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
道对门沟村，地处北纬39度水果黄金
产区。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光
照充足，利于瓜果长成和糖分积累。

“凭借这一区位优势，对门沟村
不仅盛产的玫瑰香葡萄闻名遐迩，陆
地大樱桃也享誉辽南。”大连市政协
委员、对门沟村党总支副书记刘宝根
介绍说，这些年来，村党总支带领全
村种植户积极谋出路、创品牌，小葡
萄、大樱桃结出乡村振兴“致富
果”，如今村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万
多元。

名不虚传的“葡萄沟”

金秋9月，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
在素有“葡萄沟”之称的对门沟

村，满山遍野的1500多亩葡萄园里，
到处飘逸着玫瑰香葡萄沁人心脾的香
气。

今年76岁的王积运在村里种植葡
萄较早。“眼前这4亩葡萄园里，有
100多棵树龄比我岁数都大，枝条年
年更新，但老本永不褪色，你说，这

老藤子结的葡萄能不好吃吗？”他指着一
排排的葡萄树说。

年轻的王荣铭从父辈手里接过承包
的葡萄园那天起，就潜心琢磨怎么才能
把小葡萄做出“大文案”。他悟出的“道
道”是：葡萄小，市场大，不仅看线
下，还得看线上。近几年，王荣铭在工
商部门注册了“王掌柜”商标后，他家
每年产出的2万多斤玫瑰香葡萄，在开园
时就基本都被“回头客”提前预订一空
了。

每到葡萄采收时节，远眺满园碧波
荡漾，缤纷琳琅；近观霜茸如雪，馨芬
飞扬。“这是多少年来对门沟村最美丽的
一道风景。”刘宝根说。

走好合作发展之路

对门沟村700多户人家中，有300多
户以种植水果为生，葡萄和樱桃年产量
可达5000余吨。曾经，由于各家“单打
独斗”的模式，很难抵御自然灾害和市
场风险。尤其是每到售卖旺季，时常有
人打着“对门沟”的旗号叫卖水果，让
人真假难辨，使村里的果品销售陷入尴

尬境地。
为摆脱这一困境，村党总支带领全

村种植户一起开动脑筋，全力打造对门
沟村自己特有的品牌文化。自2019年
起，对门沟村承办了三届“甘井子区葡
萄文化节”、四届“对门沟村樱桃节”，
通过一系列品牌活动的带动，使得区域
内的玫瑰香葡萄和大樱桃品质声名远
播，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对门沟”商标
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目前，对门沟村已经与上海海昌极
地海洋世界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在
上海海洋公园专门开设“对门沟玫瑰香
葡萄”销售中心。在大连当地，对门沟村
则与知名品牌“元初食品”实现战略合
作，成为“元初食品”的果品直供基地。
2021年，对门沟村的玫瑰香葡萄和大樱
桃又跻身大连市知名品牌“大连礼物”，
全村的优质果品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线上线下双向发力

刘金枝今年61岁，参加了对门沟村
委会免费为村民开办的直播带货课程
后，便注册了一个抖音账号，开始尝试
直播带货。

“多大岁数了，还学年轻人搞直
播？”不管别人怎么说，刘金枝就是认准
了这条道，不仅村里的直播课堂堂不
落，甚至把村里请来的“网红”老师接
到自己家里接受指导。“直播让我家的水
果既能卖出好价钱，出货还快，大大缩
短了销售期。”刘金枝经常向大伙儿分享
直播带给她的收获与快乐。

目前，对门沟村已经获得由大连市
商务局颁发的“大连市电商直播试点基
地”牌照，通过不断加强村民电商技能
培训，培养出了自己的“村级网红”，使

“农村电商”在对门沟村真正落地生根，
助力果品销售取得较大突破，不断给果
农带来好收成。

如今，对门沟村干部群众正按照
“优化品牌、强化流量、电商筑基、文旅
拓展”的发展思路，以优质“大樱桃”
和“玫瑰香葡萄”两个品牌为抓手，以

“樱桃采摘季”和“葡萄文化节”两个主
题节庆活动为依托，利用近郊的优势，
进一步开发餐饮、民宿、研学、温泉、
康养等产业项目，通过乡村文旅产业带
动村域经济大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共
建美丽家园。

