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没选对，这样的牛奶才算“鲜”！

大家都知道牛奶可以补钙和蛋白
质。其实，真正让牛奶发挥更大功效、
更有价值的是牛奶中富含的数百种天
然活性营养成分。这些天然活性营养，
只有鲜牛奶中才有。平日里多喝点牛
奶，会长个子、皮肤好、防骨质疏松、助
睡眠、抗抑郁等，大都是鲜牛奶中的天
然活性营养在发挥作用。

而市面上的牛奶品种令人眼花缭
乱：冷藏奶、纯牛奶、高钙奶、全脂奶，进
口奶、国产奶，到底哪种更新鲜？消费
者该怎么选？

目前市场上销
售的牛奶根据杀菌
方式不同，可以分
为巴氏鲜奶（巴氏
杀菌奶）和常温奶
（超高温灭菌奶）两
大类。

后者为了让牛
奶在常温下长期保
存，通常采用超高
温灭菌工艺，过热
加工虽然能让牛奶
保质期长达几个月
甚至一年，但牛奶

中特别珍贵的天然活性营养就会大幅
度减少，牛奶也就称不上鲜了。

真正的鲜牛奶当属巴氏鲜奶。
巴氏鲜奶：俗称新鲜牛奶。它是以

生鲜乳为原料，以科学、低热的加工方
式把惧怕高温的天然活性营养牢牢锁
在牛奶里,更好地保留牛奶中免疫因子
等生物活性物质。巴氏鲜奶是全程冷
链运输、24小时每日配送到家，或者在
各大超市2～6℃冷藏柜里销售保质期
5~7天的鲜牛奶。

巴氏鲜奶中的乳清蛋白、β乳球蛋

白、维生素C、活性钙等比常温奶（纯牛
奶）多很多。其中，仅乳铁蛋白就是常
温奶的1800倍。乳铁蛋白是提升免疫
力的重要成分。另外，1升巴氏鲜奶所
含活性钙约1250毫克。巴氏鲜奶里的
钙是“活”的，易于人体吸收，而常温奶
的钙在过热加工中部分已经变成不易
吸收的不可溶性钙了。所以，含有活性
钙的巴氏鲜奶才是最好的补钙食品，儿
童、老人应该长期饮用。

巴氏鲜奶对奶源的要求极高，而且
不能有任何添加剂。巴氏保鲜工艺保
留了牛奶的原始风味，回归天然、乳香
清淡、口感稀薄，闻起来香味很淡，入口
后有淡淡的奶香。

快来一杯富含天然活性营养的巴
氏鲜奶吧！而且巴氏鲜奶越新鲜、天然
活性营养就越完整。所以，要喝好奶、
喝当天的！

农业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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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颖江

“喝自来水，家家有电视、电
话、无线网络，出门走水泥路，现
在还有了路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
好了。”近日，中站区龙翔街道赵
庄的村民掰着手指头，算这些年村
里的新变化，喜滋滋地对记者说，

“你说，我们这山沟沟现在和城里
是不是一样。”

赵庄地处我市西北山区，面积
12平方公里，下辖9个自然村。这
里属于典型的太行山区地理环境，
村庄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近年
来，随着国家和省、市对“三农”
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山区扶贫开发力

度的不断加大，赵庄的水、电、道
路、通信、医疗等基础设施逐渐完
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
提高。

和森是一位攀岩爱好者，他经
常到赵庄进行攀岩活动。看着村民
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他开心地
说，村里基础设施好了，不仅方便
了村民，还给户外爱好者提供了方
便。

说起村里刚刚安装的 19 盏太
阳能路灯，村民们说，一要感谢党
的政策好；二要感谢村党支部书记
刘理军。

刘理军今年 50 岁，土生土长
的山里人，也是赵庄的“能人”。
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他成为第

一批走出大山外出创业的“弄潮
儿”。走出大山，刘理军先是跟着本
家叔叔做小生意，眼界开阔后就自
己做生意，先是干装修，后来办企业
当老板。走得再远，根儿还在赵
庄。事业有成的刘理军在山下安了
家，但每个月都会回到村里看看。

长年在外经商，刘理军每次回
村心里都不好受。为啥？村里的年
轻人都下了山，才二三十年的时间，
村子就没落得没有了他童年时的样
子。村庄的破败刺痛着刘理军，他
下决心要为村子做点事情，让村民
的生活好起来，让赵庄富起来。
2012 年，刘理军通过竞选当选为
该村的党支部书记。

