万元
建设的搬迁扶贫示范社
区一期工程建成投入使
用。来自花玉村、范家
门村、扳倒井村首批山
区村民户入住宽敞明亮
的新房。

据悉，一期工程
2007年11月开始动工
建设，共建起4栋 6层
住宅楼，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安置山区贫
困村民144户 581口。
图为范家门村民赵国红
在新家里兴奋地临窗
眺望。

通讯员 王晓慧 摄

大禹文化之乡
登封名至实归

国税地税联手
核查“三户”见效

10月19日上午，郑州人民医院30名医务
工作者来到唐庄乡举行献爱心免费体检活动。
当天上午共义诊200多人，并免费发放价值
5000多元的村民所需药品，受到该乡村民的一
致称赞。 通讯员 王晓慧 摄

村官换届 年底完成
登封303个村委换届选举开始

郭顺昌和他的根雕作品。

郭顺昌在创作中。

根雕艺人根雕艺人根雕艺人根雕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