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的版图上，绵延
的大兴安岭延伸到突泉县境内的老
头山。这里是蛟流河的源头，河水
蜿蜒流向突泉县东杜尔基镇境内，
汇聚成了明星湖，灌溉、孕育着优
质稻米和独具特色的渔耕文化。这
几天，在东杜尔基镇明星村大孟家
屯，工人们正在进行农户围墙的改
造和道路拓宽施工作业。

改造后的农家小院整洁有序，
围墙和灰瓦结合木制的庭院大门，
彰显着农家质朴的本色。村民丛万
文正和妻子在自家庭院中忙着给园
子里的水稻清理杂草。稻田中，鱼
儿自在地游来游去；沉甸甸的稻穗
随风摇曳，金灿灿的稻子颗粒饱

满，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
“村子改造后，变化都能看得

见，这是政府做的实实在在的惠民
工程！”丛万文说，自家的菜园原来
只能做到自给自足，根本谈不上经
济收入。自从政府帮助庭院改造，
今年院子里的四分地起码也能产400
多斤的有机稻，再加上稻田鱼，对
于自己这样的小家庭来说，也算一
笔不小的收入。

在东杜尔基镇辖区内，有面积
7000 多亩的明星湖。湖面波光粼
粼，湖里水美鱼肥。2022年3月，突
泉县依托湖北畔明星村有大田水稻
和庭院水稻种植、湖南岸东泉村有
庭院香瓜种植，以及2000亩光伏设

施农业和明星湖旅游度假区的优
势，投资1.78亿元，在东杜尔基镇
明星、东泉两个村12.8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开启了2022年兴安盟重大项
目——明星乡村田园综合体建设。

据东杜尔基镇镇长李志龙介
绍，田园综合体将聚焦渔耕文化，
开发金沙乐园、鱼乐公社、微耕稻
米、“稻梦空间”等项目，建设鱼骨
主题特色的游客服务中心、船坞酒
店、圆月餐厅等16个特色旅游打卡
地，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旅游体
验。“这个集旅游景区、休闲农业体
验区、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建成后，对周边餐饮、交通、住
宿等的带动效应将不可估量，成为
兴安盟农旅融合的新示范。”

“田园综合体建设是东杜尔基镇
乡村振兴的最佳契机，这样的机会
不容错过。”东杜尔基镇党委书记徐

英姝说，借助这一项目，镇里迅速
调剂了中央及自治区衔接资金150万
元，投入到明星村126户271亩庭院
有机水稻发展，依托明星水库资
源，“引湖进村、引水进园”建设明
星庭院水系。在利用好得天独厚的
自然景观和生态资源的同时，根据
农户特色打造乡村民宿休闲旅游，
搞庭院水稻定制和认领，逐步让乡
村旅游项目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
元，为即将到来的田园综合体旅游
项目的建成打好提前量。“未来这里
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兴安岭上兴安盟，明星湖畔明
星村。如今，借着田园一体化重点
项目建设的东风，明星村的农业产
业与多业态深度融合，百姓的幸福
生活也有了更坚实稳固的基础，成
为直接的参与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乡村振兴指日可待！

明星湖畔明星湖畔““稻稻””路宽路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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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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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婆年纪大了，周末每次喊我
们去吃饭，我们都会早点过去自己
动手“煎炒烹炸”。最近一次因为
有事耽搁，到达婆婆家时，两位老
人已经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

没过一会儿饭菜上桌，鸡鸭鱼
肉是应有尽有。婆婆指了指那盘鲈
鱼说：“你尝尝这个鲈鱼，看看味
道怎么样？”听婆婆说得郑重，我
细看了一下那盘鲈鱼，感觉也没什
么特别啊。依言尝了一口后，我一
下子惊讶起来：“嗯？今天鱼和以
往很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婆婆在边上追着问：“好吃吗，好
吃吗？”“好吃啊。”我点点头，向
老公和女儿推荐。大家夹起鱼肉品
尝，纷纷称赞起来。