刘理军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研究村子的发展方向。他用一周的
时间走遍赵庄所辖的 9 个自然村，
又与旅游、园林等方面的专家一起
讨论，最终确定赵庄的发展方向
——旅游。虽然心里有谋划，但资
金的问题却难住了刘理军。他找到
龙翔街道党工委书记周战营，将自
己的想法和思路一五一十地作了汇
报。周战营非常支持，让他放心大
胆地干工作，并积极争取政策扶
持。

2017年2月，在上级部门的支
持下，赵庄申报投资35.2万元建设
光伏发电站一座。当年9月，该工
程开始施工，11 月安装结束，经
过验收后实现并网发电。据刘理军
介绍，该项目实施后，带动 44 户

贫困户获得经济效益，每户收益约
700元。

光伏发电惠及部分村民，那
么，能否在村里安装太阳能路灯，
既节约用电，又让全村人受益？刘
理军给龙翔街道写报告争取到项目
资金。很快，这项惠民政策就落了
地，政府出面给赵庄以及下辖的9
个自然村安装了 19 盏太阳能路
灯。这 19 盏太阳能路灯彻底结束
了赵庄村民摸黑走山路的历史。

今年年初以来，刘理军与省电
网公司结合，完成电网改造项目，
解决了全村困扰已久的生产生活用
电问题。用电问题解决后，刘理军
又发动村民搞农家乐。眼下，村里
已有十几户购置了电脑、电视、冰
箱等家用电器，利用自家的石头房
子办起农家乐，为游客提供食、
宿、玩一条龙服务。

灯照出行路 情暖村民心
本报记者 史文生

1月1日，天气晴好。温县武德镇大善台
村村民李二伟正在自家种植的山药地头，紧
张地往车上装山药。李二伟高兴地对记者
说：“通过在鑫合实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
学习，我不仅学到许多种植、管理新技术，
还成了鑫合人。我与鑫合实业签订了山药销
售协议，准备将这些山药送到那里，由他们
销售，俺再也不用为销售发愁了。”

位于温县的鑫合实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基地，是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确定的专业培训
机构，主要以农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
合作社带头人为培训对象。

据河南鑫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芳介绍，鑫合实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以

“让农民成为令人向往的职业，让农业成为有
奔头的产业”为目标，确保让更多的新型职
业农民能够“回得来、留得住、做得好”。

从去年11月到年底，鑫合实业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基地分5批，对200名职业经营主体
带头人、50名专业技能和专业服务型职业农
民，采取课堂讲解、互动讨论、外出实训、
理论考试等形式进行培训，学员们的食宿、
学习、外出考察全部免费。

学员们在鑫合农庄农业物联网中心，对利用大数据高新
技术，实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作物、土壤宏观到微观的
实时监控，达到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
态环境、提高农作物产品和质量的做法表示高度赞许。温县
北冷乡振生农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学习说：“我到过多家农业
产业园参观学习，没有一家像鑫合农庄在生产中使用这样的
先进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种植，在这里接受培训，让我获益匪
浅。下一步，我要加入鑫合农庄农业物联网，当一个新型的
职业农民。”

鑫合实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作为省级综合培育基
地，具有独一无二的培训实训优势。鑫合电商产业园经过几
年的不懈努力，已经形成从种植、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仓
储物流到电子商务为一体的农业现代化培训实训基地。学员
们在参观大型冷藏储蓄、数字程控管理、电子商务下单、特
色产品展示时，对鑫合实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为学员们
提供优美舒适的学习、生产环境表示十分满意。武德镇亢村
种植大户王庄说：“在这里学习，不仅学到了知识、学到了
技能、学到了农业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而且吃住舒心、环境
优雅，有机会我还会再来。”在培训期间，武德镇辛村的严
欧洲等40多位学员加入了鑫合实业的大农业队伍。

学员们在外出培训学习阶段，还到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农博园参观学习。神秘的植物世界，奇趣的昆
虫、蝴蝶，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理念与技术，使学员们
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武德镇大善台村村民李小泉观摩
后说：“杨凌作为中国农业的顶级示范区，无论是管理方
面，还是作物种植引领方面，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他表
示，要学以致用，计划在村里流转500亩土地种植梨树，发
展林果业，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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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精神，提高
教师的专业素养，近日，孟州市第四幼儿园举行了教
师声乐大赛。 尚 丽 摄

