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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济区老鸦陈办事处师家河村，
有一个蝴蝶兰种植基地，基地负责人叫
刘松杰，为了蝴蝶兰那一片醉人的红，
他花费了近16年时间。如今，这里的蝴
蝶兰声名远扬，占据省内外各大花卉市
场，成了“郑州制造”一张响当当的名
片。

今年40岁的刘松杰从外形上看，光
头、微胖、一身休闲装扮，并不像一个花
农。但来到温室，看着长势喜人的蝴蝶
兰苗，身高接近 1.9米的他立马“铁汉柔
情”：“这里的蝴蝶兰有10万株，现在正在
育苗，等到春节的时候全部开花，那叫一
个漂亮。对我来说，它们不仅仅是一株
株花木，更像是自己的孩子。”刘松杰指
着温室花苗一一介绍：“这是‘红牛’，这
是‘火凤凰’，这是‘四季春’……”介绍
品种时，刘松杰会顺手打理一下枝叶，
动作熟练自然。说起自己种植蝴蝶兰
的经历，刘松杰还有一段曲折的创业
史。1999年，从事建筑工程业务的刘松
杰听说郑州陈砦花卉市场行情好，便转
而当起了商户，做花卉买卖。由于不懂
种植、经营，直到2000年，刘松杰的花店
一直都不温不火，收入颇微。但十年的
花卉经商也让他悟出了一些门道：零售
没有出路，自产自销的“一站式”销售模
式才是“王道”。

2000年左右，蝴蝶兰开始从台湾陆
续进入大陆，受到不少爱花人士的追

捧，且蝴蝶兰在所有花卉中单位产值最
大、利润最高。刘松杰瞅准商机，开始
琢磨建立塑料大棚，自己种蝴蝶兰。

2010年，刘松杰联合两位花卉种植
技术员成立了“三禾花卉种植专业合作
社”，在师家河村东头租下20余亩地，开
始做自己的种植事业。“种出最美的蝴
蝶兰”不是一句空话，为了保证蝴蝶兰
的品质，刘松杰为此花了不少心思。他

建造了3000平方米的智能温室，自动调
节蝴蝶兰的生长环境。“现在智能温室
遍地开花，不稀奇，最重要的是我们尊
重蝴蝶兰的自然生长规律。”刘松杰说，
为了保证蝴蝶兰的花期够长，他不主张
催花，而是让其自然生长，吸取足够的
营养。

2011年，刘松杰的蝴蝶兰在郑州花
卉市场“崭露头角”时，获赞一片，刘松

杰的蝴蝶兰逐渐名声大噪。2013 年年
底，花卉市场整体低迷，刘松杰的员工
曾经为他捏一把汗：数万株的蝴蝶兰一
旦滞销，损失几乎是毁灭性的。刘松杰
带着自己的蝴蝶兰走出郑州试着推
销。在陕西花卉市场，刘松杰的蝴蝶兰
让人眼前一亮，立刻获得了当地商户的
青睐。那年春节，当不少花商看着滞销
的花卉叹气时，刘松杰花卉基地的蝴蝶
兰供不应求。

之后，打着“三禾”标签的蝴蝶兰逐渐
走出河南，开始在河北、山西、湖南、江苏
等相邻十多个省份的花卉市场“露脸”，并
逐渐占据蝴蝶兰市场的半壁江山。

作为省内私人种植蝴蝶兰的“先
锋”，刘松杰有着更高的展望：“下一步，
我将再建500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用更
高的质量、更诚信的态度，种出我们郑
州的王牌蝴蝶兰。”

小小蝴蝶兰 种出“郑州王牌”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张超 文/ 图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
讯员 刘国友）昨日，记者从中
原区了解到，为建设高素质教
师队伍，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中原区将
面向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教
师50名。

此次招聘名额为 50 名，
其中小学教师 30 名，幼儿园
教师 20名。为给近年毕业的
高校毕业生更多机会，招聘范
围扩大到自 2011 年起近 5 年
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年龄 35 周岁以下（1980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根据国家、
省、市有关政策规定，参加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服务贫
困县计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
的高校毕业生、参加郑州市

“三支一扶”计划服务期满考
核合格、参加郑州市“大学生
村干部”计划在农村任职 2年
以上且每年度考核合格、参加
郑州市“高校毕业生进社区、
服务农村”计划服务期满考核
合格且符合本次招聘报考条
件者，笔试原始成绩加 5 分。
报名时间为：6 月 7 日~6 月 9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3∶00~6∶00，在中原区教育
体育局门前，进行报名与资
格审查。6月 19日笔试。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
讯员 白桃红）为进一步做好
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减少和
预防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近日，花园口镇政府开展了
安全生产月专项整治行动，
全面排查治理事故隐患，确
保安全形势稳定。

花园口镇在辖区内企
业、主干道悬挂横幅、张贴标
语，各村还利用广播每天宣
传 安 全 生 产 知 识 、法 律 法
规。发放安全生产宣传单
500 余份。与学校相结合开
展“小手拉大手”活动，给学
生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增强
辖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
防范能力。

