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6日 责任编辑/ 张惠军 美术编辑/赵燕杰燕赵新闻05

本报邢台电（记者张会武 通讯员李建

林）11月3日晚，一迷路妇女想回家错走上高

速，快走到邢台段时被邢衡高速大队执勤民警

发现，通过高速大队、地方大队共同努力很快

帮助她找到家人。

11 月 3 日 20 时许，已经下班回家的邢台

市开发区交警大队大队长郭英勇接到邢衡高

速交警大队大队长田云峰的电话，说高速交警

在邢衡高速巡逻执勤时，在邢台段发现一个约

60岁左右的妇女，独自走在高速上。恰是夜

间，在高速公路上又特别危险，通过简单沟通

发现她口齿不是很清楚，穿着单薄，冻得浑身

发抖。民警立即用车将她护送到邢台内丘南

下站口警务室，民警给她买来方便面、面包充

饥，经耐心询问，她支支吾吾说家在耿庄桥、孟

庄桥一片，丈夫叫姓李，叫什么喜，其他的说不

清了。田云峰这时正好在高速口带队值班，他

知道邢台开发区大队郭英勇老家好像是宁晋

耿庄桥一带，又听他说近期邢台市公安局开展

回村当警察活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通了

他的电话，让帮助联系一下。

郭英勇立即拨通了老家村干部和派出所

领导的电话，询问耿庄桥、孟庄桥哪个村有个

李某喜的人，看看家中是否有人走失。没过多

久，传来好消息，原来孟庄桥有这个人，妻子已

经走失两天多，家人正在四处寻找。得知情况

后，郭英勇立即反馈高速警方，让他们照顾好

她。大约22时许，家人赶到高速内丘南警务

室将人接走，说她有些智障，两天前从宁晋走

失，要不是民警及时发现，后果不敢想象，对民

警表示万分感谢。

高速地方交警紧密互动
深夜帮助走失妇女回家

本报邢台电（记者张会武 通讯员 朱兴

亮）11月4日晚，邢台公交司机芦云龙在车内

发现一个装有手机和金项链的女士包后，及时

找寻失主，最终物归原主。

11月4日晚近20时，邢台公交39路0072

车驾驶员芦云龙回到终点站火车站后，对车内

例行检查，发现车内靠后的座位上放一女士挎

包。当他打开包后，看到包內装有一部价值

2000多元的手机和价值3000多元的金项链等

贵重物品，芦云龙马上给公司领导打电话进行

汇报，并及时找寻。

此时，邢台开发区留村人李保家正在心急

如焚。当天下午，她乘坐39路车到邢台市区

接孩子，由于出门有点晚了，担心孩子害怕，公

交车到站后就马上下车去接孩子。等晚上到

家后才发现自己的挎包不见了，一想到包內有

手机和金项链等贵重物品，便马上由家人陪同

到39路终点站进行寻找，却未能找到。就在

这时她丈夫的电话响了，一看号码是自己的，

接了电话后对方说自己是公交四公司的经理，

说东西都在，请你放心，明天过来把包领走就

行了，这时李保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11月5日上午，李保家来到邢台公交四公

司，经过检查自己所丢失的物品都在，看到自

己的东西失而复得，李保家的脸上露出了笑

容。

女乘客车上落包，心焦
司机捡到致电，“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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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代晴）河北惠