对门沟的葡萄熟了对门沟的葡萄熟了！！
齐芳芳齐芳芳 吕东浩吕东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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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9岁的团团不得不离开
盘锦市双台子区常家村的姥姥家回到
深圳上学。之所以依依不舍，除了不
想离开一起玩耍了一个假期的小伙
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里活
动广场一角农家书屋举办的各种活
动，实在是太有趣了。

今年暑期，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
区常家村农家书屋为孩子准备了“暑
期读书会”，孩子们在这里阅读图
书、交换书籍，还把书里学到的知识
与家长们分享。“我觉得孩子这个暑
假好像忽然长大了。”一位村民说。

离不开农家书屋的不仅是孩子，
常家村的村民们也把这儿当成了精神
文化生活的“根据地”。在书屋门前
的小黑板上，清晰地排出了今年每个
月的主题活动：7月，普法送医；8
月，铸就强军梦宣讲；9月，“喜迎
二十大”读书会……书屋管理员常琳
介绍，常家村的农村书屋10年前就
已经起步，去年又在市委宣传部的支

持下完成了升级改造，现在有 11 类
3000多册藏书。

村民李文华是农家书屋的常客，得
知记者过来采访，他也跟过来一路拍
照、摄像。他告诉记者，自己是一名摄
影爱好者，有了农家书屋就有了展示的
舞台。书屋里展出了二三十幅他的摄影
作品，一张张村民的笑脸、一幅幅村容
的变迁记述着常家村的幸福时光。“现
在村民们都乐意学着通过拍照片、做短
视频在网上展示咱农村的好生活、好物
产。所以我每年都会在这里举办几场摄
影、视频制作培训课，特别受欢迎。”

在书屋的一角还有一块特殊的展
板，上面印有二维码和认证码，写着

“书香盘锦App”。常琳说，这是盘锦市
委宣传部与“中文在线”合作开发的掌
上书屋，村民们可以通过下载App免费
获得 10万册数字图书、3万集音频图
书以及电子版报刊的阅读权，每年还会
有不少于30%的内容更新。在常琳的指
导下，记者也下载了一个，打开试了一

下，内容果然丰富。
“我们村户籍人口 1920 人，常住

人口 1200 人，有了这个移动图书馆，
就方便了所有村民，无论你在田间地
头还是城市工厂，只要有闲暇时间，
都可以拿出手机读读书、听听书。另
外，这个图书室这么受欢迎，也离不
开政协委员的关心和帮助。”提起书屋
与政协的故事，常家村党支部书记陈
岩有说不完的感谢。“兴隆台区图书馆
馆长杨易委员，时常到农家书屋讲演

‘杨易叔叔讲故事’；盘锦市艺术团创
作室主任隋永明委员为图书室专门创
作了 《一缕书香》《农家小书屋》《爷
爷背起小书包》 等歌曲；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夏华委员分管农家书屋建设，
经常过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解决实
际困难。”

常琳说，盘锦市文联副主席曲子
清委员，常组织文艺志愿者到农家书
屋演出、宣讲；兴隆台区文化馆馆长
徐志强委员与盘锦庄子创意有限公司

董事长庄航一起策划拍摄了农家图书
管理员的故事；双台子区辽河画院院
长耿文飞委员捐赠农业类、党建类各
种图书 200 余册，并多次参与书屋活
动，对村民书画爱好者现场指导，参
与送书画等活动。还有民革盘锦市委
会主委高凤良委员，带领民革党员支
持农家书屋建设，经常参与各类活动。

现在，盘锦全市共有农家书屋281
家，实现了村村有、全覆盖，并承担起
了辽宁省“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深度融合”项目示范任务。农家书
屋已经成为村民们的阅读“便利店”、
科技“智慧库”、活动“聚集点”、议事

