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方”，特别赞！

乡村振兴路上的别样风景
大魏家樱桃

“红透半边天”

叶间梅子青如豆，一树樱桃带雨
红。每年初春到盛夏，产自辽宁省大连
市金普新区大魏家街道的大樱桃，会源
源不断地从田间地头销往全国各地。

“大魏家街道地处北纬39度，种植
的樱桃果体硕大、蜡质层厚、光泽鲜
艳、酸甜可口。当地樱桃种植最早可以
追溯到近百年前。”大连市政协委员、
大魏家街道王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新征介绍说，自2000年起，在
政府的倡导下，大魏家街道顺势而为，
调结构、强优势、创品牌，辖区10个
村全部从事大樱桃生产。迄今，大魏家
逐步成为“辽宁特产大樱桃之乡”和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金州大樱桃”的
主产区。

然而，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樱
桃集中上市容易造成“果贱伤农”。为
此，当地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服务
与金融扶持，广泛推广设施农业。在大
魏家街道，3月初温室大樱桃陆续成
熟，5月初冷棚大樱桃接力上市，6月
初露地大樱桃开始采摘，通过早、中、
晚品种搭配和防雨棚的遮光延后，品鲜
时间可持续到7月末，再加上气调库保
鲜1个月，大魏家大樱桃的市场供应上
演着精彩的“接力赛”——实现了长达
6个月的产销期。

小樱桃，大产业。如今，大樱桃产
业已经成为“撬动”乡村振兴、家家户
户离不开的“致富果”。同时，从当年
的果农上街“挎篮叫卖”，到经销商纷
至沓来“地头抢购”，再到电商云集、
快递遍天下。“大魏家大樱桃真正走向
全国，还要得益于线上线下共同发
力。”王新征说，线下，9个大樱桃市
场每年吸引几百家水果经销商入驻，大
樱桃即摘即卖；线上，大魏家农业协会
整合了10个村、22个果蔬合作社、46
个种植大户，与电商平台强强联合，开
通网上农场，电商走货量已占到总销量
的“半壁江山”。

不仅线上线下销售火爆，每到樱桃
采摘季，大魏家百余个大小采摘园开门
迎客，一个采摘季就能吸引20余万游
客。以樱桃为媒，绵延19公里的海岸
线及9个大小岛屿吸引着游客前往观光
体验，旅游产业链也被逐步拉长——这
里有“中国美丽海岛”蚂蚁岛；有距今
1500多年历史的“金州旧八景”之一
的“梦真窟”和有着300多年历史的

“金龙观”；有后石村海鲜一条街、荞麦
山村渔家游风味店、世贸海上嘉年华、
振华海上俱乐部，游客可休闲娱乐、放
飞自我；这里还有荣膺“中国乡村旅游
模范村”的王家村、获评“中国乡村旅
游金牌农家乐”的北屏山生态园、鹿鸣
岛生态园，自然人文景观丰富，旅游经
济前景可期。

一业兴，百业旺。随着大樱桃“红
透半边天”，大魏家街道的文旅产业规
模也随之持续扩大，农户们的致富之路
越走越宽广。 （石朕 吕东浩）

宁夏冷凉菜
“城市受追捧”

10月初，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贺兰县立岗镇兰星村，来自浙江台州
的“老师头儿”尤祥丰正蹲在菜地里查

看西蓝花的生长情况。眼下，今年种植
的第二茬西兰花正等待采摘，站在田埂
边望去，绵延铺展的菜地翠绿一片。

“老师头儿”是江浙一带管田里下
苦功夫搞品种研究的老师傅的叫法。为
了这次自己优中选优培育出的“耐寒优
秀”品种能试种成功，“老师头儿”尤
祥丰已经苦等了两个采摘季，而这也是
来自大凉山的40名采摘工人腰包丰盈
的希望。

“在上海和香港的超市里，标着
‘银川西兰花’牌子的，价格是其他地
区西兰花的2到4倍。这个品种是可以
生吃的。”操着一口“浙普”的尤祥丰
说，这次如果能试种成功，就能给当地
农民带来巨大收益。

“我们种西兰花已经5年了，越种
品质越好，因为采摘过后的叶子会用
碾压机压进土里，增加土壤的有机
质，让它变得更肥沃，营养更充足。
西兰花产业的生命力强，对周边群众
来说，就业十分稳定。”这片田的主人
名叫马金宝，是土生土长的宁夏贺兰
人。2015年，他瞅准西兰花产业，前
往浙江请来尤祥丰和其他两名合伙
人，成立了贺兰县立岗心园蔬菜产销
专业合作社。7年来，合作社的西兰
花单品种植从1400亩发展到如今3万
多亩，1年两茬，采摘高峰期每天用
工 600人至 700人，每茬西兰花发车
9000多吨，供应北京、上海、深圳、
香港等地。