聘请区消防大队宣讲
员 ，对 辖 区 各 行 政 村 安 全
员、企业代表、辖区家具作
坊主 600 余人进行培训，培

训内容包括消防业务知识、
消防器材使用、逃生演练等
方面。

开展“拉网式”排查。镇
政府成立专职巡查队，购置2
辆巡查车，每天2次对辖区安
全隐患重点区域进行排查。
由三级网格长进行逐户排查
是否安全用火、用电、用气，
杜绝占用、堵塞安全通道和
安全出口，违规为电动车充
电等行为。对辖区家具作
坊、重点企业、建筑工地等展
开全面排查，对发现的各类
安全隐患，建立整改台账，下
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
限。截至目前，对辖区 42 家
经营单位、380 家沿街门店、
674 家小作坊已全部排查到
位，查处各类安全隐患 518
处，当场整改 179 家，责令停
业整改243家。

本报讯（记者安群英 通
讯员 魏薇）近日，二七区对全
区低保对象开展了全面的入
户核查，进一步规范低保审
批工作流程，打造“阳光低
保”。

此次入户核查，自 5月 4
日正式开始，预计 6 月中旬
结束，为期 2 个月，共涉及城
市低保对象 1586 户；普查内
容主要包括低保对象户口
真实性，家庭成员的基本情
况、从业状况、收入状况、消
费 状 况 和 享 受 标 准 情 况 。

在此次核查工作中，二七区
做到了每一户低保对象及
家庭成员全普查、全登记，
入户调查率、民主评议率和
张 榜 公 示 率 均 须 达 到
100%。通过入户普查工作，
下一步区民政局将根据普
查情况，对低保家庭实施分
类救助。

据了解，自 2012年开始，
二七区着力于城乡低保审批
工作的规范性，通过多种措
施确保了低保工作的公正、
公开、透明。

二七区

入户核查1586户低保对象

中原区

公开招聘50名教师

花园口镇

安全生产集中整治月启动

本报讯（记者朱华 通讯员杨俊 文/图）“我
的孙子今年就该上小学了，正好交换了一个新
书包，真是太好了。”“家里的水杯太多了，都闲
置着，夏天也到了，趁着活动捐赠给辖区环卫师
傅们。”昨日上午，在上街区新安路街道办事处
物品交换捐赠活动现场，人口攒动，热闹非凡。

在物品交换区，桌子上放着电饭锅、玩具、
热水壶等上百件交换物品，居民们相互交流，互
相结合，物物交换，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在物品
捐赠区，辖区低保户、环卫工、农民工等低收入
群众，可任意挑选需要的物品，为他们的生活提

供帮助。
在现场，还举行了“心系山区，爱心飞翔”爱

心物品捐赠仪式，近千件党员群众捐赠的衣服、
文具、书籍等爱心物品送往山区学校，为贫困儿
童送去一份温暖。

此次活动是新安路街道在征集“微心愿”
中，针对居民希望对闲置物品进行交换或捐赠
而特别策划的。新安路街道负责人表示，这次
物品交换捐赠活动效果显著，街道将以“微心愿
交换站”为平台，将物品交换捐赠活动作为常态
化的服务内容，传递社会正能量。

爱爱心捐助传递社会正能量心捐助传递社会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杜懿 孔令男
文/图）“妈妈，你想我吗？”“闺女，以后我想你
了，就到社区来和你视频通话。”昨日，在管城区
陇海马路街道办事处陇一社区服务大厅，社区
老人朱梅英接通了远在美国的女儿的视频。社
区主任介绍，这是陇海马路街道运用“互联
网+”概念，投资5万余元，为辖区居民架起的温
情桥梁。

陇一社区有不少老人的子女、亲戚在国外

或在外地工作或者生活，一年都很难见上一面，
只能通过电话联系。可是这种“只闻其声不见
其人”的状态，让很多老人对子女或亲属还是挂
念不已。陇一社区为了解决空巢老人对与子女
团聚的渴望，在便民服务大厅安装了65英寸触
摸式电脑一体机，并配装了外置摄像头，居民群
众通过社区微信、QQ等软件可以与亲属子女
进行视频通话。满足了老人们不会用电脑，又
想见到子女的愿望。

视频对话传递温暖亲情

在二七区福华街办事处永安
东街社区，有这样一个快乐的四口
之家：儿子从小患病高位截瘫在
床，在父母的教学下达到小学五年
级水平，成为一个阳光快乐的残疾
少年。爸爸在郑州火车站公安派
出所工作，因为出色成绩两次荣获
公安部三等功。母亲园艺工，工作
很优秀，女儿在学校乐于助人。一
家四口居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里，
他们没有宽敞的住房，也没有丰富
的物质享受，但他们每天都是开心
的笑声，是辖区居民心中推崇的幸
福家庭。

和许多普通的家庭一样，崔晓
春、仝洋夫妇日子过得恩爱而快
乐。1995 年，儿子崔智成出生了，
但在1996年，一岁的崔智成却突然
患上椎管内脂肪瘤，最终导致高位
截瘫。夫妻拿出所有积蓄带着儿
子四处搜寻偏方，但均无果而终，
最后只能接受现实。