神农业总经理崔

连书长着一张娃

娃脸，笑起来有两

个喜庆的小酒窝，

年轻得不像是 45

岁的人。这个当

年的“破烂王”开

农业公司，种大棚

果蔬，带领村民共

同致富。他说，要

让农民成为一个

体面的职业。

崔连书是河间市沙河桥镇邢各

庄村人，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 6 个，

是村里最穷的人家。作为排行第二

的男丁，崔连书初中毕业就开始挣钱

养家。

1986 年夏天，14 岁的崔连书顶

着大太阳，骑着“大铁驴”，走街串巷

吆喝着卖冰棍。天气转凉，冰棍不能

卖了，他又开始收破烂。当年，崔连

书骑着一辆破车子，走遍沙河桥附近

的各个村子。爱说爱笑的崔连书做

起买卖来是一把好手，在别人一个月

才挣百十元钱的时候，他一天就能挣

五六十元。

1989 年，渐渐长大的崔连书不

甘心在小乡村做一个破烂王，辗转来

到天津倒卖粮食。几年后，随着沙河

桥镇线缆之乡的兴起，他又转行去唐

山卖电缆。然而，崔连书卖了几年电

缆非但没挣钱，反而赔了一大笔钱。

背着几十万的债务，崔连书陷入人生

最低谷。痛定思痛，崔连书来到任

丘，又干起了老本行——收破烂。

20 多岁的帅小伙，每天蹬着人

力三轮车，穿梭在任丘的大街小巷，

常常是驮着码得高高的废品拼命往

前蹬。因为崔连书勤快懂事，每次收

完废品都会帮人打扫干净场地，很多

人都愿意把废品交给他。1999 年，

崔连书买了手机，拿着手机收废品，

业务量变得更大了。

认识的朋友多了，崔连书开始在

朋友的帮助下转战物流业。好人缘

的崔连书做起生意来如鱼得水，逐渐

进军服装销售、电缆销售、再生资源

利用等领域。岁月流逝，随着年龄越

来越大，崔连书产生了落叶归根的想

法。

20岁时
当起“破烂王”

然而，走在回乡的路上，看

到路边成片的耕地撂荒长满野

草，崔连书无比心痛。“现在种地

不挣钱，很多乡亲外出打工。我

希望把土地利用起来，带动大伙

一块儿致富，做一个体面的新型

农民。”崔连书说。

2014年，崔连书和兄弟投资

500万元，流转土地800亩，成立

河北惠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他在这片土地上精耕细作，这边

建设8个大棚种植果蔬，那边安

装喷灌种上数十种绿化苗木，其

中再间种辣椒和药材。没有技

术，就去青县请来专家负责管

理；没有员工，就在村里找来几

十个乡亲帮忙。

崔连书还注册了“神爱源”

商标，计划做品牌农产品。正

在他豪情满怀准备大干一场的

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从

天而降。“那场冰雹把大棚和几

百亩苗木都砸毁了，直接经济

损失70多万元。”崔连书看着满

目疮痍的农场欲哭无泪。虽然

说天有不测风云，但是既然选

择了农业，便只有风雨兼程。

雹灾过后，崔连书和工人们重

整旗鼓，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

这片热土。

俗话说，“你误地一时，地误

你一年”。土地是最诚实的，当

你用心对待这些生灵时，它们也

会给你最好的回报。经过3年打

拼，惠神农场的大棚甜瓜赢得越

来越多的回头客，成为市场宠

儿。“我们的甜瓜品种多，口感

好，绿色无公害，这几年靠网络

宣传和口碑营销，也树起了自己

的品牌，销售到沧州、廊坊、任丘

等地，常常供不应求。”崔连书

说。

回乡创业带动大伙致富

下一步，崔连书计划借着景

和省级农业园区的东风，发展惠

神农场的特色旅游。“我们除了

可供采摘的甜瓜、黄瓜等，还有

苹果、梨、桃等十几个果树品种，

农场北面是常年流水的北排河，

经过高标准规划，可以发展游园

式采摘。”

乡亲们对崔连书兄弟在家

乡的创业表达了热情的支持，

“一亩地租金700元，俺们什么也

不用干，每家每年就能拿到几千

元。农场现在40多名工人，都是

村里的乡亲，忙的时候需要的工

人还多。大家都愿意来这干活，

守着家门口就能挣钱了！”一位

村民说。

为了让乡亲们能够持久地

在土地上有收入，崔连书还给几

个组长报名参加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回来后再带领大家一起学

习新技术。“现在农场有十几个

工人都能独当一面了，将来这些

骨干都能自己承包土地，可以带

动更多农民共同致富。我们的

目标就是让乡亲们都成为新型

农民，让农民成为一个体面的职

业！”崔连书高兴地说。

让农民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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