在和尤祥丰的交谈中，他提到最多
的，除了西兰花，就是“冷凉蔬菜”这
个词。贺兰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丁书涛介
绍，冷凉蔬菜是指海拔800米以上的高
原、平坝和丘陵山区生产的蔬菜。宁夏
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这一先决条
件使得宁夏年均温度在5.3℃到9.9℃，
昼夜温差达13℃到15℃，有利于糖分
积累，蔬菜、瓜果含糖率高，具有纯正
爽口的甜味。另外，宁夏干旱少雨，夏
季气候凉爽，土质疏松，这些因素让宁
夏的冷凉蔬菜避免了多种病虫害，安全
绿色。

截至2021年底，宁夏全区冷凉蔬
菜播种总面积约300万亩，全年瓜菜总
产量约720万吨。其中，蔬菜约550万
吨，西甜瓜约180万吨。“宁夏菜心”

“盐池黄花菜”“六盘山冷凉蔬菜”“彭
阳辣椒”“西吉西芹”等冷凉蔬菜的区
域品牌逐步叫响。9家供香港蔬菜生产
基地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渔农署授予“信
誉农场”；宁夏生产的“上海青”油菜
被上海市民冠名“宁夏上海青”热销上
海……

“我们宁夏的冷凉蔬菜，在区外高
端市场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占有率日益

提升。希望不远的将来，宁夏可以发展
成为全国高质量‘菜园子’。”对于未
来，尤祥丰充满希望。 （范文杰）

邢台北定村
“宛如小城貌”

前几天，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
“咱村的环村路规划好了，年底前就要
动土施工了。”

一个小小的偏远村庄，不仅村子里
的街道修成了水泥路，竟然还能像城市
一样，修建绕村一周的环村路。这些变
化让我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也感受到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奇迹。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
（原河北省任县）北定村。村子的名字
取自宋代陆游诗作“王师北定中原日”
中的“北定”两字。改革开放之前，北
定村是三里五乡有名的穷村，周围村的
村民甚至编出了顺口溜嘲笑我们村：

“好女不嫁北定人，吃饭穿衣愁煞人；
房子破来土地贫，全村都是穷苦人。”
后来，村里经济好了一些，但和周边村
相比，仍然相形见绌。

党的十八大以来，村子里的政治生
态、经济建设、村容村貌都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村“两委”班子进行大调
整，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成为主
流，农民发展经济的思路大开，农村建
设一年一个台阶。村子先是建成了一条
商品街，沿街全是二层小楼，租赁给有
志青年经营。走在商品街里，就像在城
市里逛街一样。

要想富，先修路。10年间，村里
把所有街道和胡同里的土路都修成了水
泥路，并且有专人负责打扫卫生、维护
路面整洁。路修好了，村子里还挖了排
水道，建了垃圾站，安了路灯，用上了
煤气。以往乱摆乱放的现象不见了，农
民做饭时的浓烟也消失了。在保护生态
环境观念影响下，农民积极改造厕所，
主动参与河道净化，村子里的脏乱差成
为历史。

农村发展要有前途，教育是关
键。在上级的支持下，村小学进行了
全面改造升级，教育设施现代化、任
课老师专业化、后勤保障社会化，学
校管理者和教师队伍焕然一新。在学
校里，孩子们像城里的学生一样，穿
校服、吃校餐，老师用多媒体教学，
用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现在，村里还
开办了两所幼儿园，保育和教学设施
按照城市示范幼儿园配置，吸引了周
边多个村子的孩子来此入园。

见一叶而知深秋，窥一斑而知全

豹。2013年，表弟在村里注册了一家
密封件公司，虽说规模不大，但有厂
房、有设备、有工人、有订单，生意红
红火火。我的3个妹妹也有了自己的增
收渠道。大妹妹一家在村企上班，二妹
妹一家开办了铝铸造厂，三妹妹一家注
册了橡塑公司。就连年迈的母亲也在家
里开办了“吸塑车间”，专门给别人干
塑料包装的活。现在的北定村，农民自
办企业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未来，我相信家乡也必然会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我和妻子商定，待到老家
环村路修成之时，我们一定要参加开通
仪式，亲眼见证农村建设的又一次飞
跃。 （张凤波）

小小芡实果
“致富金豆豆”

