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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镜头中的民生镜头中的民生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放暑假了，我把读四年级的儿子带回老
家。父母早已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儿
子睡的小竹床擦了又擦，各种吃的东西也早
早准备好。

这天早餐，母亲炸了一盘花生米。肉红色
的外皮，大颗大颗粒粒饱满，“嗞嗞”炸裂声中
迸发出香味儿，十分诱人。稍作冷却后，我和儿
子像比赛似的用筷子直往嘴里“搬运”。儿子嫌
慢，干脆投掷般地往嘴里扔。

他一边吃一边说：“爷爷、奶奶，你们怎
么不吃呀？”父亲笑着说：“爷爷和奶奶天天
在家里吃，你们多吃点。”母亲也说：“我们在
家吃够了，真的不想吃。”儿子听了却说：“不
对，是你们的牙齿坏了，吃不动了，我有办
法。”只见他放下碗筷，用一张纸包裹住几颗
花生米，又从玩具箱里找出一把橡皮锤，使
劲地敲打。不一会儿，他掀开那张纸，将那些
锤成几瓣的花生米递到他爷爷和奶奶手中。
父母欣喜地接过那些碎粒儿，放在口中一边
咀嚼一边笑着说：“还是我们小孙子最孝敬
爷爷奶奶，真是个乖孩子。”

受儿子的启发，我找出干净的食品袋，
用勺子舀了一把花生米扎紧，又找出一把小
铁锤，一阵“叮叮咚咚”地捣捶打，终于捣鼓
出了两碗“花生米粉”。父母直埋怨我“太费
力”，儿子却表扬我的花生粉捣鼓得很细。我
端了一碗给父亲，儿子端一碗给奶奶，二老
吃得脸上乐开了花。

第二天，父亲从地里摘回一个西瓜。母
亲刚将瓜切开，儿子就端出两个瓷碗放在桌
子上，用勺子在瓜瓤上一阵捣鼓，然后铲到
两个瓷碗中。做完这一切，他仍是将一碗送
给爷爷，一碗送给奶奶。母亲问：“你和你爸
爸的呢？”“我们有牙齿，不用捣碎了，就一块
一块地吃。”儿子说。

儿子的两碗花生米粉、两碗西瓜瓤，就是
两碗孝心。人到中年，也许对父母的孝心有些
粗枝大叶，甚至只顾心安理得地享受父母的
慈爱服务，可孩子的纯洁心灵却藏着原始的
孝道，天真流露出的敬和孝让我汗颜。有时
候。我们还真的要向孩子学习，学习他们天真
中的纯朴，以及发自内心敬老、孝老的真情。

两碗孝心
李天荣

走进广东省农垦总局，我
就被它取得的巨大成就深深地
感动了。别的不说，单以橡胶
这个产业的发展而论，就值得
为南国农垦事业的英雄们记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是新中国
历史上闪耀着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民族精神的一笔，更是农
垦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谱
写中华民族壮丽凯歌的一笔。

说起“橡胶”这个名词，
如果不是 20 世纪 60 年代那句

“稻海泛金浪，胶林遍山岗”的
歌词，我还真是不熟悉。只是
隐隐约约记得，孩提时代，母
亲为已经上学的哥哥买了双

“回力鞋”，在村子里引起了巨
大轰动：小伙伴们知道哥哥有
了一双胶底回力鞋，便跑到我
家来，都想先睹为快。这也让
我十分羡慕，不知什么时候才
能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胶底鞋。

说起哥哥的新鞋，不禁让
我想起 《笑林广记》 里记载的
那个弟弟看到哥哥有新鞋子
穿，自己就趁哥哥夜间入睡之
后，穿上哥哥的鞋子在屋里踱
步的故事。虽然我没像故事里
讲得那么夸张，但也的确偷偷
试过几次，感觉就是胶底鞋的
确很舒服。

3年之后，哥哥的那双回力
鞋终于“退役”了，我趿拉在
脚上又穿了一年多。后来，我
真正穿上胶底鞋，是因为走进
了军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后，我不仅有高质量的胶底解
放鞋穿，还知道了橡胶产品对
于国家来说具有很高的战略地
位——它不仅可以做胶鞋，更
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小到
娃娃的奶嘴，大到飞机大炮轮
船的轮子，都离不开橡胶。

