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9 日下午，虽骄阳似火，但范县汇丰雅筑小区的业主却享受
到了难得的清凉。在信原物业集团的组织下，业主聚集在 16 号楼前的
小广场上，参加“纵享清凉夏日，趣味吃西瓜比赛”活动。通过活动拉近
了业主与物业的距离，增进了邻里关系，促进社区和谐建设，也为业主
送去了夏日的凉爽。

本报记者 王勃 通讯员 王文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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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碧荷绽文信， 花开
意正浓。 近日，濮阳县“四季村
晚”在海通乡文信荷园正式拉开
序幕。

此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国家文
旅部和省文旅厅的具体要求，以
文化活动为主线，发挥文化培根
铸魂、凝心聚力作用，以文塑旅、
以文兴业、以文惠民，激发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活力，推动乡
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通过此
项活动， 切实讲好乡村故事，展
示乡村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打
造反映农民精神风貌、乡村振兴
气象的新载体，呈现乡村文化振
兴的丰硕成果。

晚会上，美丽的荷花变成艺
术的舞台，乐器寄托豪情，欢歌

放飞幸福， 舞蹈舞出了新生活。
舞蹈《莲花香自海通来》《黄河从
我家门前过》、二胡独奏《荷塘月
色》、 男声独唱 《滚滚长江东逝
水》、二重唱《为祖国干杯》等各
类精彩纷呈的节目一一上演，现
场数千名观众掌声不断，热闹非
凡。

近两年来，濮阳县乡村文化
合作社建设蓬勃发展、 成效显
著，通过挖掘本土人才、传承乡
土文化、 培育群众文艺志愿团
队，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的内生动力， 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不断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能力。 目前，全县共组建乡村文
化合作社 106个，市级示范性文
化合作社 2个，有力地促进了乡
村文化产业发展。 （孟庆斌）

位于南乐县东南部的张果屯镇烟之东

村， 是个户不足 200、 人不足 1000的小村
庄。 但就是这样一个村子， 却发展了一个占
地 2000亩的果蔬种植基地， 还建起了远近
闻名的西红柿科研、 生产基地。 烟之东村被
国家农业农村部评定为全国 “一村一品” 示
范村。

小村庄缘何有这样的大能耐？村民说，只
因村里有个好带头人———烟之东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赵战秒。
1970年出生的赵战秒，自幼经历过贫困

的日子，因此有着强烈的致富愿景。但在农村
长大的孩子，致富的门路毕竟有限。 20世纪
90年代末， 听说大棚蔬菜种植能挣钱，20多
岁的赵战秒，怀揣成为“万元户”的梦想，奔赴
山东各地学习蔬菜种植技术。回到南乐后，他
开始尝试大棚蔬菜种植。 2000年，赵战秒筹
钱在自家承包地里建起了两座蔬菜大棚：一
座种植西红柿，一座种植草莓。由于大棚遭遇
病虫害， 产量受到影响， 赵战秒不仅没赚到
钱，还倒贴了不少钱。失败的经历让赵战秒意
识到，搞种植不仅要会选品种，更要掌握病虫
害防治技术。 于是，赵战秒又先后到山西、山
东等地学习蔬菜种植技术， 参加农民果蔬科
学种植培训班。 2002年年底，赵战秒家的大
棚彻底扭亏为盈。 2007年，赵战秒不仅自己
经营了 7个大棚，更是带着村里的很多群众，
走上了设施农业致富路。

因在致富和带富方面有突出表现，2008
年村委换届 ， 赵战秒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
任。在他的带动下，村里 200余亩集体土地，
全部建成日光温室，并牵头成立了联富果蔬
种植专业合作社，实行规模化种植 ，带动全
村日光温室种植群众快速增收。 2017年，烟
之东村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2018年，村“两委”换届，赵战秒又被选

举为党支部书记， 实现了书记、 主任 “一肩
挑”。职务多了，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赵战秒
深知必须想办法带领全村群众脱贫致富。 他
结合村内产业实际，着眼打赢脱贫攻坚战，通

过“支部牵头担保、种植户实物抵押、贫困户
入股分红”的方式，为每个新建大棚种植户提
供贴息资金 2万元，帮助 95户贫困群众每年
增收 2500元。
2019年，赵战秒乘胜出击 ，带领烟之东

