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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单、装箱、快递……1月 3日，忙完一天的

工作，汉娜和丈夫冯政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剪辑

短视频，两个人对着电脑，熟练地操作着，不停

地交流着，房间内溢满幸福的味道。

“一大早我们就上山割蜂蜜了，看看我们西

峡生产的蜂蜜多漂亮，绝对纯正。”对着镜头，汉

娜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说。

汉娜是埃塞俄比亚人，2016年结婚以来，

这位非洲媳妇已经在西峡县丁河镇北峪村生活

了 8年，早已融入当地的生活中，成为当地群众

津津乐道的“非洲媳妇”。

2013年，26岁的冯政怀揣梦想，远赴埃塞

俄比亚投资创办建筑板材加工企业，并与当地

翻译人员汉娜相识相知相爱。2016年，冯政和

汉娜在老家举行了婚礼，婚后，随着两个孩子的

出生，汉娜一直在北峪村生活。

丁河镇位于西峡县西部，主要以香菇和猕猴

桃为支柱产业。回到家乡的冯政和汉娜种植猕

猴桃和香菇，闲暇时，用手机拍摄生活的点点滴

滴，记录汉娜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并试着发布在

短视频平台上，没想到这个非洲媳妇的异国生

活，很快吸引了粉丝的关注。这让夫妻俩看到了

商机，他们瞄准家乡的香菇、猕猴桃等土特产，开

设商品橱窗，开始了视频带货的创业历程。

从那以后，汉娜出镜，冯政拍摄，夫妻俩通

过短视频、直播带货，让西峡的猕猴桃、香菇、蜂

蜜等土特产走出深山，飞向全国各地。

这两年，冯政和汉娜依靠视频带货不仅卖

完了自家的猕猴桃，还帮助村民们销售猕猴桃，

成了群众信赖的“代理销售商”。在采收季，夫

妻俩卖出了 6000多单鲜果，销售额 30多万元。

“这个姑娘很勤快、很开朗，我们都很喜欢她。”

提及汉娜，北峪村的群众赞不绝口。

打开非洲媳妇汉娜的抖音账号，一条条视

频不仅展现出汉娜的勤劳质朴，还记录着其在

西峡的快乐幸福生活。“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很

好，人也很好，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很幸福。”

提及现在的生活，汉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们打算建一个香菇烘干车间，再建一座

猕猴桃冷库，争取把西峡的土特产卖到国外。”

冯政说。“到时候，我们的生活肯定会更好，芝麻

开花节节高。”汉娜接过话茬，目光中充满对幸

福生活的信心。③5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曹立峰 通讯员 董高
英）“我年纪大了，弄不好智能手机，孩子们也都不在

家，我想过来问问这个‘一人一档’信息登记怎么弄，

这小伙子三两下就帮我弄好了。”2024 年 12 月 31
日，刚办完“一人一档”全民参保信息维护业务，走出

新野县医保经办服务大厅的李阿姨高兴地说。

近期，随着 2024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年底截

止和“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建设工作的开展，新

野县医保局经办服务大厅里一片忙碌。尽管业务量激

增，但大厅工作人员没有丝毫懈怠，全员坚守在一线岗

位上，用热情与专业为群众排忧解难。

在服务大厅医保业务经办窗口，几位工作人员

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一边仔细核对群众递交的参保

信息，一边耐心解答各种疑问。尽管有些政策已经

多次重复，但面对每一位前来咨询的群众，工作人员

依然面带微笑，轻声细语地讲解政策，直到群众听懂

吃透政策。

为了应对业务高峰，该局提前谋划，一方面增派人

手到一线窗口，减少群众排队等候时间；另一方面优化

办事流程，对一些常见业

务实行一次性告知、一站

式办理，让群众少跑腿。

同时，该局还组织

全体工作人员开展业务

培训，重点培训最新医保

政策调整内容、特殊情况

处理流程、群众大量聚集

时的疏导分流、疑难问题

快速解决机制等，保证服

务精准高效。③5

新野县新野县医保局医保局

服务到群众心坎上服务到群众心坎上

寒冬时节，在南召县绿丰源中药材基地，黄

精、粉防己等中药材相继成熟，当地群众正抢抓

节令，积极开展采收。

“这 20亩地种的是粉防己，今天上了两台

钩机，用工 25人。”南召县绿丰源中药材姬村种

植基地负责人乔万勤说。绿丰源中药材种植有

限公司是以培育当地珍稀中药材品种为主的龙

头企业。目前，建成了杜村、桐梓、姬村三个中

药材示范基地，中药材种植面积 1200余亩，中

药材品种 10余个，良种繁育大棚 100余个，年产

量 3000吨，产值 5000万元。

在位于石门乡艾草产业园的南阳华康艾制

品有限公司 10万级无菌艾草生产车间内机器

轰鸣，工人们正忙着生产艾绒、艾条、艾柱等艾

产品。该公司总经理姬良缘告诉记者，公司还

投资 200余万元建成了艾草文化馆，用于全面

展现艾草文化及艾草全产业链发展概况，推动

健康养生、文旅体验、乡村振兴快速发展。

南召县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按照区域合理化布局、规范化种植、标

准化生产的要求，大力倡导林果药一体化，积极

推进“林+N”特色产业经营模式，探索出了“林+
药、果+药、药+药、光伏套种”等种植方式，以创

建十大中药材基地为抓手，相继成立中药材专

业合作社 110家，带动 3000余户参与发展中药

材产业，中药材加工企业 10余家，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 295个。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总面积

达 55万亩，药材产量超 1万吨，产值 8.2亿元。

该县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四

方说，全县确定了“龙头企业+产业基地+合作

社+种植大户”的基地建设、产品研发、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发展思路，重点培育辛夷、杜仲、山

茱萸、连翘等南召县十大品牌中药材，实现种一

片药材、育一个基地、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群

众。中药材产业强势崛起，中药小镇品牌优势

日益凸显。③5

非洲媳妇助力西峡山货俏销
本报记者 陈琼 全媒体记者 刘剑飞

南召县：走出中药材种植致富路
本报记者 段平 通讯员 刘召阳

百名记者百名记者
走基层走基层

汉娜与丈夫一起打包猕猴桃（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张峰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飞 通讯员 赵光选）2024
年 12月 31日，邓州市裴营乡裴营村冬季“村晚”示范

展示演出活动在裴营乡文化广场举行，村民在家门

口享受到了文化盛宴。

当天的演出在大鼓《精忠报国》雄壮的鼓乐声中

拉开序幕，随后，歌曲、舞蹈、戏曲等村民喜闻乐见的

表演形式相继上演，有表达对祖国热爱之情的大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舞蹈《盛世欢歌》、武

术操《中国龙》、歌曲《好运来》，有曲剧《范仲淹》、豫

剧《朝阳沟》、京剧《沙家浜》选段，有提倡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新风的快板舞《移风易俗议彩礼》……最

后，表达广大群众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的情景剧《乡

村振兴》，把演出推向了高潮，现场掌声不断。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村晚’是乡村文化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抓手。”裴营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冬季“村晚”

演出活动把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融入精彩的节目之

中，唱响了奋进新时代的主旋律，不仅丰富了村民的

文化生活，更增强了凝聚力与向心力。村民们也纷

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继续发扬吃苦耐劳、

奋进拼搏精神，共同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③5

邓州市裴营乡

唱响“村晚”乐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