看我们的表情不像作假，婆婆
看了一眼公公，突然一下子笑了。
婆婆说：“你们知道这鱼为什么有
一种特殊的味道吗？因为这鱼是你
爸烧的。他非说要帮我忙，做事却
毛毛躁躁的，看也不看就把香油当
成菜油倒进了锅里，这鱼啊全是香
油煎出来的。”我这才注意到，刚
才一直绷着脸的公公这会儿脸色已

缓和下来。公公说：“你妈刚才还骂
我呢，怕不好吃。”于是乎，公公婆
婆一个说“嗯，都说好吃，你得意了
呢”，一个说“我就知道好吃，你也
尝尝，别以为我不会做菜”……一时
间热闹得不行。

斗嘴归斗嘴，那条鱼被瓜分得也
格外快。我忍不住又夸公公：“爸，
没想到您的厨艺真不赖呢，今天这鱼
烧得真不错。”公公点着头，婆婆却
突然一言不发。我一下子意识到，平
日里都是婆婆在厨房里忙进忙出，公
公只不过偶尔露了一手就被我们如此
表扬，肯定会让一直默默付出的婆婆
感到失落。于是我赶紧又夸婆婆，说
她厨艺更好，每样菜都做得色香味俱
全，每次回来都要吃胖……我的话一
下子就把婆婆逗笑了。

这样表扬着，饭桌上的气氛变得
热烈而温暖。看着公公婆婆高兴的样
子，不过是几句很平常的表扬，就这
样神奇地化解了一场尴尬，还让老人
那么高兴，以后我们真的要学会多夸
夸他们。夸奖是肯定、是认同、是喜
欢，更是让人心情愉悦、融洽关系的
良药。

生活需要多夸奖
管洪芬

早晨上班出门时，我刚到楼
下，却发现忘了带一份重要材料，
不得不急匆匆地转身回家去拿。回
到家，脚刚一迈进门，母亲就大声
提醒:“你慢点走，地面我刚拖过，
滑着呢！小心摔跤。”听了母亲的
话，我“嗯”了一声，却没当回
事。拿了文件从书房出来，母亲的
叮咛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看我步
履匆匆，母亲又忍不住嘱咐:“你别
跑那么快，小心滑倒。”这次我还没
来得及应答，就脚下一滑，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母亲一边过来扶我，一边责备
说:“你说你这都多大了，还像小时
候一样，听不进我的话，让你慢点
儿、慢点儿、慢点儿，就是不当回
事。”母亲一口气连说了三个“慢点
儿”，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小时候，每
次不论做什么事，母亲总会在我耳边
唠叨，“慢点儿、慢点儿！”原来这么
多年了，她还没忘记她的“声声慢”。

记得儿时老屋旁有个土窑，土
窑的一侧是阶梯，另一侧是一个长
长的斜坡，坡下是一块平地，地上
堆着烧窑用的柴草。这个斜坡在我

们孩子眼里，简直就是天然的滑滑
梯，大家总是三五成群在坡上爬上滑
下，玩得不亦乐乎。母亲觉得危险，
每次都是冲着我们大声喊:“你们慢点
儿！千万别碰着！”可母亲那无数声

“慢点儿”，却并不能被任何一个孩子
记住。后来，母亲干脆把家里的玉米
秆靠在柴草垛上，以此给孩子们创造
了一个安全快乐的空间。但她的“声
声慢”，也始终没有断过。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声声
慢”里总含有无限的牵挂、体贴和人
生哲理。走路时，母亲说“慢点儿
走，看脚下，别摔跤了”；吃饭时，母
亲说“慢点儿吃，小心烫，别噎着
了”；写字时，母亲说“慢点儿写，把
字写端正了，做人也得像它”；大学毕
业了找工作，母亲还说“慢点来，不
着急，会如愿的”；乃至后来我结婚生
子当了父亲，为自己的孩子晚学会走
路和不会使用筷子而发愁时，母亲还
是说“慢点来，给他们点时间，时间
会教会他们一切”……如此种种，母
亲的“声声慢”已成了我生命里的另
一种“道理”，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骨
子里。

