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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 天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
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
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
你的爱”

不知怎的，突然想起这首歌时，
我险些为这些歌词而流泪。当年邻
家姐姐教我的时候，只是懵懂地喜
欢它的歌词，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
再是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终于体悟
了字面背后的内涵。人人都有自己
梦想的舞台，人人都为自己的梦想
努力着。在我心中有这样一幅场
景，灯火通明的舞台上，我站在聚光
灯下。心中的舞台，要通过自己的
努力来慢慢筑起。

每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想用
最灵活的方式掌握更多的东西，朝
着自己的方向不停地奔跑，从容不
迫地坚持目标。清晨，一个人走在
无人的街边，大声地背着诗词，自由
畅快地呼吸，周围不时传来淡淡的
莫名的花香，全身毛孔都舒张开来；
夜晚，整栋楼的人都睡了，我家还亮
着灯光，月亮慵懒地打着哈欠，星星
也惺忪着睡眼，斜倚在床上，一页页
翻着书……不知不觉中，浑身充满

了向上的力量和满足感。我想这是
任何人都给予不了的。

足够的积淀，才能不断地迸发
出活力与激情。站在讲台这个舞台
上，我身体单薄，声音不高，却足够
洪亮。我的话，充满信心和力量。

窗外的阳光从走廊上攀援过
来，醒目耀眼；教室内一张张阳光灿
烂的脸，他们对着我笑，眼神灼灼地
辉映着我的光芒……这些都让人有
种幸福的眩晕。回顾已经走过的人
生路，要说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明
白过程比结果重要、心态比过程重
要，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构筑
自己舞台的点点滴滴。而且，在我
坚持不懈地朝着既定目标努力时，
我始终相信坚信自己的人生舞台会
筑起，观众的掌声终会响起。那时，
我在舞台上定会绽放出无限的笑
容。

经过时间与经历的沉淀过滤，
我一次比一次成熟，一次比一次坚
定。把自己交给心中的梦想，总会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充足的底
气，还怕不能在舞台上绽放自我
吗？ （尹建超）

舞台

美味食谱

（上接第一版）汤阴县对产业集聚区的重视达到了新的高
度。依托原有优势，通过积极引导，全国食品行业唯一在美国
上市的众品食业股份有限公司，全国食品工业十强企业永达清
真食品有限公司，长江以北最大的饼干生产企业、全国农产品
加工业示范企业健丰饼业……一大批响当当的全国知名“农字
号”企业汇集汤阴县产业集聚区。2010年，100多家龙头企业
的总产值达到62.17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

“食品产业的利税比较低，但是可以提高粮食的附加
值，是富民产业，我们在保证民生优先的同时，着力于医药
产业，这样就实现了‘富民’与‘强县’两条腿走路。”汤阴县
产业集聚区常务副主任贾健告诉记者。

特色鲜明的产业规划，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医药企业前
来投资建厂兴业。目前，已入驻或正在建设的大型医药企
业有：投资 3.7亿元的河南福鑫威尔药业有限公司、投资 3
亿元的四川科伦医贸物流等。随着新一轮招商引资活动的
逐步展开，到2015年，入驻医药企业将达20家，主营业务收
入突破100亿元，实现利税10亿元。

目前，汤阴县产业集聚区已经形成了食品和医药特色鲜
明的两大主导产业。已入驻国内外知名企业135家，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60家，世界500强分公司3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
业四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8家，市级重点龙头企业16家。

“兴工”与“稳农”联奏
2010年，汤阴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增速位

居全省县（市）第二。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在全省县
（市）排位，2009 年比 2008 年前进 45 个位次，2010 年又比
2009 年前进 21 个位次。汤阴的快速发展，是从田野上开
始、从“农”字上破题的。跳出“农”字又围绕“农”字，在农业
中融入工业化信息化科技要素，因粮制宜，把新兴产业从田
间一直做到餐桌上，在国内率先形成了一个粮食加工新兴
产业“硅谷”。

