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3 日上午， 全民阅读推广人向读者推
荐好书。当日，周口市图书馆全民阅读计划“好书
周推荐，书香满周口”系列读书活动成人专场在
该馆一楼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活动通过“主荐
人领读+读者分享+读者投票”的创新模式，让读
者在消暑纳凉中滋养了心性。 记者 黄佳 摄

“阅”享夏日好时光

□记者 何晴 韦伟 侯俊豫

本报讯 近日， 淮阳区大连乡一位村民向 《周道帮
办·直通 12345 热线》栏目反映称，家中两个儿子只有一
处宅基地，目前大儿子已结婚，小儿子即将成婚，一户一
宅的规定不符合当下现状，这类情况该怎么办？ 接到诉
求后，记者联系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该局工作人员
向记者详细解读了《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
管理办法》（简称办法）。

该工作人员称，这位村民反映的情况，符合办法中

的相关规定：因子女结婚等原因确需分户居住、现有宅
基地无法满足分户居住需求的，村民可以向所在集体经
济组织申请宅基地。

7 月 10 日，接到记者反馈后，淮阳区大连乡人民政
府高度重视，立即进行核查。核查情况为：该村民长子目
前有一处宅基地，次子于 2022 年申报宅基地建房，乡村
两级均完善手续进行上报，第三方进行了现场测绘。 目
前，乡政府工作人员正积极对接上级职能部门，争取尽
早批复，同时积极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取得反映
人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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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辛泉 付永奇

本报讯 “明天早上，这批‘二荆条’辣椒就
能出现在昆明市民的餐桌上。 ”7 月 13 日清晨，
在项城市王明口镇方庄村的辣椒地里，72 岁的
金体明边弯腰摘辣椒边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
村集体种植的 140 亩辣椒能增加收入 20 余万
元，村里食堂的锅灶可以烧得更旺了”。

方庄村共有 2700 余口人， 其中空巢老人、
“五保户”等“一人食”群体五六十人。 2024 年冬，
该村党支部书记左国强在走访中发现，独居老人
普遍存在做饭难问题：会做的不想做，想做的不
方便做， 不少老人一日三餐常以馒头咸菜凑合。
经村民代表商议，村集体决定将闲置小学改造成
乡村食堂，为全村独居老人免费提供三餐。 启动
资金由左国强率先捐赠，乡贤跟进，但日均三四
百元的食材费用让可持续运营成为难题。

“输血”只能救急，“造血”方能长远。 为破解
难题，左国强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通过土地流
转入股发展集体经济， 种植 140 亩订单辣椒，采
取“订单农业+工分制”模式，与采购商签订保底
收购协议， 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可通过田间劳动，
以工分兑换分红。集体收益的 30%用于村内事业
发展，60%用于入股分红和产业再发展，10%用于
乡村食堂及工分分红。 这种“产业反哺+互助养
老”模式，形成可持续闭环。

食堂烟火不断，老人心里踏实。 88 岁的孔玉
兰老人边吃早餐边夸赞：“村里的独居老人以前
凑合啃冷馍是常事， 如今有了自己的食堂后，热
饭都是送到嘴边，还能挣些零花钱，村委一班人
真会想办法！ ”

“集体经济壮大了，像‘老人食堂’这样的民
生工程才能从‘应急’变‘长效’。 ”左国强指着规
划中的 760 亩入股土地说，“下一步，我们将吸纳
更多土地变股入社， 不仅保证乡村食堂继续运
转，还要让全体村民成为分红的‘股民’，实现共
同致富。 ”

“从老人吃饭难到吃得好，从政府兜底到集
体自立，方庄村的实践证明：乡村食堂要长久，必
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省社科院从事相关领域
研究的人士陈鹏表示。

以前凑合啃冷馍 如今热饭到嘴边
方庄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老人食堂”由“应急”变“长效”

□记者 王永剑 通讯员 高明 文/图

本报讯 7 月 11 日，由周口开往上海的 K1505 次列
车上发生惊险一幕：一名 7 岁女童在车厢内走失，经列
车工作人员全力搜寻，最终化险为夷。

突发：一转身孩子不见了
当日中午时分，卧铺车厢的李女士与母亲张阿姨和

7 岁女儿涵涵（化名）到餐车用餐。 结束后，张阿姨带孩
子先回 13 号车厢休息，李女士则在餐车打电话。

没想到十来分钟后，张阿姨慌慌张张地跑回餐车说
孩子不见了，李女士一下子就懵了。 餐车到她们休息的
卧铺车厢也就 200 多米，孩子怎么会突然不见了？

“涵涵在前边走得快，我走得慢，一转眼的工夫，孩
子就找不到了。 ”张阿姨回忆说，“我喊着孩子的名字往
前跑了两节车厢，回头又找了一遍，都没看到人影。孩子
平时很乖，从不乱跑，吓得我腿都软了。 ”

联动：全员进行网格搜寻
列车长匡超接到求助时正在 9 号车厢巡查，看到两

位女士脸色惨白，且声音发抖，匡超一边让乘务员递上
热水并做好安抚工作，一边记录孩子的体貌特征。

13 时 5 分， 匡超通过广播系统多次发布寻人通知：
“各位旅客请注意，现有一名 7 岁女童在列车上走失，身
穿白色纱裙，脚穿银色凉鞋。 请各位旅客留意身边是否
有类似特征的孩子，如发现请及时联系乘务人员，感谢
您的配合。 ”

随后，6 名乘务员从 11 号车厢开始逐节排查卧铺区

域及座位区域，重点关注上铺、座椅下方、卫生间及车厢
连接处，每 10 分钟汇报一次进展情况。

乘务员王娟逐一查看座椅下方，李碧颖则询问卧铺
隔间内的乘客，并提醒家长看护好孩子。 匡超与乘警同
时从 11 号车厢出发，向相反的两个方向推进搜寻。

在 14 号车厢，一位热心乘客反映，曾看到一个穿白
色衣服的小孩跟着一位身穿红色衣服的女士往前走了，
乘务员立即顺着线索追查，最后确认不是走丢的涵涵。

30 分钟过去了，李女士在车厢连接处焦急地踱步，
不时掏出手机查看，张阿姨则坐在座位上默默流泪。 匡
超每隔 5 分钟就向她们通报一次搜寻进展情况，并安慰
说：“请放心，所有乘务员都在全力寻找，列车是封闭环
境，孩子肯定还在车上。 ”

重逢：乘客掌声响起来
13 时 40 分， 当匡超与乘警排查至 14 号车厢时，14

号上铺传来轻微鼾声。 “当时我们正询问 14 号下铺的乘
客，突然听到上铺有声音。 ”匡超回忆道，他立即踩着梯
子向上查看，一名小朋友美美地睡着，正是走失的涵涵。

当匡超把涵涵抱到 13 号车厢时， 正在哭泣的李女
士一把将孩子搂进怀里。 “找到就好，找到就好，真是太
感谢你们了！ ”张阿姨拉着乘务员的衣角，反复说着感谢
的话。 车厢里笑声一片，乘客纷纷鼓掌。 原来，涵涵跟着
姥姥回住处时，由于她走得快，姥姥没有跟上，涵涵看到
一个空着的上铺便爬了上去，没一会竟睡着了。

7 月 12 日，李女士特意写了一封信，感谢 K1505 次
列车的工作人员。

女童火车上走失 乘务员温情寻人

群众反映：两个儿子一处宅基地怎么办
栏目反馈：相关部门依据管理办法解答

母女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