母亲的“声声慢”
颜克存

11 年前，我曾两
次到宁夏吴忠，就某经
济建设项目进行考察。
当时公务在身，并没觉
得这地方有什么奇异和
特别。不久前，我和家
里的亲戚一起再次来到
这里，突然发现吴忠太
美 了 ！ 不 仅 有 “ 口
福”，能大口大口地吃
手抓羊肉和风味独特的
臊子面，更有“眼福”
看看这塞上江南米粮
川。

在这个纨扇初藏、枸杞染红、水稻
飘金的时节来到吴忠，只要把心静下
来，看哪里哪里出彩，望哪厢哪厢亮
眼。我站在吴忠市青铜峡黄河楼上，举
目四望：果然是塞上江南，好一派壮丽
景色！黄河滚滚，稻海泛金，锦鲤跃
金，滩羊撒欢，熟透了的玉米大田承载
着农民的喜悦，随着脚下的黄河向前逶
迤，真的是“人在画中游，画在人心
留”！

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是宁夏川又
一道风景线。

若干年前，我在吴忠市遇到了一位
被当地群众称作“西部百灵”的回族歌
手马晓燕，她清脆的歌喉浸润了黄河两
岸的农家院，她欢快的“花儿”唱红了
贺兰山。一晃多年过去，我很想再听听
她的歌唱。虽然这次她没能亲自到场，
我只能根据她提供的信息在网络上找她
演唱的几首歌曲。但让我没有想到的
是，如今的马晓燕在继续唱好她最拿手
的传统“花儿”的同时，还增加了许多
反映宁夏各族儿女团结在党和政府周
围，共圆中国梦的主旋律歌曲。如《我
的吴忠我的梦》《走上幸福大道》 等，

完整准确地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听着马晓燕的演唱，和我一起来的

侄媳妇也受到感染。她说，“我虽然不
如人家马老师唱得好，可是我们宁夏人
如今唱歌和跳广场舞就是家常便饭。”
我说，你也唱一首嘛。她接过我的话
头，唱了一曲 《走咧走咧去宁夏》 的

“花儿”。听着那脍炙人口的唱词，我意
识到，如今的宁夏人，不分男女、不分
民族、不分老少，都有了一个爱祖国、
爱领袖、爱社会主义的共同心愿。85
岁的大嫂也赞成我的说法。她说，“咱
们这个年龄的人，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
雨雨，回过头去想一想，咱们算是赶上
了好时候，特别是当下，国家兴旺、民
族团结、百姓小康、活着就是舒心。”

走了一趟宁夏，看到这些润物无声
的细微变化，我深深地感到，如今人们
都树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
结、国家兴旺发达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宁夏民族团结的实践，不仅是社会治理
主体多元化的一个生动写照，更是党的
民族宗教政策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取得成
功的有力佐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初秋走宁夏 歌中看变化
王树理

“金九银十”，正是各大剧院文艺演
出的黄金季。初秋的一天，我到位于济
南西客站附近的山东省会大剧院看演
出，当天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地上湿漉
漉的，没想到观众却熙熙攘攘，非常热
闹。我注意到，人群中既有年轻面孔，
也有被家人搀扶着的耄耋长者；既有来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单位职员，也有带
着孩子来受教育的父母。

走进剧院大门，墙上“爱心剧场”
金色牌匾格外引人注目。当天观看的，
是入选山东省“十四五”重点文艺创作
项目——红色题材话剧《英雄山》。该
剧由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编排，以
一个济南革命家庭姐弟在峥嵘岁月中的
成长历程为主线，展现一代代共产党人
在血雨腥风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演
出现场，观众掌声不断，不时传来叫好
声，我也深受教育。