金秋十月是丰收的季节。这几天，
安徽省天长市杨村镇北荡村村民柳理云
正和请来的帮手一起，划着小船在种满
芡实的水田里忙着采摘芡实鲜果。在忙
着收获的同时，柳理云也没忘了认真收
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我家芡实种植由
原来的10亩发展到现在的50多亩，这
几年的种植收入都很好，今年纯收入可
达到12.5万元，小小芡实果都成‘金豆
豆’啦。特别是我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说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也让我的干劲
更足了！”看着一框框剥壳去皮、丰满鲜
嫩的芡实果，柳理云喜上眉梢。

柳理云曾是北荡村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当时，他70多岁的父亲生病需要
长期服药、母亲患眼疾近乎失明。妻子
早些年外出务工因车祸导致残疾，行动
不便干不了重活，两个孩子正在上学。
医疗费、学费和日常生活开支压得柳理
云喘不过气。虽然他每天起早摸黑出力
流汗拼命苦干，但一家5口生活仍然过
得“缺油少盐”，捉襟见肘。

改变，从 2016年开始。那一年，
他家被列为国定贫困户，实实在在地享
受到了各级政府精准扶贫政策带来的帮
扶和支持。当年，地处水乡的杨村镇将
芡实种植纳入重点扶贫民生项目工程，
柳理云成了第一批报名参加芡实种植技
能培训班的农民。

在相关项目资金和“惠农贷”的支
持下，柳理云流转了紧靠高邮湖西岸的
10亩滩涂水田，开启了芡实种植致富
新路。通过虚心拜师求教、现场观摩学
习，水乡长大的柳理云很快就对种植芡
实上了手，芡实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近
两年家里都有10多万元纯收入，日子
越过越滋润。

“2017 年 ， 我 们 家 顺 利 脱 贫 ；
2018 年，我获评天长市脱贫增收模
范；2019年，我们家被镇上评为‘最
美文明家庭’。2020年在市里举办的第
三届丰收节芡实剥果大赛上，我还获得
金奖呢。”说起近几年家里发生的新变
化，柳理云脸上充满了喜悦。

自获得全市剥果大赛金奖后，柳理
云趁热打铁，创立了“珠湖芡实”品
牌。他还联合种植户成立了“理云芡实
种植合作社”，除了线下销售，还利用
线上平台拓宽销售渠道。

认真学习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柳理
云又有了新的打算：“我想再扩大芡实
种植基地，还要动员更多的乡里乡亲参
与芡实种植，让更多的人过上富裕美好
的日子。”柳理云说，党的二十大报告
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有了新指引，
生活就有了新奔头。

（王其梅 胡建国 徐金荣）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国家的
每个角落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每个
人脸上都带着欢欣的笑容。当“为人
民谋幸福”的执政理念落实到每一个
普通百姓身上的时候，“普天同庆”
这四个字就不仅仅是一个成语，而是
变成了看得见的现实。

在最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除
了在故乡山东省商河县沙河镇棘城村
与父老乡亲相聚，还先后去了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的喀喇沁旗、山西大
同、忻州和宁夏吴忠等地，所到之
处，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人民的喜悦。

9月 23日“农民丰收节”的那
个晚上，在我的故乡，在农家客厅的
电视机前，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看这
个属于农民自己的节日的专题晚会。
大家边看边议论，个中的话题全都集
中在电视节目的内容与本村的巨大变
化上。见此情景，我拨通了远在黑龙
江海林和新疆疏勒的两位友人的电
话。他们告诉我，他们那里也都在收
看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太好了，
画面全是丰收，语言尽是家常，绝对
是最盛大的丰收盛会，只要看了的
人，都会说好，都会点赞！

听着大家的议论，我也不由得思
考：为什么这样的节目这么受欢迎？
首先，农民丰收节，这是农民自己的
节日。素有庆祝丰收习俗的中国农
民，谁不心生自豪？再加上今年的农
民丰收节适逢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
之所以“千门万户瞳瞳日”，就是因
为党和政府把人民挂在心上。特别是
今年农业大丰收，我国迎来了连续多
年粮食总产 1.3 万亿斤以上的好收
成。这是多么让人亮眼喜心的大好事
啊！和家乡父老乡亲聊天，大家都说

今年收成好，全村小麦、玉米单产都
在 1000 斤以上，许多人家都超过
1500斤，夏秋两季算起来都在亩产
3000斤左右。

不仅农民高兴，城里人也高兴。
在山西大同宽阔的古城墙上，我与
83岁的老首长张乃胜散步，他告诉
我，这些年最让人高兴的，就是国家
的强大，人民的喜悦。大同是高寒地
区，有句古词叫“雁门关外野人家，
不种桑田不种麻”，但如今可大不一
样了。老首长指着灯火阑珊的老城、
新城说：你看看，与咱们在这里当兵
的时候相比，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啊！确实，50多年前，大同到处都
是开采的煤矿，城市乌烟瘴气。如今
可好了，城市干净，环境优美。“这
都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啊！”

