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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学典

图① 种粮大户徐根尚在
查看麦子收成。

图② 天气炎热，汗珠不
停。

图③ 丰收了。
图④ 种植花生。
图⑤ 南古村一片丰收景

象。
本报记者 王学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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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阳光如金，麦浪连天，将无垠麦田染成流动
的琥珀。黄河之畔的武陟县大虹桥乡南古村，正以
1500亩小麦颗粒归仓的捷报，奏响丰收的序曲。

现代农业的速度与温度

6月5日清晨，当第一缕晨光漫过村头的老槐树，
南古村党支部书记马小中高兴地说：“全村小麦收割
比预期提前2天收官，亩产600公斤左右。”目前，大虹
桥乡全乡6.8万亩小麦已收割3.5万亩，数百台大型联
合收割机组成的“铁牛战队”每日“穿梭”8000亩麦
田。

种粮大户徐根尚蹲在田埂上，捏着饱满的麦穗算
起细账：“今春浇了6遍水，用了无人机施肥，虽说旱情
猛如虎，可咱有节水灌溉管网撑腰。”他承包的130亩

“吨粮田”里，面临大旱的严峻挑战，依然取得了较好
的收成，亩产600公斤。远处，摄影家王利江、刘长春
的镜头里，收割机吞吐金粒的瞬间与天际线构成壮美
的劳动史诗。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南古村村委会会议室里，焦作日报社驻南古村第
一书记王龙卿的笔记本画满了重点：“沿黄生态”“低
空经济”“摄影基地”等几个关键词被红笔圈了又圈。
自焦作日报社驻村工作队今年年初入驻以来，这个千
年古村正经历着蝶变——4月举办的首届南古文化交
流活动，吸引2000余名游客走进南古，了解南古传统
农耕文化，众多摄影家拍摄黄河风情，还有作家创作
了描写许多南古村的文章。电商培训班在村里举办，
许多村民利用网络推销地黄、山药、花生等农产品，让
村民第一次见识到“文化搭台”的力量。

如今的南古村村委会，悬挂着“河南省航拍创作
基地”焦作航拍创作基地、焦作市艺术摄影学会创作
基地、山阳作家创作采风基地等牌子，每周都有摄影
家、作家来捕捉“黄河落日熔金”的盛景。更让马小
中振奋的是，沿黄九村刚刚成立的振兴联盟，也不断
交流沟通，计划不久组团赴三门峡后地村学习“古枣
林+乡村旅游”和打造“中原第一摄影村”的成功模
式，南古村乘黄河高质量发展东风加快发展，一幅“文
化串珠、产业成链”的蓝图正在铺展开来。

土地上铺展开来的希望

暮色浸染麦田时，南古村禁火防火巡逻队的电动
车灯次第亮起。红袖章格外醒目：“咱村设了一个固
定禁烧点和一个流动禁烧点，实行责任包片制，决不
能让一粒粮食毁于火患。”这支由村干部和党员组成
的禁烧应急队，已连续一周驻守田间地头，用脚步丈
量着丰收的底线。

麦茬地里，村民们正忙着播种花生和中药材。一
位脱贫户一边种着玉米种一边说：“国家的政策好，我
们家享受了许多补贴和优惠，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远处的田垄间，农业技术员正在指导农户铺设滴灌
带，为秋粮稳产打好基础。

月升黄河岸，打麦场上的麦粒堆成小山。老人们
围坐着讲起丰收的故事，年轻人则在抖音直播晒丰

收。这片被黄河水滋养的土地，正用金黄的麦
浪书写“藏粮于技、藏粮于地”的时代答卷。

广告

◆什么是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

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
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企业如何做好商业秘密保护工作？

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系统的商业秘密保
护制度，设立商业秘密管理和保护机构，对商
业秘密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加强员工保密守则
培训等，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

企业可以按照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的商
业价值或效用，科学划定商业秘密的范围和
秘密级别。其中，与产品研发有关的技术方

案、原材料构成及供应渠道、研发成本等事
关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信息需列入较高级别的
商业秘密。