离场时，不少观众与演员在展板前
拍照，我上前与工作人员攀谈得知，

“爱心剧场”是济南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共同打造，以省会大剧院综合文化
活动为依托，面向社会提供的公益文化
服务。内容涵盖歌剧、舞剧、话剧、音
乐剧、戏剧、音乐会等在内的各类精品
演出，坚持“一月一主题”，安排不少
于两场演出，至今已经演出 70 余场。
这时我才想起，之前听朋友说去“爱心
剧场”看大型京剧《丝路花雨》，原来
就是在这里。

对很多市民来说，家门口的大剧院
不仅是城市的文化“会客厅”，也是精

神生活的艺术殿堂。“爱心剧场”的设
立，让剧场回归公益属性，彰显惠及大
众的初心，最关键的是发挥了公共文化
服务优势，让老百姓能够经常走进剧
院，丰富业余生活，提升文化修养。

据了解，“爱心剧场”还曾邀请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环卫工人等观看专
场演出。此前，《爱的晨晓时分》二重
奏音乐会专场演出，邀请了济南市城管
局城肥一处的职工及家属。“真的是一
次非常难得的享受，我们一定以更加饱
满的精神状态努力工作！”他们说，大
家平时用辛勤的付出换来城市的整洁，
现在城市用这种方式向他们致敬，这种
崇德向善、礼遇身边普通劳动者的举动
让他们非常感动。

一城大爱暖泉城。“爱心剧场”让
我充分感受到，剧院之“大”不在于

“高大上”的硬件设施，也不在于多么
豪华或顶级的演出团队，而在于它的公
益性和包容性，让老百姓从“看得起”
到“看得好”，这是衡量社会文明的一
把尺子。当剧院能够融入城市文化肌
理，才会滋养灵魂。

因此，“爱心剧场”理应多多益
善，成为文明典范城市的标配。它不仅
是一个温暖的创意，也是文化惠民的延
伸，表面上看送出的是演出门票，实际
上是在人们心中“种桃种李种春风”，
厚植文明土壤，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这也是一座城市文化软
实力的生动注脚。

﹙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市政协委员）

“爱心剧场”礼遇泉城百姓
钟倩

金秋五谷登场，田野遍地
流金。每年的这个季节，大连
庄河市政协委员付俊伟都要赶
在秋收之前，与爱人、孩子一
起驾车回到自己从小生活的老
家——庄河市蓉花山镇源发
村，帮助父母分担农活。

蓉花山镇地处庄河市北
部，辖区内有一座高山，相传
因山上有一株蓉花而得名。进
村途中，车子一会儿行驶在宽
阔平坦的通屯油路上，一会儿
又开上傲然挺立的跨河大桥
……沿途可见各式车辆繁忙进
出，鸣笛声、招呼声、欢笑
声，交汇成“致富路”上的一
曲丰收交响乐。

“一年又一年，变化真
大！”一路走来，一路观赏，
付俊伟心中满是惬意。

离家乡越来越近，眼前的
美景不禁将付俊伟的思绪拉回
往昔——老家所在的源发村姜
屯，与常屯、小于屯相邻，三
个自然屯共有 130 户家庭、
450多口人，多年来始终共走
一条土路、共经一条河道。打
从付俊伟记事起，就常常晴天
一身土、雨天两脚泥，老百姓

“办事出行难、孩子上学难、
物产售卖难、婚丧嫁娶难”。
每年汛期河道冲毁更是无法通
行。一条因河而阻的乡屯土
路，难住了几辈的父老乡亲。

要想富，先修路。2014
年，大连开始全面实施“屯屯通
油路”工程，深入推进“四好农
村路”建设。这一利好消息传
到源发村，乡亲们不仅欢呼雀
跃、大力支持，而且道路未开、