这样重要的物资，却只生
长在北纬17度附近。为此，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深谙橡
胶生产特性的叶剑英元帅及
时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
令汇报了关于大力发展橡胶生
产的想法，并得到了全力支
持：朱德、周恩来、陈云、董
必武等中央领导纷纷题词，为
我国橡胶产业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20世纪 50年代初期，西方
对我国实行物资禁运，断绝了
我国橡胶产品的来源。而没有
橡胶，飞机上不了天，车炮走
不动路，轮船下不了海，整个

国 民 经 济 将 陷 入 困 局 。 经
毛泽东主席同意，叶剑英元帅
受命率领两个师一个团组成数
十 万 农 垦 大 军 ， 到 华 南 开 荒
种胶。

南亚热带的丛林荒原中猛
兽 出 没 、 毒 虫 乱 窜 、 瘴 疠 成
瘟、台风肆虐，加上敌人的破
坏袭击，橡胶生产的难度可想
而知。当我听着参加当年开垦
胶林的老胶工，讲述垦荒者经
受种种艰难困苦的历练和生死
的考验；听到“一粒橡胶种子
就是一两黄金”，为了护送橡胶
种子而在泅渡海峡时献出生命
的年轻战士事迹；听到当年开
垦胶林的女大学生险些遭遇巨
蟒袭击，后来在众人的帮助下
打死了那条重达270多斤的巨蟒
时，我不由对这个为了国家的
强 大 而 舍 生 取 义 的 群 体 肃 然
起敬。

我们的祖国是从艰难困苦
中走过来的，是历经千辛万苦
的淬炼才成长壮大起来的。20
世纪 70年代初期，我还是一名
解放军战士，嘴边常常哼唱起
那首《胶林晨曲》。如今，当我
置身于那片当年被他们开垦出
来的胶林之中，又怎么能不怀
念 那 些 “ 心 系 树 上 ， 胶 在 心
中”的种胶英雄？在我的记忆
里，我国的橡胶生产进入规模
化，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那
时，正是因为有了领袖们决策
的高屋建瓴，大批志愿者的慷
慨 赴 义 ， 技 术 人 员 的 呕 心 沥
血，归国华侨的鼎力相助，各
界人士的无私支援，才有了如
今我国橡胶生产突破了北纬 17
度的气候限制，在北纬 24度的
地区大量种植，而且把橡胶生
产的基地扩大到东南亚几个国
家，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产
胶大国。

回想我国橡胶生产走过的
历程，只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诸多领域里一个很小的侧面。
但正是这个侧面，却展示了伟
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路
程。每每想到这些，一幅由各界
人士组成的巨幅创业图就浮现在
我眼前。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国
富民强永远的中流砥柱，只要我
们紧紧团结在党的旗帜之下，就
永远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就一
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梦圆胶林说今昔
王树理

年近古稀的父亲这些年明显老了。眼
睛花了，背也驼了，身体大不如前。可尽管
如此，他仍在农村老家开着一个卖油盐酱
醋的杂货店。

这些年，村子里的许多人都纷纷进城
买了房，只有一些老人还在守着村庄和几
亩薄田。因为村子里很多人已经外出，父亲
的杂货店这些年生意出奇的淡，根本赚不
到钱，如果再算上人工成本，简直就是亏本
买卖。可父亲对开店却出奇地卖力，仿佛浑
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今年初，母亲进城帮哥哥带孩子，只留
父亲一个人在老家打理杂货店。开店每天
都要卖货，每月都要进货，月底还要盘货。
没有了母亲做帮手，店又赚不到钱，我劝父
亲说：您年纪这么大了，每天忙前忙后跑断
了腿，如果算上你垫上的资金，这些年净做
赔本的买卖，干脆把店关了，也落得个快活
自在。父亲却说：“人老了，开个店忙忙也很
好，哪有你这样算账的？”

“您现在每月净赚不过200多元，这还

不包括垫上的资金。如果把小店租给别人，
一月租金至少有近千元，还省得你每天守
着店忙这忙那。”听我这样说，父亲还是摇
了摇头，说：“这你就不懂了，我开个店，不是
为了赚多少钱，而是为了有事做，人不会空
虚，也不会孤独和寂寞。”想不到，父亲开店
竟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有一个愉快的
晚年，为了每天能有人来陪他说说话，他就
很开心。这小店竟然成了父亲的“养老店”。

