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
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达的
观点发给我们，本报将择优刊发读
者来论，共同碰撞思想的火花。来
稿信箱：jzrbs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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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川人物

本报记者 杨丽娜

闯市场 富家乡
——记全国劳动模范、博爱县金城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永利

孙永利是个有创业激情的人。
1990年，刚满20岁的孙永利辞去民办
教师的工作，买了一辆农用车搞运
输。从小就喜欢农业机械的他，一边
拉活儿，一边学习机械维修知识，并
经常帮助乡亲修拖拉机、三轮车、摩
托车等，逐渐在当地有了名气。1992
年，孙永利帮一位村民修车，整整花
了三天时间才把车修好。这位村民觉
得孙永利踏实肯干，就把一个亲戚家
的闺女介绍给了孙永利，不久二人喜
结良缘。“通过劳动，我收获了一个幸
福家庭。”回忆起这段往事，孙永利心
里总是甜蜜蜜的。

1993年，孙永利和爱人在博爱县
城租了一间房，做起了维修摩托车的
生意。由于孙永利技术好、人实在，生
意非常红火。仅一年时间，孙永利的门

面房就扩大到了六间。五六年下来，孙
永利足足赚了100多万元。后来，孙永
利又转行做批发摩托车零配件和销售
摩托车的生意。这一干就是 10 年，孙
永利也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
过，灵感是在劳动时产生的。孙永利
的实践证明，只有勤学苦干，才能增
长才能，并不断发现创业的机遇。

2001年，当得知国家认定电动车
为非机动车后，孙永利就敏锐地嗅到
又一商机：摩托车的春天已经过去，
电动车取代摩托车指日可待！于是，
他寻思着将生意转型。

2003年，孙永利果断进军广告领
域，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华丽转身。
如今，孙永利的广告公司在博爱县是
响当当的行业龙头。

劳动增长才干劳动增长才干，，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财富

“南边是开心农场，大家可以亲自
种植蔬菜；北边是采摘园，种有各种
果树；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娱乐设施，
游客可以在此就餐、住宿。”日前，接
受记者采访的全国劳动模范孙永利
说。搬一把凳子，记者坐在孙永利家
庭农场的阡陌小路旁听他讲自己的创
业故事。路边的垂柳和白杨随风摇
摆，虽然艳阳高照，树下却是凉风习
习。

该农场位于博爱县金城乡南庄
村，类似这样的家庭农场，该村总共

有六个。这是孙永利带领村民致富奔
小康的又一次尝试。

回顾孙永利走过的路，勤学苦干
贯穿他的创业历程。他当过民办教
师，搞过运输，开过摩托车维修店，
还做过广告商，现在是博爱县金城农
机专业合作社、中原种植合作社的理
事长。他不仅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
富，还带领乡亲共同奔向小康生活。

近年来，孙永利先后获得全国农
村科普带头人、全省青年致富带头
人、全省种粮大户标兵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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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农民的儿子，对黄土地有特
殊的感情，希望自己能在黄土地上干
点事情。”孙永利说。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2008
年，当孙永利看到农业税全免、种粮
发放补贴等各种惠农政策相继实施

抓住惠农政策抓住惠农政策，，在黄土地中掘金在黄土地中掘金

后，经过考察论证，决定回到家乡，
在黄土地上创业。由于政府积极鼓励
农业合作社发展，他就筹集资金 120
多万元购买了9 台大型农机及相关配
套设备，成立了金城农机专业合作社。

刚开始，孙永利的农机专业合作
社以提供农机作业服务为主业，并开
展土地托管服务。农户只要交10元手
续费，就能委托合作社管理自己的耕
地，还能享受到相应的农机作业费优
惠。土地托管服务省去了农户的耕作
之力，专业化、现代化的大型农机服
务提高了农业种植效率，得到了乡亲
的一致认同。成立当年，合作社就接
纳了 3050 个农户，托管土地 1.8 万
亩，实现纯利润近20万元。随着合作
社发展壮大，该合作社先后获得全省
优秀农机合作社、国家级示范合作社
荣誉称号。