“商量所”……
“其实，每一届政协委员对我们农

村书屋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夏华
说，随着委员读书活动的不断深入，也
希望邀请更多的委员下沉到农家书屋里
来，为村民提供荐读、导读、品读服
务，与村民一起读书，进一步提升他们
的综合素质。

数量281家，实现了村村有、全覆盖，已成为村民阅读的“便利店”

盘锦的农村书屋，来了就不想走
王金晶 王晶

因为生活的忙碌，我们常常忘记
生活所需的仪式感。我也不例外。

我们家两个孩子的生日都在8月
份，前后相隔三天。往年，大宝作为
家里的长子长孙，家里都会给他搞个
生日会。自从迎来二宝后，我们就逐
渐把生日会这个事情简化了。今年暑
假，先生提议，反正两个小家伙的生
日只相隔三天，不如就把他们的生日
放在同一天庆祝好了。

周末，我们提着大包小包，带
上孩子和老人，一起到公园过生
日。孩子许愿，切蛋糕，特别开
心。最后，我给大宝送上一个学生
手表作为生日礼物，并且很郑重地
对他说：“孩子，在未来的日子里，
希望你珍惜时光，真正做时间的主
人！”大宝认真地点了点头。第二
天，我就看到孩子自己调好时间，
合理而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的事
情。我看在眼里，心里充满了欣
慰。原来简简单单的仪式感，就能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趣味。

中秋节到了，节日的仪式感哪能
少？于是，我就开始张罗家里的中秋节
礼品。月饼不能少，孩子的灯笼不能
忘，就等那一弯新月慢慢地变成一轮满
月了。中秋月圆之夜，我们都会聚在阳
台上，摆开赏月的格局。孩子们为点亮
的灯笼而欢呼，老人为我们的团圆而高
兴。赏月之际，大家会一起祝福远在另
一座城市的亲人能健康和乐。可见，节
日的仪式感更适于我们情感的寄托。

现在，在我们的带动下，小辈们也
学会了注重生活的仪式感。某天，我忽
然收到了大宝的礼物——一碗生日长寿
面。在我惊讶的神情中，大宝说：“亲
爱的妈妈，在你生日之际，请允许我给
您送上一碗长寿面，表达我对您的感恩
之心！”我不禁扑哧一下笑了，眼角却
有点热热的液体往外涌动……他又说：

“妈妈，我懂得了爱也是需要表达的，
孝顺也需要仪式感！”

是的，无论生活多么忙碌，我们都
不应忘记郑重地来个仪式，让那些平凡
的日子活色生香起来。

生活需要仪式感
刘建梅

主持人马东讲过这样一件事：他
的母亲喜欢看电视购物，买了一款

“欧洲皇室定制”的包包，说是原价
近两万元，她只花了900多元就买下
了。她觉得捡了个大便宜，非常高
兴。马东知道母亲上当了，可他却对
母亲说：“这包真漂亮！”马东清楚，
母亲一个人生活，除了看电视，几乎
没别的事可做，电视购物买个包包，
对她来说是件快乐的事，所以他不想
轻易偷走母亲的快乐。

看到这里，我不由汗颜。记得有
一次，母亲花 100 块钱买了个按摩
仪。我见了，第一句话就是：“妈，
你怎么还上这种当！这根本就是个儿
童玩具，就是蒙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的。这样的当你上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吧，怎么就不长点心呢！”母亲听了
我的话，脸上的表情又尴尬又气愤，
她气呼呼地说：“我这老糊涂的毛病
就是改不了！”一连几天，母亲都闷
闷不乐。

母亲花钱买了东西，本来自己很

满意，却让我浇了冷水弄得从头凉到
脚。其实我完全可以像马东一样，和母
亲说，这东西不错，即使用着没什么效
果，就当个玩具算了。然后再委婉地提
醒她尽量不要上当。我之所以把母亲的
快乐偷走，是因为没站在她的角度思考
问题。想到这些，我决心以后对父母说
话一定要注意。