一把麦子、一斤玉米、一只鸡、一头猪……在我们看来
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在汤阴，却演绎了“七十二变”的农
业产业化发展神话。

仅是一斤玉米，就能实现两轮增值，就能“链”出两斤肉
价钱。第一轮增值过程：玉米加工成饲料，一次增值；饲料
饲养肉鸡、生猪，二次增值；肉鸡、生猪加工成肉制品，三次
增值。第二轮增值过程：玉米生产的废料玉米芯，加工提炼
木糖、木糖醇，一次增值；木糖的下脚料木糖渣栽培食用菌，
二次增值；食用菌销往全国各地，三次增值；食用菌渣作为
有机肥回馈田地，四次增值。通过这样的链式开发，1公斤
玉米由市场价1.9元最高升值到30多元，增值16倍，带动全
县种植优质高产玉米50万亩，饲养肉鸡4100万只、生猪150
万头，种植食用菌1.5亿袋，年总产值超过20亿元。

像这样的增值产业链，汤阴县产业集聚区目前有 8
条。产业链条的延伸，大大提高了汤阴粮食的附加值。据
了解，汤阴县产业集聚区食品产业年加工转化粮食能力120
万吨，带动汤阴及周边地区10万多户农民就业，16.8万农村

劳动力被转移和吸纳。仅龙头企业就吸纳劳动力 2.89万
人，从事农业产业化运输、包装、冷藏、销售等相关人员达到
6万人。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了传统农业和农村，农民的
身份开始发生变化。

“服务”与“创新”合唱
这是一组带着信心与希望的数字：投资 37亿元的河

南斌翔节能科技园开工建设，投资 2.6亿元的大洲药业大
容量注射剂项目建成投产，投资4亿元的科伦药业输液制
剂生产项目陆续建成投产……仅 2011年，汤阴县产业集
聚区开工在建项目就有36个。130余家企业布局在汤阴县
产业集聚区，像棋盘上一颗颗闪亮的棋子。这些食品、医
药产业界的“龙头”、“大腕”为何纷纷将“绣球”抛在
汤阴？

甘当入驻企业的“马前卒”、“办事员”，为维护企业发展
当好“黑包公”，汤阴县产业集聚区建设一切围绕项目转。

河南科伦药业集团的吴总经理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2008年 5月，得知科伦集团有意在豫北地区投资建设医贸
物流基地的信息后，该县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奔赴四川，上门

“推销”汤阴县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却与"5.12"大地震不
期而遇。当时，科伦公司的领导劝汤阴的招商小分队先回
去，投资合作的事情随后再说。可是汤阴县的领导却没有
答应，非要和公司共同进行抗震救灾。“当地政府的行为让
我们非常感动。”吴总感慨地说。正是看到了汤阴县领导班

子亲商尊商的诚心，集团总部决定将项目建在汤阴。
像科伦集团一样，益海嘉里、众品集团等著名企业的入

驻，都饱含了汤阴一班人的良苦用心。为强力实施招商引
资、项目带动战略，该县成立16个招商分局。同时，汤阴县
还创新思路，改革执政体制。在全县成立集聚区建设指挥
部等 4个指挥部，指挥部是代表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机构。
工作中，指挥部拿出方案，报县主要领导同意后即可执行。
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都是经充分考察后精挑细选的，挑选
中打破了政府领导成员的分工，谁行谁来，真正让有为的人
有位。

另外，汤阴县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要求县领导和乡
镇领导在单位住宿时间每月分别必须在 15天、20天以上，
做到发展问题在一线解决，工作难点在一线突破，选拔干部
在一线鉴别，干群关系在一线密切，着力加强作风建设，推
动全县形成了人心齐、作风正、干劲足的良好局面。

2010年半年多的时间，集聚区建成区面积就由原来的
6.7平方公里，迅速扩大为 9.2平方公里。在集聚区东部和
北部片区同时开工了14条道路及配套设施建设，城区道路
提前 10 年完成了规划任务，有效提升了集聚区的承载能
力。