对于可能接触商业秘密的内部员工，告知
其负有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并可以与其签订
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将商业秘密的知悉
人员控制在最小范围，必要时可以实行商业秘
密拆分保护，分部分掌握，成组合使用。

企业可以在委托开发、委托加工、商业咨
询、技术转让等商务活动中及时签订保密协
议，明确各方保密义务和保密责任，防止商业
秘密在商务交往中泄露。

—— 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

焦作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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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以来，开
设在解放区上白作街
道河阳新村小区里的

幸福长者餐厅，让前来就餐的老年人
倍感幸福。大家都说，餐厅开始供餐
以来，出门就能吃上热乎饭，老街坊
见面还能聊聊天，好得很！

去年7月以来，解放区焦北街道
幸福街社区幸福长者餐厅正式开
办。近一年来，该餐厅通过多种形
式，将老年助餐服务逐步向老年人身
边延伸，持续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
获得感。

6月5日11时，解放区焦北街道
华园南区老年助餐点的工作人员如
往常一样忙碌了起来。“今天中午这
个配送点一共配送23份餐，我们在
群里通知后，老人们会根据情况下楼
取餐，或者由志愿者送到家里。”幸福
街社区幸福长者餐厅负责人尚银甲
说。

幸福长者餐厅不是一家普通的
餐厅，而是社区助老服务推出的一个
项目。该餐厅主要面向辖区老年人
群，每天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状况、饮
食习惯和营养需求，定制各类健康美
食，提供中、晚餐服务。为了管理好
餐厅，尚银甲专程到上海等地考察餐
厅的先进运行经验。“餐厅实行以老
年群体为服务核心，充分照顾年长者
的方式运行。”他说，以午餐为例，60
岁以上老人支付8元，70岁以上老人
支付7元，80岁以上老人支付6元，
即可按需取餐。

除了到餐厅就餐外，助老服务志
愿者还组成几个服务小分队，通过餐
厅专门配备的配送餐车，为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送餐，真正解决老年人用餐
的“最后1公里”问题。目前，华园南
区、世纪新区、皮鞋厂家属院等小区
都设有配餐点，这些配餐点建立有微
信群，专门为老年人服务。

幸福街社区幸福长者餐厅运行
近一年来，成了周边老年人的“幸福

港湾”。经常在餐厅就餐的张先生
说：“到餐厅吃饭特别方便，不仅省去
了买菜做饭的麻烦，还能天天与老朋
友在餐厅见面，打个招呼、顺便聊几
句，一整天都特别开心。”每逢节日，
餐厅还会根据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为
他们举办极具仪式感的活动。去年
中秋节，餐厅组织的品月饼、包饺子
活动，今年端午节举办的包粽子活
动，都让老年人津津乐道。

在这家餐厅的带动下，周边其他
社区的老年人也感受到了便利，餐厅
的配送点数量及规模逐步扩大。记
者在采访时了解到，有的配送点每天
需要配餐30余份。为做好配餐服务
工作，社区网格员、社区志愿者都加
入为老年人服务的队伍，爱心力量越
来越壮大。

今年5月，幸福长者餐厅在河阳
新村小区开办了一家分店。根据老
年人的需求，新开办的分店不仅为老
年人提供助餐服务，还为老年人提供
喝茶、休息、洗衣等多样化助老服
务。经常在餐厅就餐的王女士说，餐
厅的菜品丰富多样、营养均衡，充分
考虑了老年人的口味和饮食需求。
该小区居民李女士说：“每周二至周
四，我们工作忙，时间紧张，父母就在
餐厅就餐，其余时间我陪他们在家里
吃饭。餐厅有效解决了子女的养老
负担，让年轻人生活和工作更从容
了。”

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依托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和养老机构等现有
资源，通过精心打造，成功推出中央
厨房+配送、餐厅+助餐点、养老服
务设施+助餐等各具特色的老年助
餐服务，深受群众欢迎。我市将根
据群众需求，通过对现有设施改造
提升，依托助餐点，进一步提升养老
服务品质，拓展服务内涵，为老年人
打造更多“幸福港湾”，点亮幸福晚
年。