上次回家，看到母亲正在用废旧的
塑料瓶、报纸和纸箱之类的东西做生活
日用品。如果是以往，我肯定会毫无顾忌
地说：“妈，做这些干啥，费力劳神的。超
市里啥都有卖的，比你做的这些好看多
了。”但这次，我凑过去认真看了看，由衷
地说：“妈，你的手真巧，做出来的东西真
好看，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呢。”母亲笑眯眯地说：“我就是喜欢动动
手。”我看到，母亲脸上洋溢着快乐和幸
福。原来只是我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让母
亲的快乐翻倍。

父母年纪大了，他们的圈子也小了
很多，而我们做儿女的，千万不要随意
偷走他们的快乐。

别偷走父母的快乐
马亚伟

没有月色的中秋节之夜，空中下
着小雨，轮到我站岗时，小雨落在地上
结成“地皮甲”，身上有一些清冷……
这是50多年前，我在塞外高原一个阵
地上野营拉练时的记忆。那时的气候
不像现在这么温柔，中秋节下“地皮
甲”并不罕见。无怪乎古人会发出“秋
之为气，悲也”的叹息，应当是与北国
秋来寒霜早降的状况有关。

我不惧怕寒冷，却最怕农历八月
十五看不到月亮。是贪恋它的皎洁与
温柔？还是看着那奖章般的巨大白玉
盘能带给人们某种荣耀幸福的享受与
向往？抑或是寄托某种思乡的情绪？
恐怕都有。但更多的，还是喜爱它带
给人们的那种团圆感、吉祥感。

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无论
身在何地，我总是思念着故乡，思念
着父母，思念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
老乡亲。这样想着想着，一首短诗便
涌上心头：

最该有月亮的夜晚
月亮休息了
塞外高原的旷野上
我持枪站岗
守卫着祖国的安详
也守卫着睡着了的月亮
祖国啊
你交给我
灯多少盏
星多少颗
多少父母的欢笑
多少团圆的酒歌
掂一掂肩头的钢枪
我看到了天上的月亮……

这样慢慢地吟咏着，身上仿佛慢
慢增加了热量，也不再觉得寒气袭
人。像那落地不久便慢慢融化开去的

“地皮甲”，我心中的孤独也慢慢融化。
后来，我转业回到故乡。每逢中秋佳
节，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没有月亮
的夜晚。一想到对天心月圆的期待，仿
佛那轮皎洁便会从《玉台新咏》的文辞
里、从宗教信仰对月亮的崇拜中、从嫦
娥奔月的神话里走出来，将圣洁的清辉
洒向人间。

月亮，它对于质朴勤劳的中国人民
是多么重要啊。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看，
中秋节属于农耕文明的范畴。春种秋
收，从风沙满天的初春播撒种子，到此
时此刻的漫山遍野一片金黄，成熟的香
甜满溢在凉爽清新的空气中。秋收冬藏
的序幕已经拉开，面对着嘉禾登场的喜
悦，人们多么希望在花好月圆之夜，能
有一轮又大又圆的明月悬在中天，与人
们庆祝丰收年景时载歌载舞的释放感交
融在一起。“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欢
乐无所苦”，该是多么的心旷神怡！

如今中秋望月，除了对传统的继
承，人们更是有了前无古人的期待。以
前说嫦娥奔月，无非是对充满着科幻精
神的神话的遐想，尽管“碧海青天
夜夜心”，却不能与人共语。但现在，
我们的火箭不仅把男儿送入太空，就连
女儿家也不例外，成了太空的常客。