悠悠汤河奔流，千载古郡无声。汤阴，从遥远的商代一
路走来，见证周文王的囿而悟道，铭记岳武穆的铿锵誓言，
沧桑易序，不变的是一脉传承的精神。在时代的春雷中，抒
写自己的壮志豪情。古老的汤阴，焕发出青春的蓬勃朝气。

新郑市的风筝界，有这么一位“名人”，不论是
对放风筝技巧的掌握，还是对制作风筝技艺的了
解，都可谓达到了“痴”的程度，他就是张建中老
人。

张建中今年已经 66岁了，因为退休前工作性
质的原因，现在老人的身体远不如以前了，脊背微
驼，行动也不是太方便。但是说起风筝，老人就像
是小孩子谈论起自己最心爱的玩具一样，说起话
来滔滔不绝。

说起张建中老人对风筝的痴迷，就要追溯到
上个世纪末了，当时老人还是郑州铁路局许昌工
务段的一位工人，在工作期间偶尔看到别人放风
筝很是羡慕，总想着退休后好好放放风筝，过过
瘾。1999年，他退休回到家后，对风筝的热情似乎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减淡，不光自己放，
还总是想去看看别人是怎么玩风筝的，尤其是想
目睹潍坊风筝节这一国际性的风筝盛世。

终于在2002年，张建中在家人的陪同下，参观
了第十九届潍坊国际风筝会。“那次去潍坊主要是
去开开眼，看看别人的风筝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
别的地方，我自己没有带风筝去，也就没有放。”至
今，老人说起那次参会的经历，脸上还有丝激动的
表情。

自打去了潍坊，张建中对风筝的痴迷不仅仅

局限在“放”这个层面了，也开始动手自己制作风
筝了。“看别人的风筝做得那么漂亮，飞得也那么
高，为什么我就不能自己动手做呢？”有了这样一
个念头，老人便买来裁刀、小钢锯等工具开始尝试
着制作风筝了。

“刚开始是比着葫芦画瓢，我买了一本关于风
筝制作方面的书，就照着上面的方法自己摸索着
做了。”拿着亲手做的风筝放飞的那天，老人足足
乐了一个晚上。但是，总是不满足的张建中马上
就投入到下个风筝的制作中了。现在，老人家里
专门存放风筝的房间中已经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风
筝，细数下来有 20多种。其中最让老人满意的就
是，那个由 30个菱形小风筝组成的长达 600米的
菱形串子风筝。据老人说，这组风筝花费了他前
后近半年的时间，所有的材料都是别人废弃的一
些塑料布！现在，街坊邻居都称他“风筝迷”。

风筝，不仅给张建中带来了快乐，更让他找到
了年轻的感觉。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风筝协
会的同学听说老人特别喜欢风筝，而且还会做时，
就聘请他为荣誉会员，经常组织同学们和老人去
放风筝，有时还邀请老人给他们上课。张建中也
特别享受被年轻人环绕的感觉：“我放风筝图的就
是一个乐字，现在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我也觉得
自己年轻了好多！”

一根针、一块棉麻布、几条色泽亮丽
的丝带，在新郑市民赵书信灵巧的双手

“加工”下，就变成了一朵朵立体感强、灿
烂绽放的鲜花。9 月 15 日，记者见到她
时，正好“撞上”这精彩的一幕。原来，她
正在家里“穿针走线”，进行《花开富贵》绣
品的收尾工作。

今年 56岁的赵书信，自幼就喜欢女
红，从2010年11月发现丝带绣带来的美
感和乐趣后，对它就爱不释手。她介绍
道，每个丝带绣的原材料里都有一个套
包，里面有专门的针、绣布、绣线、丝带等，
还附有制作图纸。因为它不仅简单易学，
还能美化环境，所以她与很多人一样，一
见到丝带绣就与它结下了“情缘”。可俗
话说，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她看到图纸
时，一时不知道怎么下手，可又不想就此
罢休。为此，赵书信拜师学艺，在别人的
指导下认真学习。“绣布上印制了绣格，我
就按照绣格上指示的颜色和位置一点一
点地尝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学。”赵书