夏天天亮得早，早晨又是一天中最为
凉爽的时段，不少老年朋友会调整作息时
间，选择早起锻炼身体，晨练后回家再睡个
回笼觉。晨练后睡回笼觉，到底是养生还
是伤身呢？不妨听听我市首席科普专家张
绍均的建议。

张先生今年67岁，跑步是他喜欢的锻
炼方式。以前，他总是在晚上跑步，最近调
整了锻炼时间，清晨早早起床到公园跑
步。“早上起床早，跑步后感觉累，本想着睡
个回笼觉能补充体能，有助于身体健康，没
想到最近有越睡回笼觉越困的感觉。”他
说。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一些老年人
为了趁着早晨凉爽，5时就起床到公园锻
炼身体。市民刘女士说：“我妈喜欢快步
走，每天早上起得特别早。她和老姐妹到
市龙源湖公园转了两大圈回来才不到 7
时，等我们都上班、上学了，我妈又开始睡
回笼觉。她经常说，一上午都感觉昏昏沉
沉的。”

晨练后睡个回笼觉为何会越睡越困？
“晨练后再睡回笼觉的方法看似是养生，其
实对身体有伤害。”张绍均说，慢跑、快走是
老年人喜欢的晨练方式。以慢跑为例，这
是一种典型的有氧运动，在跑步过程中，机
体为使运动系统各组织器官能及时获得足
够的氧气和营养供给，心跳会加快，血液循
环也会随之相应加速。如果晨跑完就立即
停止活动，睡个回笼觉会使含有大量代谢
废物和二氧化碳的静脉血瘀滞于肌肉、韧
带、关节、皮肤等组织中，造成回心血量减
少，从而导致心、脑、肝、肾等脏器短时间内
缺血、缺氧，不仅对心肺功能恢复不利，还
有可能让人出现四肢酸痛、精神不振、越睡
越困的情况。

夏天天气炎热、潮湿，这样的天气对老
年人并不友好。老年人锻炼身体时应注意
什么呢？张绍均说，首先，在运动时间上，
老年人应避开11时至16时全天日照、紫
外线最强的时段，可选择6时至10时、18
时至20时两个时段。其次，在运动方式的
选择上，应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晨跑确
实有利于老年人增强肌肉力量，提高心肺
功能，但对于年龄偏大、缺乏运动基础、体
型较胖、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而言，跑步风
险较大，可考虑太极拳、八段锦、游泳、散
步等运动。第三，锻炼后身体出现疲劳是
正常现象，老年人应对此有正确的认识。
锻炼前要调整身体状态，保持足够的睡
眠；锻炼后逐步放松，让身体恢复平静，以
达到减轻疲劳的效果。另外，在锻炼过程
中应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及时补充水
分。老年人在锻炼时可随身携带藿香正气
水、风油精等。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人生走过漫长岁月，到了

独居阶段，老年人对生
活的感悟愈发深刻。
幸福长者餐厅里热腾
腾的烟火气，让幸福的
味道更浓。

随 着 社
会 老 龄 化 程
度 的 逐 渐 加
剧，养老成为
每 个 家 庭 都
关 注 的 问

题。有句
话 这 样
说 ：老 人

安，家庭方能安稳。在老年人群集中
的老城区，解决独居老人的就餐难题
尤为迫切。幸福长者餐厅不仅让老
年人吃上了可口的饭菜，帮助他们走
出“家庭小圈子”，融入“社区大家
庭”，也解决了子女的后顾之忧，缓解
了家庭的养老压力。

幸福长者餐厅是护老助老的着
力点，在运行过程中如何能做到多方
共赢，是值得认真考量的课题。笔者
认为，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化运营、公
益属性、综合监管的原则，以服务保
障社区老年人就餐需求为重点，通过
科学布局、扩大供给、长效保障，丰富
助老服务内容，或许是提高老年助餐
服务长效的关键环节。

晨练后睡回笼觉
是养生还是伤身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多方携手护老助老
□梁智玲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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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