我不禁想到了我和哥哥。自从我们兄妹
俩各自结婚后，都纷纷进城买了房，年老的
父亲就和母亲在农村老家相依为命。平时我
和哥哥为了生活，一年到头也难得回老家一
趟。而如今，母亲也进了城，父亲如果不开
店，想找个人说话都难。做子女的，往往只会
从经济上帮父母算账。可天底下能有多少子
女会帮父母算算感情账呢？我也终于理解了
父亲的“养老店”，这就是他的生活，店在生
活就会过得有滋有味。至于赚不赚钱，那又
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父亲的晚年过得开心、
愉悦，就是我们做子女的最大幸福。

父亲的“养老店”
鲍海英

持续的高温天气，热得我头
昏脑涨。星期天，我在家开着空
调避暑纳凉，老妈抱着半个大西
瓜给我送来。那一颗颗瓜籽似黑
色的珍珠，镶嵌在水灵灵红彤彤
的瓜瓤里面，煞是好看。一股清
甜扑鼻而来，令我直流口水。我
轻咬一小口西瓜，甘甜的汁水入
口，沁人心脾，让我暑意全消。

“妈，这西瓜真好吃，在哪买
的。”我和老妈边吃边聊。老妈
说：“咱们老家李叔送的，你还
记得他吗？”

我生长在大山沟里的一个小
村庄，童年的夏天很是清贫，没
有冰棒雪糕，没有冰镇可乐，炎
热的夏天孩子们能吃上一口消暑
解渴的西瓜，就是最开心的事。
记得小村庄的夏天一到，孩子们
便盼着能有“突突突”的三轮车
开进村，只要听声音，大家就能
知道哪些是走街串巷来卖西瓜的
商贩。于是，撒了欢地拔腿往家
跑，叫上家人，带上自家的粮食
去换西瓜吃。

一次，我回家叫老妈换西瓜
吃，她爽快地答应了，却提着装
好的粮食径直往邻居李叔家的西
瓜地去了。

邻居李叔也种植西瓜，可那
年遇上了黑心商贩，买到了假肥
料，西瓜长势一直不好。尽管李
叔整天守着瓜地卖力地伺候西瓜
藤，可结的瓜还是皮厚肉少，不
好吃。整个夏天，李叔的瓜没卖
出几个，整天唉声叹气。到了李
叔家的瓜地，老妈远远就吆喝
着，“大兄弟，我们来买西瓜
了，给我小妮挑个又大又甜的大
西瓜。”李叔的脸、胳膊被火辣
辣的太阳烤得黝黑黝黑，大滴大
滴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掉

在瓜藤上，渗入泥土里。听到老
妈的话，一道亮光在李叔眼中闪
过，片刻犹豫后，他忙不迭地
说:“中！中！”

如今，再次看到李叔家的西
瓜，我不禁向老妈打听起他的近
况。老妈告诉我，李叔虽没上过
几年学，但这些年自学种植技
术，考取了农技师证，不但自己
家西瓜越种越好，还义务为附近
的瓜农当技术顾问。“妈，真搞
不懂你们大人们当年是咋想的，
明明知道李叔的瓜不好吃，你们
还买。”我笑着问。“唉！那时候
农村落后，大人苦，孩子也跟着
遭罪。李叔一家全靠西瓜换点口
粮，西瓜卖不出去，吃喝就难
喽。咱们农村谁家没有个坎，东
家少吃一顿饭西家少吃一口粮，
积攒起来先让李叔家吃上饭，迈
过坎。”“直接给李叔家送一点粮
接济他不好吗？”我对老妈说。

“直接送粮，李叔那脾气，他会
要吗？”我恍然大悟，在农村，
邻里之间坦诚相待，他们真诚善
良，朴实厚道，互帮互助，他们
的情感像山一样厚重深沉，像水
一样无声流淌。

从和老妈的聊天中我了解
到，李叔家这些年靠科技种植西
瓜，因为品种多、口感好、讲诚
信而远近闻名。尤其是这些年网
购兴起后，网络订单、快递配
送，更是让他的西瓜供不应求。
李叔每次送货，路过一些小区居
住有老家的乡邻，都会抽空给老
乡送个西瓜。