时代在变，孙永利也在思考现代
化农业发展的新方向。他认为，单纯
提供农机作业服务的经济效益有限，
如果能将农户的土地承包过来进行大
规模种植就更好了。

没想到，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2009年，博爱县委、县政府大力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实施发展现代农
业战略。为此，博爱县委、县政府专
门制定了《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的意见》，还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
构，即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在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帮助下，
2009年秋，孙永利抓住三秋作物换茬
耕种的时机，以每亩 800 元的价格承
包1160亩土地，开了全省整村土地流
转的先河。

随后，孙永利成立了中原种植合
作社，引进了河南农科院的小麦新品
种世麦18号及豫农035，在实现高产
的同时，还凭借规模种植、机械化生
产的优势，大大降低了粮食生产成
本。2010年，孙永利的1千多亩小麦
大获丰收，赢利80多万元，加上农机
服务利润，那一年合作社收入 130 多
万元。当年，孙永利被评为全省种
粮大户标兵；2011 年，中原种植合
作社获得全省先进农民合作社荣誉
称号。

此外，他于2010年倡导成立了清
化姜技术指导协会，科学试验，打破
传统，成功将清化姜引入博爱县南部
乡镇试种，当年就喜获丰收。在他的
带动下，2011年该县清化姜种植面达
5000亩，成为该县农业转型和农民致
富的重要支柱。

2013 年 8 月，孙永利投资 500 万
元建设了集观光种植、特色餐饮、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农业生态园区，现已
初具规模。

亩地，年收入 6000 元左右。如今，他
将土地流转给了孙永利的合作社，一年
仅土地租金就有 4800 元。他在外地打
工，一年还能收入2万多元，家庭总收
入是以前的4倍。

“乡亲富了，前几年，我们村里迎
来了盖房的高潮，最近两年又迎来了买
私家车的高潮。”孙永利说，“带领乡亲
致富，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土地流转前，南庄村村民人均收
入7千余元；土地流转后，村民不仅每
亩地每年能增收800元，还使300多人
离开了黄土地，从事其他行业。2013
年，南庄村人均收入达到了 1.5 万余

元。”谈起南庄村的变化，孙永利如数
家珍。

“我要珍惜全国劳动模范这一荣
誉，扎根农村，以身作则，带动更多农
民兄弟致富，为建设美丽乡村添砖加
瓦，为黄土地上的事业奋斗终生。”孙
永利踌躇满志地说。

雨果说过：“未来将属于两种人：
有思想的人和肯劳动的人。实际上这两
种人是一种人，因为思考也是劳动。”
孙永利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不停地思
考，不停地劳动，日积月累，创造了丰
富多彩的人生。

据《焦作晚报》报道，最近，家住
解放区民主街道道清里社区的7户居民
挺头疼，自从楼内2个月前搬来一户开
快餐店的邻居，他们就没安生过，每天
楼道里都有油烟味，下水道也是隔三岔
五地堵。联系房东陈大娘，她吃惊地
说，李先生租房子时并没有说是开快餐
店的。陈大娘表示，如果租户的行为影
响到了老邻居，她会退钱给租户，请其
搬走。

【观点1+1】
@胜平王大头：根据《物权法》规

定，小区内的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
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
房。若业主将住宅改变为餐馆，除遵守
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还应当经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基于这一点，
租客可否开快餐店，邻居有话语权。为
房东陈大娘的表态点赞，更希望她能见
之于行动。

@蔡甸王启东：那 7 户居民不用头
疼，行使你们的权利吧，只要你们坚持
反对，那扰民的快餐店就得关闭或搬
离。

@文静1078：中国人重情义，多
年的邻居都会互相宽容的，如果不是严
重影响到正常生活，相信大家也不会找
房东的麻烦。房东面对这个问题，处理
得好，她以诚待人，也应得到大家的宽
容。将心比心，笔者相信大家好好协
商，一定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芳心云天：房东的答复让读者看
后心里暖暖的，如果租户能主动登门和
邻居沟通就更好了。

@塞外东风：陈大娘把房子租给卖
快餐的人，除了影响周围居民生活外，
对自家的房子也有损害。笔者提醒快餐
店老板，下次选址时要考虑周全，如果
影响了别人的正常生活，自己的生意也
不会财源滚滚。