信乐呵呵地说。渐渐地，她摸索出其中的
绣法和规律，很快就上手了；创造绣品的
速度可谓“大提速”，一副85×200cm的《花
开富贵》在她手中只需十天时间就能完
成。在她的一番侍弄下，双叶绣、直针叶
子绣、立体花瓣绣、法国豆针绣等绣法深
谙于心；蜻蜓点水、蝴蝶翩翩、蓓蕾初绽、
花影摇窗等画面有形有色；《浪漫樱花》、

《花架下的等待》、《国色牡丹》、《家和万事
兴》等绣品也有模有样。

看着这些养眼的绣品，记者好奇地
问她：“你刚刚学习丝带绣时，有没有
绣错的地方啊？”“没有，因为丝带绣绣
法相对容易，而且绣格上标注得很明
确，所以我没有出错。”虽然初学时，她
没有绣错过；但是现在技术纯熟了，她
却故意“犯错”。在很多次的操作过程
中，她将图纸上的叶子改少点、花朵颜
色改浅点、没有的景物添加上去……在
她“将错就错”、增增减减的实践中，一
幅幅鲜活逼真的绣品“诞生”了。对

此，她解释道，慢慢上手后，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随意创新图案内容；如果绣
错了不要紧，只要稍微改变一下绣法，
就会绣出充满创意的绣品。同时，她还
兼顾丝带绣装饰和实用的作用，除了把
它们当做艺术品挂在墙上外，还做成了
抱枕、沙发垫、坐垫、手机袋、纸巾
盒、零钱包、桌布、钟表等，送给亲朋
好友。

因为小小丝带就能绣出美丽图景，新
郑“尝鲜”的市民越来越多，还有的人来向
她切磋、交流绣艺。赵书信说，向她学习
丝带绣的人有二三十个，其中不仅有八九
岁的小女孩，还有年近花甲的老太太。谈
及为什么那么多人热爱丝带绣时，赵书信
深有感触地说，一方面，现在人们对生活
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容易学习、层次感
强、立体感强的丝带绣能够达到装饰生活
空间的目的；另一方面，丝带绣绣的不仅
是艺术更是心情，能够修身养性，在一针
一线中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张建中：小风筝，放出无限乐趣

赵书信：丝带绣，绣出时尚生活

近日，天空飘着绵绵细雨，在这样的天气里出门
的村民本应很稀少，但位于新郑市具茨山北坡太白
岭上的柿树行村的文化大院里不仅人气很旺，还不
时传来一阵阵笑声。

记者很是纳闷：下雨天，难道村里还有什么活
动？赶上前一看，记者才明白，原来是水果批发商
来村里收购核桃，在村委主任魏富安指挥下，村民
们把一袋袋核桃往车上装。记者快步走到他们中
间，拉着魏富安的手问：“咱们村种了好多核桃
吧？”

“刚开始只有很少村民种植核桃树，但看到这几

年种植户赚钱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种了！”
“现在有多少村民种植核桃树了？”
“180户，也就是说村里有 1/3的农户都开始种

了！”
“咱村每户种有多少核桃树啊？”
“平均下来每户种1亩半，一亩种50棵。”
“今年收成怎么样？”
“呵呵！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啊！现在核桃成熟

后，收购商都主动跑村里收购呢！”
旁边的村民介绍，1998年，魏富安和他的妻子走

上荒山开始种植树木，还带头尝试在田地里种植核
桃树。当时，很多村民都不看好核桃的收成。可没
想到，短短几年，魏富安和村民们就收到了成效。俗
话说，核桃山中宝，补肾又健脑。因为营养丰富而且
卖价高，没过几年，核桃种植户就尝到了甜头。现
在，看到有人已经“试验”成功，更多的人都自愿加入
到核桃种植队伍中。