甜甜的西瓜味道甜美、消暑
解渴，是夏天人们的最爱，也是
我最喜欢的水果。而每每吃着清
爽甘甜的大西瓜，眼前都会浮现
出乡邻们淳朴憨厚的笑脸……

酷暑西瓜甜，悠悠乡邻情
燕群

初夏时节的江淮大地，万物葱茏，生
机勃勃。

在安徽省庐江县农村，目之所及，到
处是“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
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广袤的
田野里，各地农民正抢抓农时开展农事
活动，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作为高标准农田的“标配”，现代农
业装备已经挑起“大梁”，成为庐江农事
活动的“主角”。智能化农机、遥感卫星、
地面感应装置……科技与农业深度融
合，勾画出一幅幅“智慧农业”的靓丽画
卷，实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让乡
村振兴跑出“加速度”。

当高标准农田“遇上”大数据、云计
算等“黑科技”，庐江乡间沃野就变成了

“聪明田”，而其中的“新鲜事”更成为当
地农民津津乐道的话头儿。

“云上”巡田好风光

田间管理“用数据说话”，已成为不
少新农人的共识。在庐江县盛桥镇许桥
村望湖家庭农场的水稻种植基地，几台
旋耕机来回在田里穿梭、翻耕，为接下来

单季稻的机插秧做准备，整理过后的稻
田平整有序。

“高标准农田的建成，大大缩短了作
业时间。”农场主张道书的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以前农田存在高低不平、层次不
一、灌溉困难等问题。现在高标准农田建
设改善了农田基础设施条件，大大提高
了水稻种植的机械化耕作水平，让我们
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这里的农机与其他农机略显不同的
是，每台旋耕机的机身上都装有一个小
小的智能终端和一个摄像头，它们能够
详细记录农机的作业面积、轨迹、地块平
整度等数据信息。“我不用出门，只要打
开手机App，动动手指就能看到旋耕机
的耕作层有多深、耕作面积有多大、有无
重复和漏耕的信息，干了多少活，干得怎
么样，一目了然。”此时，张道书坐在智慧
物联网系统监控室，察看当天的生产进
度和农田土壤状况。

从前“手忙脚乱”，如今熟练地“云”
上巡田，自从整齐成片的农田配上智能
化农机后，张道书就多了一份从容，也让
他越干越有信心。看着界面上的自家稻

田，这位农场主眼里满是丰收的期待。

田变智慧人变“懒”

高标准农田，农机应用，科技增收，
现代农业生产的新亮点让人目不暇接。
单季稻播种时节，在庐江县龙桥镇浮槐
村种粮大户倪晋龙流转的高标准农田
里，只见一架植保无人机在水田上空盘
旋，实施水稻直播作业。

飞手调试好无人机的各项参数后，便
将提前浸泡好的稻种倒进种盒内，伴随着
急速的“嗡嗡”声，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
既定航线在农田上空往返播种，所经之
处，一粒粒种子均匀地播撒在稻田里。

“使用无人机水稻直播技术，播撒均
匀，效率也高，一架无人机一天可飞播
300多亩，确保了水稻播种按时足额完
成。”倪晋龙乐呵呵地说，如今他承租的
大部分农田都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智能

化种植，提高了田间作业效率。
近年来，为把田种好，倪晋龙积极参加

各种培训班，了解市场动态，学习先进技
术，用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种粮手段，
闯出一条致富新路子。如今他的种粮现代
化水平越来越高，从最初的收割机、运输
机发展到现在的旋耕机、插秧机、无人机
……各种现代化农耕机器样样俱全，大小
农机具把院子塞得满满当当。

据了解，智慧农机在农业领域的深入，
贯穿了农业生产“耕种管收”各大环节，为
农户提供智能、高效、经济的生产工具和数
据服务，也帮助种粮大户解决劳动力成本
高、生产管理粗放等问题，推动实现真正的
无人化农业生产管理，让农民当起了“甩手
掌柜”。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出路在科
技。” 庐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浩表
示，接下来，庐江县将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在全面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真正实现旱
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同时，加快推进农机装
备转型升级，促进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为促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提供强劲支
撑，让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聪明田”里新事多
赵德斌

“没料到！真的没料到！区政协在我
们村就大家最关心的农业政策和技术问
题专门召开协商会，平时种植遇到的许
多疑难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真心给
参会的委员和专家们点赞！”近日，在江
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杨庙村“农技
服务零距离，助农增收暖民心”专题协商
议事会上，村里种植大户王正如对协商
会上委员和农业技术专家的解答赞不绝
口。这也是淮阴区政协创新开展“乡村振
兴·政协委员在行动”履职系列活动的一
个缩影。