南乡子 观南水北调长渠穿城焦作
□白凤岭

脚步自丹江，北上京津一水长。夺路穿城谁作伴？扬扬,多
少高桥争倚傍。

装点好风光，钻出黄河绕太行。何处又添新美画？山阳，山
水原来钟一方。

定风波 焦作南水北调景区规划展望
□白凤岭

北去丹江奔涌忙。横流十里亘山阳。安得凌波添美景。憧
憬。一楼一馆一长廊。

水袖空灵谁造势。迢递。垒山铺栈秀灯光。生态人文交错
落。精魄。一壶怀菊话康庄。

自从家里发生变故后，身居海峡彼岸
的姑母、姑丈遂成为李家门内离我们最
近、最亲的长辈。月是中秋圆。再有几
天，便是姑母和姑丈、表妹三人来家省亲
满一年的纪念日。满打满算，姑母与我也
只有两次晤面的宝贵时光。

第一次晤面，是1993年初春，那年姑
母34岁，我27岁。为了参加祖父去世“三
七”的仪式，她与姑丈和小儿子胡瀚元一
道返乡祭拜，弟弟去新郑机场接机。姑母
首次踏上家乡的故土，既陌生，又亲切。
春寒料峭，一直生活在南方的姑母、姑丈
等，要面对难以承受之冻，无以忍耐之
艰。地处豫北，条件落后的家里，尽管奶
奶、父母等竭尽全力，为姑母取暖、起居
等方面给予关心、照顾，但极寒、极差的
环境，仍不能改善一二。在家乡相聚的三
四天时间里，姑母与我们一道拜谒先辈，
缅怀祖父，家长里短，谈前论后，嘘寒问
暖，无微不至。短暂相聚，姑母慈祥、亲

和、文雅、干练的印象，让我一见如故，
崇尚有加。

第二次晤面，是在去年9月23日，这
一年姑母58岁，我51岁。受家乡盛邀，她
与姑丈、女儿胡君玮返乡省亲。这一次，
我们姊妹四人及长辈亲人，提前精心准
备，认真筹谋。从接机时的热烈到接待时
的热诚，直至欢送时的热情，使姑母、姑
丈、表妹深感家乡的巨变、亲人的厚意。
在姑母走乡入户，游览古都，感受山水，
触摸文化，领略中原文化，增强了与家乡
血浓于水的恩情。欢声、笑语、幽默、畅

叙，充盈着短短六天暖暖的历程，在依依
不舍中，姑母、姑丈与我们倾情道别。

姑母与父亲仅兄弟姊妹二人，父亲大
她14岁，但他们只是在1993年那次晤过唯
一一次面。母亲在2006年患病后，曾铭心
思念其唯一的妹妹。我的弟弟和两个妹妹
因曾经看望过姑姑，而比我多见姑姑一面。

2017年春，在弟弟的牵线下，我们家
建立了一个“姑侄一家亲”微信圈。现代
化的通信，终于划破了时空和代际，将我
们手足相连，亲情穿越。一向儒雅、谦
逊、活泼、聪慧的姑母，从不以长者自

居，竟雷打不动地每天早早就拨动心弦，
给我们奉送经过她精选的图文并茂的“早
安愉快”等短信息，使我们这些晚辈无不
动容欣喜，共同勉励，迎接一天感恩纷呈
的希冀。有时我们也会在圈里互晒一些曾
经的老照片，温习一番往日的亲情。会发
几张工作、生活的画面，展示各自的精神
风采；会偶谈即兴的所思所感，聊以引起
大家的共鸣和点赞。男女老幼，姑侄两
代，天南海北，民主和谐，其乐融融，难
舍难分。

上半年时，我谨代表家里向姑母呈上
郑重邀约：敬请姑母等一行今年再度返
乡。姑母感谢之余，却以怕麻烦家里太多
而婉拒。

其实，我们想说，姑母，悠悠天宇
旷，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这儿就是您自
己的家，我们就是您的至亲。切切故乡
情，返家的路没有那么的漫长，不需邀
约，我们无时不在期待您的归来。

故乡的月
□李大功

一个晴朗的周末，突然想起冬至过去
有些日子了，今年冬天还没有下雪。对于
冬季，特别是北方，雪不仅是一种点缀，
似乎应该是一种必须。

还记得去年冬天那场雪，“忽如一夜北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雪来的总那么突
然，似乎突然的喜悦才会有跳跃的质感。下
雪了！下大雪！在窗外，在朋友圈，大家在
惊叹着互相提醒。走出房门，向深邃的天空
遥望，飘忽的蝴蝶在飞舞，轻盈的柳絮在飞
扬。凉凉的几点，触到脸庞，很快就融化
了。先是小雪片，下着下着鹅毛大雪开始紧
密坠下。“燕山雪花大如席”，是有点夸张，但
论其紧密程度，应该是这个味道。