家有病儿是个宝。崔晓春夫
妇给了儿子更多的疼爱，“小宝”成
了他们不约而同的爱称。担心儿
子长期卧床得褥疮，他们专门在狭
小的卫生间里装了个浴盆，夫妇俩
人连抬带抱坚持给儿子洗澡，20年
来儿子从未得褥疮。儿子没法到
学校上学，夫妇俩就买来课本自

学，妈妈再编写成教材，每天给儿
子上课一小时，每天给他布置作
业。通过努力，病床上的“小宝”自
学完了小学所有课程，现在自学初
中课程。2003年，女儿崔嘉妮来到
了这个世界，崔嘉妮淘气可爱，经
常帮父母照顾哥哥，哥哥妹妹让这
个家庭充满了笑声。

记者走进这个快乐的四口之
家。家具是老旧的，但室内整洁干
净。特别是小宝的一张卧榻，更是
一个丰富的世界。床的设计是崔
晓春夫妇特别为儿子爱心定制，床
左侧被装成了书架，摆放着一册册
图书，小宝就是通过这了解外面的
世界，床上正面是一台液晶电视
机，躺在床上可以看电视，床上方
两侧是两个抓手，可以双手抓住拉
伸锻炼。

虽然身体残疾，在父母的关爱
下，崔智成却阳光快乐。他为自己
注册微博用户“奔跑的小帅宝”，与
外面精彩的世界快乐相连。崔嘉
妮在父母和学校老师的培养教育
下，今年上小学五年级，每个学期
都获得三好学生的称号。崔晓春
夫妇说，不要求儿女学会多少知
识，让她们拥有一颗阳光快乐的心
灵，能够健康的成长，父母就已经
足够欣慰。

平凡人家快乐多
本报记者 安群英 通讯员 田露红

一方面是方便服务群众的公益
活动，另一方面却影响交通和市容
环境，占道公益活动该禁还是该
留？金水区执法局东风路中队破解
了这一难题，找到两全其美之策
——把他们“喊回社区”服务。

前几天，东风路执法中队队员
在巡查中发现有人在丰庆路上搞宣
传活动，影响了附近的交通通行，也
有碍市容。执法队员遂上前了解情
况。原来活动是附近一家针灸店搞
的一次便民服务，免费为市民开展
针灸服务。

事儿倒是好事儿，但却影响了
交通，不符合城市管理规定。面对
两难问题，执法队员们想到了附近
社区，通过联系社区工作人员，执法
人员将占道活动引入了社区，并且
和社区工作人员一道为商家做宣
传、打广告，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到免
费公益活动中来。

小小创意赢得三方赞誉，商家
服务促销目的达到了，居民就近
即可享受公益服务，城市环境也
得到保障。大家异口同声：这办
法管用！

公益活动不能占道
执法人员破解难题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王震

创客的故事

认识郑州市群众业余文艺团
体“东方艺术团”团长于三喜是该
团在人民公园举办的“庆祝东方艺
术团建团 2 周年文艺演出”的现
场。一场群众业余文艺团体的演
出，吸引了郑州市歌旅协会、郑州
市群星艺术团两支群众文艺团体
旗下的歌手前来助阵，参加演出的
不乏退休的国家一级演员、省歌舞
团在职专业演员、著名戏剧演员
等，精彩的演出也吸引了 200 多名
游园群众聚拢过来，观众的掌声、
叫好声此起彼伏。

眼前的于三喜是一名壮实的
中年汉子，戴一顶新潮时髦的鸭
舌帽。于三喜说，自己自幼喜欢
唱歌，前些年也参加过一些群众
业余文艺团体的演出活动。5 年
前，于三喜在省工人文化宫五一
广场组建起了第一支业余文艺团
体，因为参加者多为原国营企业
的文艺骨干，于三喜就为这支队
伍起名“激情广场艺术团”。3 年
之后，于三喜又在市人民公园拉
起了一支队伍，参加者有离退休

老干部、退休老工人、在职的文艺
爱好者，这就是眼前这支“郑州市
东方艺术团”。

为了两支艺术团体能更好地
开展活动，于三喜自己出资12万多
元购置音响设备，并且自学音响设
备操作，现在他不仅仅是两支艺术
团体的团长，还是团中的主力演
员，同时又兼任音响师。

“人民公园每周日下午 3点至
5 点开展活动，五一公园是单月单
号、双月双号开展活动。不仅如
此，我们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办
广场文艺演出，还先后走进敬老
院、驻军、社区、乡村开展活动，送
文艺到基层，送文艺到乡村，受到
部队官兵、社区居民、农民朋友的
热烈欢迎。”谈起今后的愿望，于
三喜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
借助郑州市歌旅协会、郑州市群
星艺术团的力量，尽快打造出一
支高水平的群众业余文艺团体，
为市民群众拿出一场高水平的文
艺演出，争取每个月向市民群众
汇报演出一场！”

于三喜和他的艺术团
本报记者 栾月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