杨庙村位于淮阴区渔沟镇东侧，近
年来，为壮大集体经济，村里加快了田地
流转速度，有许多像王正如一样的种植
大户想扩大生产，承包更多的土地。但同
时，家庭农场经营管理经验不足、大规模
种植技术欠缺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大
家，制约了扩大经营的信心和动力。

“前段时间，区政协组织委员到村里

来围绕‘乡村振兴’主题进行调研，我就
向委员们提出帮助大伙找一些专家，传
授一些家庭农场经营经验和种植技术。
没料到时隔仅一个多星期，政协就来村
里召开协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说起
此次协商会，王正如激动兴奋之情溢于
言表。

“作为区政协第3组成员，不久前到
杨庙村调研，许多村民提出想提升规模
种植技术，扩大生产经营的意愿，我本人
多年来从事家庭农场经营，积累了一些
经验，正好可以分享。”淮阴区政协委员，
敏佳蔬菜种植家庭农场主张志敏说，在
区政协的支持下，他所在的履职小组通
过村“有事好商量—‘码’上议”平台召开
专题协商会，在会上分享交流了经营家
庭农场的体会，并提供了政策、技术咨询
和支持，得到了群众充分认可。“看到协
商会上群众脸上满意的笑容，也加深了
我对委员履职为民的深刻理解，委员的

荣誉感得到进一步加强。”
杨庙村协商议事室召集人、村党总

支部书记单业高介绍：此次协商会最大
的特点就是专业对口，许多参会委员本
身就是生产经营专家，无论是现场种植
政策和技术辅导，还是生产经营经验传
授，都是干货，实用性很强，大家一听就
懂，一学就会。另外，在委员们的关心和支
持下，还组织成立了农技服务队，在农作
物生长的关键节点集中开展田间管理技
术指导，并通过微信、QQ群随时随地提供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指导，现在大家扩
大生产的动力更强了，信心也更足了。

近年来，淮阴区政协在委员中开展
“乡村振兴·政协委员在行动”履职活动，
发动委员深入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重大项目推进等，通过微调
研、微走访、微宣讲、微协商等方式，与人
民群众面对面交流，开展小微协商，帮助
群众协商解决乡村振兴中遇到的难题，

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围绕乡村振兴为主题开展履职活动，

让我们委员履职方向更聚焦，也更能集中
力量帮助解决一批基层实际困难。”同为淮
阴区政协第3组的委员杨海艳说。

据悉，在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履职活
动中，像杨庙村这样的协商议事活动，淮阴
区政协年初以来共开展了302场，解决了
一大批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和持续改善人居
环境的民生实事，村庄道路、水渠和亮化工
程陆续竣工，人民群众需求最迫切、反映最
强烈、利益最直接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

“通过开展‘乡村振兴·政协委员在行
动’履职活动，充分发挥了委员智力密集和
联系广泛的优势，招引更多企业投资农业，
发挥产业带动优势，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
注入了发展动力和活力，真正让乡村焕发
生机活力，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淮阴区政协主席时洪兵说。

江苏省淮阴区政协助力乡村振兴——

杨庙村里来了“委员专家”
通讯员 王成虎 邵芸 本报记者 江迪

“多亏了小袁，孩子们放了学就能去学校读书、学习，有不会
的题也有小袁和其他老师帮忙辅导，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们
去河边、沟边玩耍了。”提起山东省庆云县严务乡关家村的党支
部书记助理袁晓的名字，关家村村民赵慧仙竖起大拇指说道。

袁晓大学毕业后作为选调生被安排到关家村工作。作为一
名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他对农村有着更深的感情。最近天气转
热，孩子们总爱跑去河边玩，随时都有溺水的危险。为此，袁晓积
极向上级申请资金和政策支持，在村里的池塘边、河边设置安全
警示牌，同时号召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及志愿者成立防溺水巡
查队伍。不仅如此，他还跟村里的支部书记商量，决定成立“四点
半”学校，在村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免费的书法课、阅读
课及武术课，由返乡的大学生和村里的退休教师义务为孩子们
提供课后辅导。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扎根基层就是为民服务之路，我将继
续保持冲劲，在基层的工作岗位上发出光和热，奏响青春奋斗之
歌。”袁晓坚定地说。

扎根沃土 奏响青春奋斗之歌
本报记者 贾宁 摄影报道

▲为孩子们讲述趣味小故事

▲为“四点半”学校的孩子
发放练功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