@天河梁-史塔克：饭店油烟影响
居民生活，这在全国很普遍。居民应找

环保部门投诉，有好办法大家都说说！
@文明焦作滴水嘟嘟：房东从大局

出发，寻求公众利益的均衡，是住户的
幸事。

@南海护渔：对于这件事，城管和
街道都要有人管。居民生活区必须与娱
乐、餐饮区分开才对。说白了，任何人
不能以影响别人正常生活的方式来挣
钱，在居民生活区开餐馆不应该成为城
市管理的“灰色地带”。

@青天123ab：大家同住在一个小
区里就是一种缘份，应该相互谅解，多
替对方着想，方便他人才能方便自己。
其实，居民小区有个快餐店也是好事，
方便了大家买饭，挺好的！

@芳心云天：如果这位租户能想一
个两全其美的好方法，将垃圾归类，确
保环境卫生及下水道通畅，并解决油烟
问题，就能做到既不扰民，又方便邻居
就近就餐，岂不更好？

@怀川徐小壮：此事件是人口流动
性增大导致租房乱象的一个缩影。李先
生在出租屋开店前应考虑到可能对周围
居民造成影响，房东也应该事先了解租
房人的租房用途。

@江南名茶的茶叶哥：典型的非法
经营，快餐店老板给整个居民楼带来了
火灾隐患，居民应该立即报告相关管理
部门，劝其转移到营业房经营。

【下期话题】

高考入场可“刷脸”
5月21日，北京教育考试院召开高

考考务工作会。今年高考，考生依然必
须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入场，不过如果
考生忘记或遗失身份证（或准考证），监
考员可以先验证考生相貌，如果与准考
证存根上的照片相符，可以先安排考生
进场考试。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
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快餐店开进居民楼

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近日在
北京举行。作为北京科技周的分会
场，一场主题为“环保新动力，一起
轻生活”的新能源汽车试乘试驾系列
活动在北京汽车博物馆开幕。40余名
提前报名的市民来到这里，试乘了10
款新能源汽车。据北京市新能源汽车
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牛近明介绍，该市
将研究新能源汽车减免停车费、过路
费等鼓励政策。 （据《新京报》）

发展新能源汽车，不仅是未来汽
车工业的发展方向，也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要求。目前来看，相对于传统的
燃油动力汽车对大气和环境带来的污
染，新能源汽车无疑具有很大的竞争
优势，政府和公民都需要把发展新能
源汽车作为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手
段。虽说近年来我国已经有多家汽车
企业相继研发、上市了多种型号的新

能源汽车，但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率仍
然很低，未受到消费者的广泛青睐。
一组数据为证：截至去年年底，北京
市私人拥有的新能源汽车仅为 4000
辆，还不到全市500多万辆汽车的一个
零头，从大数据的角度看，简直可以
忽略不计。

新能源汽车普及率低，除了消费
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性能缺乏认知和体
验外，最重要的是新能源汽车尚没有
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消费兴趣。比如，
当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新能源汽车
时，最关心的是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
好处，特别是相对于燃油动力汽车而
言，购买新能源汽车有哪些让人垂涎
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既可以是价格
上的优惠，也可以是汽车使用过程中
的各种税费优惠，亦或是日常通行、
停车的现实优惠政策等。作为人们生

活中的新生事物，新能源汽车在没有
得到大众全面认可的情况下，如果没
有政策支持和帮扶，普及起来显然困
难重重。

我们应该为北京研究出台新能源
汽车减免停车费、过路费等鼓励政策
点赞。推广新能源汽车，政府不能袖
手旁观，让车企自己想办法、闯市
场。既然城市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需
要普及新能源汽车，我们就应该在政
策上给予其支持与保障。推广新能源
汽车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需要
相关车企加大宣传和自我推介力度，
更需要消费者在为社会环保事业作贡
献的同时，自己也得到相应的实惠。
如此，政府才能充分调动消费者的购
买积极性，让新能源汽车更多、更快
地进入千家万户。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推广新能

源汽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辞旧迎新
的过程。笔者认为，在推广新能源汽
车的过程中，如果不淘汰旧的机动
车，新能源汽车也不可能顺利入市。
笔者希望政府在消费者购置新能源汽
车给予政策优待的同时，在淘汰、置
换旧汽车时也给一些优惠政策。目
前，许多家庭的第一代、第二代汽车
已经使用多年，相当部分车辆逐步进
入到“退役阶段”，如果国家在这些环
节多给点政策实惠，一定有助于提升
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率。