该村的一位老大爷是老种植户了，他打趣地说：
“8 月的核桃——挤满了人(仁)。俺村的文化大院
啊，也从 8月就挤满了人，一直到现在。”可不，挤满
人的文化大院可热闹了，乡亲们高兴地讨论着今年
的收成，望着载满核桃的收购车欢快地离去，脸上绽
放出幸福的笑容。

幸福乡村的丰收故事
本报记者 赵丹

秋季养生小常识
古代医学家认为，秋季气清风寒，此

时宜进补养之物以生气，养生一定要注意
以下四方面：

合理膳食
秋季饮食宜清淡，以防燥护阴、滋阳润

肺为准则。少食煎炒之物，多食新鲜蔬菜
水果与酸味的食品。适当多饮水，多吃润
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少食或不食葱、
姜、蒜、辣椒、烈性酒等燥热之品。还要节制
冷食、冷饮。

积极参加锻炼
秋季天高气爽，是户外活动的黄金季

节。要早睡早起，晨起后要积极参加活动
健身锻炼，可选择登高、慢跑、快走、冷水
浴等锻炼项目。但应注意在参加体育锻
炼的同时要加强保暖，做好预防工作。

保持乐观情绪
注意调养情智，学会调适自己，保持

乐观情绪，适当延长夜间睡眠时间；可经
常和他人、家人谈心，或到公园散步，适当
看看电影、电视，或养花、垂钓，这些都有
益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适时增减衣服
秋季早晚温差较大，在此季节，老年

人既要防寒保暖，又不能过早、过多添加
衣物；但老年人要顺应气候变化，及时增
减衣服，防寒保暖，防病保健，以防止感冒
和引发呼吸道等各种疾病。

（吉祥）

赵书信正在进行《花开富贵》绣品的收尾工作。

张建中看着放飞的风筝，乐在其中。

（上接第一版）汤阴的快速发展，是从田野
上开始、从“农”字上破题的。跳出“农”字又围
绕“农”字，在农业中融入工业化信息化科技要
素，因粮制宜，把新兴产业从田间一直做到餐
桌上，在国内率先形成了一个粮食加工新兴产
业“硅谷”。

一把麦子、一斤玉米、一只鸡、一头猪
……在我们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在汤
阴，却演绎了“七十二变”的农业产业化发
展神话。

仅是一斤玉米，就能实现两轮增值，就能
“链”出两斤肉价钱。第一轮增值过程：玉米加
工成饲料，一次增值；饲料饲养肉鸡、生猪，二
次增值；肉鸡、生猪加工成肉制品，三次增值。
第二轮增值过程：玉米生产的废料玉米芯，加
工提炼木糖、木糖醇，一次增值；木糖的下脚料
木糖渣栽培食用菌，二次增值；食用菌销往全
国各地，三次增值；食用菌渣作为有机肥回
馈田地，四次增值。通过这样的链式开发，1
公斤玉米由市场价 1.9元最高升值到 30多元，
增值16倍，带动全县种植优质高产玉米50万

亩，饲养肉鸡 4100 万只、生猪 150 万头，种
植食用菌1.5亿袋，年总产值超过20亿元。

像这样的增值产业链，汤阴县产业集聚区
目前有 8条。产业链条的延伸，大大提高了汤
阴粮食的附加值。据了解，汤阴县产业集聚区
食品产业年加工转化粮食能力 120万吨，带动
汤阴及周边地区10万多户农民就业，16.8万农
村劳动力被转移和吸纳。仅龙头企业就吸纳
劳动力2.89万人，从事农业产业化运输、包装、
冷藏、销售等相关人员达到 6万人。越来越多
的农民脱离了传统农业和农村，农民的身份开
始发生变化。