很快地上积了厚厚一层，大地变成白
茫茫一片。麦苗钻进了被窝，冬青树丛披
上了围巾，山岳失去了踪影。眺望田野，
一条黑色的路，低着头向远方蜿蜒。于

是，孩子们开始堆雪人、打雪仗，大人们
开始呼朋引伴吃火锅，或者到郊外公园踏
雪寻梅。雪成全人们在沉闷冬日的放纵与
狂欢。

有雪的夜晚是寂静的，似乎一下子回
到了几十万年前鸿蒙未开之时。窗外一点
声响都没有，屋内却显得很热闹。原先家
里生炉火，就在火上放一个水壶，听水壶
在火上滋滋的声音。可以在炉旁放一把黄
豆，或是玉米、花生，等焙熟了吃几颗，
又脆又香，那种特有的香味会弥漫整个屋
子。也可以在火炉上放个小锅，锅里炖些
豆腐、白菜。不一定很饿，吃起来就是图
个暖和。平日里，顾不上看的书翻几页，
想好了没写完的短文写上几笔。宁静，自
然有一种魔力，会把时间像抻面一样拉得
很长很长。因为安静，思路也特别清晰，
下笔也特别流畅，思维沉到幽深的世界。

往往在完成一个情节或几段场景后，抬起
头，忽然发现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何时，
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有一点
惊恐，也有几分彷徨和迷茫后生发的新奇。

每次下雪都会想起一些诗文。“水晶
盐，为谁甜？”，是坡仙漫不经心的聪明和
童心。“不是人间富贵花”，是纳兰公子的
潇洒和多情。“独钓寒江雪”，是柳河东的
冷峻和傲岸。从某种意义上讲，雪让人狂
欢，又让人冷静；让人饱受路途艰难之
苦，又体会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像我等之类的平凡人能在心里生发出
一点和柴米油盐不同的别致，那么应该是
拜雪所赐吧。

更有明朝散文家张岱的 《湖心亭看
雪》，写尽西湖冬季“雪湖”之妙。“湖上
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
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作者此时在亭

中吗？是的，又好像不是。他把另一个自
己升到了空中，俯瞰在亭中饮酒的自己。
长堤是一道淡淡的影子，湖心亭不就是个
小点儿吗？小船像一片草叶，船上的人不
就像米粒吗？天与地与湖皆白，仿佛天地
相接起来。有些美丽中总会夹杂着一些哀
愁、迷茫和伤感，唯其如此，方显其美丽
的特质。

一个朋友谈到人生的快乐，提到其中
的一种。喝二两小酒，披件衣服，在雪原
漫步。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无所谓远
近。脸红红的，微微发烫，听脚下咯吱咯
吱的声音，仿佛世界永远没有尽头，可以
这样一直走下去。同时，不知不觉的，仿
佛就走到自己内心深处……

盼望今冬的雪，不仅在于它能给人们
带来惊喜，更多在于它能给我们带来两个
别样的世界：一个是外界，一个是内心。

盼盼 雪雪
□石永刚

给我一个坚定的眼神
一片需要仰望的天空
你曾经是春雨，挂在桃花枝头
是爱人眼角的泪滴
离别后湿了罗锦

是火星遗落的洪水
是小熊星座曾经的山清水秀
是人间一切可爱
瞬间融化的美梦

此时的仰望
仿佛是恋人含泪对视

雪停的时候

屋檐已低至你的眉间
房后翠竹折了数竿
有飞鸟扑棱棱穿过走廊
青瓦上的薄雪，松针上的细雪
年年融化，年年如约而来

酒无人温，亦无人劝
雪照书窗，梅横画阁
火盆什么时候灭了
你什么时候睡着了

所有美好的相遇都该铭记
即便是一场
擦肩而过的初雪

仰望初雪
□陈小庆

（上接第一版）据了解，戏剧周只是中水寨村脱贫攻
坚、辞旧迎新系列活动之一。1月13日，村里还将举办省
直书画家“写家训画家风”书画展、企业家爱心捐助活动
和中水寨村“最美家庭”“星级文明户”“卫生标兵户”“好
媳妇”“为民办事奖”“勤学奋进奖”等评选表彰活动，以及

“立家训、树家风”好家训授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文化是根，也是魂，更能提振精气神。文化扶贫

改变了中水寨村及周边村群众的思想观念，树立了清风
正气，激发了群众脱贫致富的动力和信心。”马应福告
诉记者，两年的结对帮扶，中水寨村大力发展种植业、
饲养业、运输业、食品加工业、零售业、餐饮业等，规
划建设了嘉应观仓储物流产业园，解决全村就近就业
400多人，本村以外就业100余人。截至2018年年底，
中水寨村全村贫困人口发生率降低到0.5%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