新能源汽车应受更多优待
□舒心萍

手撕鬼子、时空穿越、石头砸飞
机……抗日神剧的奇葩桥段已经让我们
见怪不怪了。但是，神剧编剧会这样轻易
放过你吗？正在播映的抗日剧《一起打鬼
子》因其“裤裆里掏出手榴弹”等大尺度
情节引发网友热议。

（据观察者网）
这年头，没有几个限制级的情节，还

真不敢妄称自己是抗日神剧，即使是见识
过手撕鬼子、子弹拐弯等桥段的我们，再
次领略到“裤裆里掏出手榴弹”的情节还
是会倒吸一口凉气。抗战剧成了情色表演
的舞台，而真实的历史则消失在观众的口
水中，成了低俗喜剧的无辜牺牲品。影视
剧应该如何尊重历史呢？

看过太多的抗日神剧，观众态度也由
最初的调侃和吐槽变成了如今的愤懑和不
满。抗日神剧不是历史剧，却披着抗战历
史的伪善外衣，浮夸的台词、弱智的剧
情、粗劣的制作和包装都是他们赚取观众
眼球的营销方式。先不说抗战的历史大背
景，抗日神剧里演绎的情节也过于娱乐
化：情爱、武侠、偶像、谍战、厚黑学等
元素应有尽有。对于抗日神剧而言，抗战
历史只是噱头，娱乐化的情节才是卖点，

出现“裤裆藏雷”的情节倒也不足为奇
了。

除了无厘头的虚化和虚构，历史观的
混乱和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也是抗日神剧屡
遭诟病的原因。当“太君”们操着一口流
利的普通话，开着捷达，拿着AK47，杀
掉了9岁的爷爷，然后会说，阎王让你五
更死，谁敢留你到三更！最后，日本鬼子
在400公里外被一枪干掉。能编出这样的
剧情，也真难为编剧了。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影视
剧可以是历史的叙述者，但历史具有厚重
感，不是用来娱乐的情景剧，更不是可
以随便拿来挪揄和调侃的工具。抗战剧
有着先天的审批优势，当人们把它当成
搞笑剧来看的时候，被娱乐的不仅是影视
剧本身，连同背后的历史都一同被丢进了
垃圾桶。在充满荒诞色彩的包装下，你还
能看到历史的真相吗？剧情可以虚构，事
实不能罔顾，尊重最基本的历史，应该
是类似题材影视剧最基本的底线和价值
共识。

人们常说，这是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但娱乐不能以牺牲历史观为代价，任何歪
曲历史真实的行为都显得愚蠢和无知。

娱乐时代的影视剧也该尊重历史
□程世杰

诱 惑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银行发生的“存款失踪”事件，在社会

上产生不良影响。舆论追问：银行的存款安全到底出什么问题
了？谁该为“存款失踪”事件负责？

程 硕 作 (新华社发)

一人富不算富，孙永利要带领乡
亲同共致富。

金城乡南庄村是一个传统粮食生
产村，人均1 亩半地，土地流转前村
民收入不高。

“其他村的很多乡亲都开上轿车
了，我们这儿连骑摩托车的都不多！”
孙永利说，农民很辛苦，付出劳动
多，收入却很少。为啥？没有挣钱的
门路，只会从土里刨食吃。

孙永利向记者讲了一个身边的
事。孙永利的一个同学盖房子花了15

万元，欠外债 9 万元。那位同学如果
仅靠全家人种的 6 亩地粮食，大约需
要 10 年才能还完外债。得知此事，
孙永利帮同学流转了土地，加入了合
作社。从土地耕种腾出手后，孙永利
又借他 15000 元买了木工设备，让会
做木工的他为婚纱店、广告公司制
作画框。那位同学让爱人在家经营，
自己去外地打工，一个月能挣 5000
元，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把盖房子
借的外债还完了。

土地流转前，村民孙长青种了 6

一人富不算富一人富不算富，，带乡亲同走小康路带乡亲同走小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