“服务”与“创新”合唱
这是一组带着信心与希望的数字：投资

37亿元的河南斌翔节能科技园开工建设，投

资2.6亿元的大洲药业大容量注射剂项目建成
投产，投资4亿元的科伦药业输液制剂生产项
目陆续建成投产……仅今年以来，汤阴县产
业集聚区开工在建项目就有 36 个。130 余家
企业布局在汤阴县产业集聚区，像棋盘上一
颗颗闪亮的棋子。这些食品、医药产业界的

“龙头”、“大腕”为何纷纷将“绣球”抛在汤
阴？

甘当入驻企业的“马前卒”、“办事员”，为
维护企业发展当好“黑包公”，汤阴县产业集聚
区建设一切围绕项目转。

河南科伦药业集团的吴总经理告诉我们
一个故事。2008年 5月，得知科伦集团有意在
豫北地区投资建设医贸物流基地的信息后，该
县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奔赴四川，上门“推销”汤
阴县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却与“5·12”大地

震不期而遇。当时，科伦公司的领导劝汤阴的
招商小分队先回去，投资合作的事情随后再
说。可是汤阴县的领导却没有答应，非要和公
司共同进行抗震救灾。“当地政府的行为让我
们非常感动。”吴总感慨地说。正是看到了汤
阴县领导班子亲商尊商的诚心，集团总部决定
将项目建在汤阴。

像科伦集团一样，益海嘉里、众品集团等
著名企业的入驻，都饱含了汤阴一班人的良苦
用心。为强力实施招商引资、项目带动战略，
该县成立16个招商分局。同时，汤阴县还创新
思路，改革执政体制。在全县成立集聚区建设
指挥部等4个指挥部，指挥部是代表县委、县政
府的工作机构。工作中，指挥部拿出方案，报
县主要领导同意后即可执行。指挥部的主要
负责人，都是经充分考察后精挑细选的，挑选

中打破了政府领导成员的分工，谁行谁来，真
正让有为的人有位。

另外，汤阴县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要
求县领导和乡镇领导在单位住宿时间每月分
别必须在 15天、20天以上，做到发展问题在一
线解决，工作难点在一线突破，选拔干部在一
线鉴别，干群关系在一线密切，着力加强作风
建设，推动全县形成了人心齐、作风正、干劲足
的良好局面。

2010年半年多的时间，集聚区建成区面积
就由原来的6.7平方公里，迅速扩大为9.2平方
公里。在集聚区东部和北部片区同时开工了
14 条道路及配套设施建设，城区道路提前 10
年完成了规划任务，有效提升了集聚区的承载
能力。

悠悠汤河奔流，千载古郡无声。汤阴，从
遥远的商代一路走来，见证周文王的囿而悟
道，铭记岳武穆的铿锵誓言，沧桑易序，不变的
是一脉传承的精神。在时代的春雷中，抒写自
己的壮志豪情。古老的汤阴，焕发出青春的蓬
勃朝气。

俗话说，“一夏无病三分虚”。秋天来
了，也是人们进补的时候。时下正是吃枣
的季节，鲜枣不仅甜脆多汁，而且营养丰
富，其中维生素C含量最高，每100克中有
243毫克的维生素C。今天小编为大家介
绍两种红枣养生粥。

白木耳红枣粥：
材料：白木耳60克，糯米100克，红枣

16颗
制作：白木耳先用清水发泡洗净。

红枣，糯米淘净后，置入锅内加水烧
开，再放入银耳，熬煮成粥，调入一些
冰糖即成。

功效：滋阴生津、润肺养胃、益气和
血，可治虚劳咳嗽、痰中带血、阴虚口渴。

红枣绿豆粥：
材料：红枣100克、绿豆300克
制作：红枣，绿豆洗净入锅加水 1.5

升，明火煮沸后再改文火炖熬，使绿豆酥
烂为止，加白糖100克调匀晾凉食用。

功效：清热解毒、祛暑止渴、利尿消
肿。 （吉祥）

红枣养生粥

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