“心路”先通，沿路村民积极配
合清障工作，纷纷挪草垛、拆院
墙、让耕地、剪树枝，为修路施
工打下良好基础。

经过两个月紧锣密鼓地修
建，2014年7月，源发村“屯屯
通油路”工程新铺一条长 2.2
公里、宽5米的沥青油路，新建
一座长 105 米的新式跨河大
桥。“新路建成后，我爷爷和屯
里的老年人格外兴奋，差不多
每天都要到崭新的油路上走一
走。”付俊伟感慨道。

2019 年底，大连市提前
一年实现“屯屯通油路”的目
标，累计新建农村公路 4000
多公里，全市农村公路里程达
到 1.16万公里，在全省率先

实现所有自然屯通油路，比例居
东北地区首位。同时，庄河市荣
获“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称
号，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路通畅，产业旺。“屯屯通
油路”工程的实施，形成了一批
新兴经济带，因路脱贫、因路致
富的事例年年涌现。付俊伟介
绍，源发村有个屯子年产苹果
30 多万斤，过去最令果农发愁
的就是交通运输问题。农村公路
修通后，每到采摘季节，吉林、
沈阳等地的客户可以直接把大货
车开到屯子里，不到10天就能
全部卖完，而且苹果的价格每斤
还能多卖5毛钱，帮助农民增收
15万元。

不仅如此，大连市树立绿色
发展理念，大力开展美丽公路建
设，还打造出一条条“畅安舒
美”的农村公路风景线，助力形
成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
小镇和美丽乡村。从农村走出来
的付俊伟对此感触颇深。“‘屯
屯通油路’工程的实施，打通了
农村公路的‘最后一公里’，老
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实现祖祖辈
辈的‘畅通梦’，真正享受到了
党和政府的惠民好政策。”

往昔，一条因河而阻的乡屯土路，难住了几辈父老乡亲；而今，“四好农村路”修到屯里，修到家门口——

大连：屯屯通油路 条条奔致富
齐芳芳 吕东浩

“好歌一曲唱塔山，塔山红日照人
心，人心永跟共产党，党领人民奔小康
……”9月20日，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塔
山瑶族乡蒲竹村村民赵磊正与微信群里
的瑶族兄弟对唱瑶歌。这个微信群云集
了湖南10多个县市的瑶族山歌爱好者，
每年“盘王节”，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对歌。

“我唱的这支《新时代的瑶歌》，就是
盘老师唱的歌！”赵磊提到的盘老师，是
湖南省政协委员、常宁市政协常委、常宁
市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副校长盘玖仁。
盘玖仁所在的塔山瑶族乡，在脱贫攻坚
之前，全乡 11 个村有 8 个是省级贫困
村，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瑶族没有文
字，瑶语、瑶歌全凭口口相传，年轻人外
出务工后较少说瑶话、唱瑶歌，很多瑶族
文化特有的内容慢慢消失，湖南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瑶族谈笑”也面临着失传
危机。

在学校支持下，盘玖仁组建了瑶乡

第一个瑶族文化学习兴趣小组，他开始
教学生说瑶话、唱瑶歌、练习长鼓舞。为
了收集整理瑶族文化，他白天跟随瑶族
老艺人学唱瑶歌、跳长鼓舞，晚上则挨家
挨户收集、整理零散的舞蹈动作和唱
腔。如今，在盘玖仁的言传身教下，全校
师生都熟练地掌握了简单的瑶歌瑶舞和
瑶语，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也因此挂牌
为“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实验基
地”，古老的瑶族文化艺术重焕生机。

2021年11月，湖南省政协与衡阳
市、常宁市三级政协联动履职，推动办理
了一条“关于塔山瑶族乡移动通信信号
不畅的微建议”。截至今年9月中旬，塔
山瑶乡基本消除了信号死角，实现了5G
信号全域覆盖。盘玖仁和赵磊等村民于
是发动组建了一个瑶族山歌微信群，以
前需要面对面对唱的瑶族山歌、非物质
文化遗产“瑶族谈笑”，如今借助网络得
以更好地传唱。

好歌一曲唱塔山
罗慧娟 崔建华

吴忠市青铜峡黄河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