我想，随着人们对浩瀚宇宙的不断
探索，有生命存在的星球，总有一天会
被发现。到那时，人类乘坐更加先进的
航天飞行器，像如今在陆地探亲访友一
样，带一壶桂花酒、一壶中国茶、一包
中华月饼，相邀新的星球上的朋友，畅
叙友情。还可以手挽手到嫦娥居住的广
寒宫里一坐，让嫦娥不再寂寞，让吴刚
的桂花酒香飘宇宙。那时，我定然会用
一块崭新的红绸布把月球这个白玉盘擦
掸的更美更亮，擦拭掉遮月的云彩，让
欢度中秋的人们尽情地享受这轮明月。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中秋那轮明月
王树理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
道“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很多
人都会被这里的一组组泥塑所吸引。
这些泥塑反映的是政协委员和基层群
众、职能部门一起开展协商议事的场
景。泥塑的作者叫朱浩君，因为酷爱
捏泥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泥人光
光”。

“泥人光光”为什么会将协商议
事的场景做成泥塑？这还得从他找工
作的故事说起。

因为先天性残疾，“泥人光光”
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广陵区政协
委员、八大家社区原党总支书记朱华
了解到他的遭遇后，为他在社区的物
业安排了工作，解了燃眉之急。扬州
市政协常委凌万兵是扬州著名社会公
益组织“凌万兵”工作室的负责人，
在得知“泥人光光”的情况后，多次
组织志愿者上门帮他做一些繁重的家
务劳动，以减轻生活负担。

工作有了，但毕竟泥塑才是“泥
人光光”更擅长的技艺。在了解到他
的特长后，广陵区政协常委、区残联
理事长李跃中协调了扬州著名景区东
关街，为他专门设立了一个泥塑摊
位，方便他在工作之余，通过销售自
己的作品补贴家用。因为“泥人光
光”捏的泥人特别受到老人和小朋友
的喜爱，广陵区政协常委、区文化馆
馆长王婷就经常邀请他参加各类演出
活动，为大家现场捏泥人，并给予适
当的补贴，帮助他提高生活质量。

正是由于政协委员们的关心，
“泥人光光”对政协始终心怀感恩，
也在一次次和委员们的交流中，逐渐
对政协的协商文化、为民履职理念有
了深刻的认识。

近年来，在广陵区政协指导下，
文峰街道通过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
台，着力解决辖区群众“急难愁盼”
的问题。“泥人光光”作为群众代

表，经常参与协商议事。
“马大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

们南苑小区马上也要开始老小区改造
了。”所住小区改造前，每当看到回家
的群众，“泥人光光”都要兴奋地喊他
们一起参加社区组织的有事好商量协商
议事活动。在“泥人光光”和群众代表
的提议下，原本只有排水管网、停车位
和监控的基础改造提升方案不断升级，
增加了外墙出新、加装隔热玻璃、景观
绿化、加装声控照明等内容。

八大家社区的居民很多都在周边的
产业园区工作，“泥人光光”经常听到
大家的抱怨，有反映核酸检测时间不能
及时知晓的，有反映检测点离自己工作
单位太远的，还有反映临时需要核酸检
测不知道去哪里做的。为此，他找到社
区，邀请医卫界政协委员了解居民的心
声。协商过程中，委员们全面阐释了核
酸检测点设置的场地要件，并提出了优
化核酸小屋布局的建议。协商过后，街
道党工委采纳了委员们的建议，在认真
分析辖区人口分布和交通位置的基础
上，确定了5处核酸小屋，最大限度地
方便群众就近检测。

协商成果的有效转化也大大激发了
“泥人光光”的创作热情。他将自己参
加协商的情景和居民群众的感受通过泥
塑重现，创作了《大运河文化带文峰片
区建设》《小区卫生环境治理》等一系
列作品，并更加积极热情地参与协商议
事活动。

“好地方、好商量、好委员、好关
系”，如今，在广陵、在扬州，已经有
越来越多像“泥人光光”这样的群
众，愿意和政协委员一起为基层治理
贡献力量。正如这里流传的一首小诗
中写到的——议题精选好商量，搭建
平台聚一堂，善化干戈为玉帛，巧思
策略酝良方，干群默契同联手，邻里
和谐共乐章，今借新风倾力助，扫除
陈见惠家邦。

“泥人光光”议事“帮帮”
张星 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