村开始推行“党群共建、村社合一”的发展模
式，成立了联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村干部
带头入社。在赵战秒的推动下，村“两委”班子
与联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交叉任职率达

60%，通过集体控股、群众参与，有效提升种
植户的市场话语权，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推
动西红柿产业发展壮大， 该村西红柿种植面
积迅速扩大到 1500余亩， 年产量 1500万公
斤，年产值突破 4500万元。

做大做强果蔬产业，不仅要靠热情，更要
靠技术。 2020年，赵战秒积极争取推动总投
资 4700万元的校地合作项目———南乐县优

质西红柿小镇落户张果屯镇， 帮助该镇西红
柿种植产业打通了从良种繁育到种植销售的

链条，推动了产业提档升级。该镇西红柿种植
面积稳定在 3000亩左右， 年产值 4亿元左
右， 辐射带动周边 10余个乡镇、1万余人从
事西红柿种植相关产业。

乡村振兴，党建引领。 2022年，张果屯镇
西红柿产业发展党委在南乐县优质西红柿小

镇挂牌成立，赵战秒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同
年， 以烟之东村、 南乐优质西红柿小镇为核
心，总投资 2000万元的番茄王国田园综合体
项目动工开建， 张果屯镇的西红柿种植产业
再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步入了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快车道。

把初心播撒在田野，把智慧奉献给群众。
30余年来，从青年到壮年，从普通党员到党
支部书记，赵战秒初心不改，始终奋战在他最
初选择、至今坚守的西红柿种植产业一线。赵
战秒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河南
省劳动模范、河南省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濮
阳市乡土专家等荣誉称号， 是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代表、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县第十三次
人代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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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战秒：一个人带火一个产业
本报记者 袁冰洁 摄影师 孟庆斌 户丹彤 通讯员 赵占伟 赵付如 文 / 图

用一生传承中医文化
———记中医外科第八代传承人王道科

濮阳县柳屯镇七娘寨村 ，
有一家远近闻名的诊所， 名为
“中医世家”。 该诊所由濮阳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道科

及大儿媳吴青花所开， 前来就
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今年 71岁的王道科 ， 是
“中医世家” 中医外科第八代传
承人。 受家族影响， 王道科自
幼跟随父亲学医看病， 对医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父亲的
教导下， 王道科在十几岁时就
熟记汤头歌诀， 深谙药性， 钻
研祖上传下来的中医书籍、 家
传秘方。 1974年， 21岁的王道
科医专毕业后， 在柳屯镇中心
卫生院工作， 同时在自家门诊
“中医世家” 坐诊。

王道科介绍， “中医世家”
中医外科始于清朝乾隆年间， 距
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现已传
至第九代。 王道科习得祖上衣
钵， 在继承祖先的传统外治法之
余， 不断学习最新医学理论知
识， 潜心钻研各科医书。 同时，
他还多次自费到北京、 石家庄、
郑州等地学习深造， 汲取中医诸

家之长， 在业内赢得了广泛好评
和赞誉。

医者仁心 ， 这在王道科身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王道科从
小多次听父亲讲祖训： 医乃仁
术， 无德不立。 有外地前来求
诊的贫困患者， 王道科都免费
诊治， 并让其吃住在家。

一提起王道科 ， 邻里乡亲
无一不交口称赞， 在当地有着
极佳的行医口碑。

百年传承中， “中医世家”
中医外科形成了集王氏特色诊

治、 特色外治法、 祖传秘制药
方于一体的疗法体系， 帮助无
数患者解除病痛。 谈到中医的
传承， 王道科说： “作为中华
龙都濮阳人， 我有责任把祖上
的中医文化传承下去， 也愿意
把祖传的医术公益传授给对中

医外科感兴趣的人， 目前已有
来自郑州、 济源、 陕西、 山东
等地的中医人前来学习， 希望
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 能
最大限度服务大众， 为饱受疾
病折磨的患者解除病痛。”

本报记者 王勃

濮阳县举办“四季村晚”暨
荷塘月色消夏歌舞晚会

范县汇丰雅筑举办吃西瓜大赛

图①烟之东村果蔬种植基地。
图②烟之东村党群服务大厅。
图③赵战秒劳模创新工作室。

图④赵战秒在基地对工作人员进行指导。
图⑤西红柿迎来丰收。
图⑥大棚里的黄瓜茁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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