好事多多，喜庆连连。在已经基
本完成秋收的黄淮海平原，正需要一
场透地雨水为越冬小麦播种造墒润土
的时候，天工似解人意，从国庆节那
天起，一连三天下了不风不火的及时
雨。农民高兴地说，有了这场透地
雨，今年越冬小麦的播种就更顺心
了，省钱省力省操心。小麦这作物，
得种得收，可以断定，明年肯定又是
一个丰收年！

在党的二十大召开的喜庆时节，
我走进农民王树领家，老嫂子把饭碗
端到我跟前，说：你看看，眼下咱的
日子多舒坦，吃吧吃吧。最让人开心
的不光是吃不愁穿不愁，还有你7个
侄子侄女有6个都考上了大学，都在
外地工作呢。老嫂子说着说着就笑
了，看着他们过上了好日子，我也笑
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的喜悦
王树理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广内街道长椿
街社区感化胡同 3 号院内的“智能
方”长者餐厅近日开业。家住广内街
道的张阿姨高兴地说：“家门口就能吃
到为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营养饭
菜，智能结算、人脸支付，还能清晰
地知道各种营养成分，方便又卫生，
特别赞！”

感化胡同3号院位于长椿街社区，
建于上世纪 80年代，住户 540余户，
老年人居多。由于很多老年人岁数渐
长、行动不便、儿女又不在身边，每天
做饭、吃饭成为难题。

为解决老人用餐难题，2022 年，
广内街道通过民生工程民意立项，由市
民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全程指导，试点
引进企业机构投资设计，将小区里一家

废弃的小门店改建成“智能方”长者餐
厅。该餐厅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打造

“一公里服务圈”，老人们可选择餐厅就餐
和外卖送餐两种服务。对于失能失智人士
及残障人士，长者餐厅提供免费送餐到家
服务，送餐员在10分钟内即可为老人送
上热腾腾的饭菜。

在餐厅用餐的老人取餐后，可以将
餐盘放在智能支付系统机器上，显示屏
随即会显示饭菜名称及账单。老人们可
以选择现金或电子支付方式完成结算，
还可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进行支付。不
仅如此，在老人用餐后，智能设备还会
把本次用餐的膳食营养结构发送到他们
的手机上，方便老人在下次点餐时，根
据自身状况合理搭配。

本报记者 贾宁 摄影报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各地加快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宜游、
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在广袤无垠的田野和诗情画
意的乡村，绘就了一幅幅美丽画卷、展现出一道
道别样风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
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
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
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

百姓实惠，检验着民生保障的含
金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完成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建成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
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再到一系列重大
政策举措惠民生、纾民困、解民忧，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
活品质，是一个现实，一份期待，也是
百姓实惠的“指南针”。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要更
加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
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
上下功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如果改革、发展不能给老百姓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民生优先
得不到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的底线
得不到兜牢，也就不能创造更加公平
的社会环境，发展也就不可能持续。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
一次彰显了党和政府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的决心和努力方向，这
份温暖畅流心里。

过去，民生停留在有饭吃、有学
上、有房子住的基本需求层面，而

今，民生更多意味着收入的稳步提
升，优质医疗服务的便捷提供，起跑
线上的教育公平，优美的环境和洁净
的空气。新的赶考路，如何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兜牢民生底线；如何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如何
拉动投资，补齐民生短板等，这些大
家最关心，也是难点、痛点最多的地
方，需要创新手段，去保障和改善民
生需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

改善民生，谋民生之利、解民生
之忧，关键就是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
细、从小、从实、从惠入手，一件也
不能少。这就需要各级各部门党员干
部，务必树立勇于担当责任意识，沉
下身子认真了解民生新需求，提高实
施针对性；深入基层，走进群众的生
活，倾听群众的心声，急群众之所
急，解群众之所忧，及时把握群众需
求，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等，践行好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民生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
终点站，只有新起点。党的二十大报
告就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已然作出详细部署，各级领导干部
要在大政方针的指引下，把握好这个

“指南针”，紧握好前进的“方向
盘”，以极大的责任感、使命感、紧
迫感，落实好每一项改革举措、惠民
政策，积极回应人民热盼，让人民群
众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体会
到实实在在地提升，共同分享改革成
果，不断增强发展信心，让百姓获得
更多“幸福感”。

答好温暖人心民生答卷
余志勇

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各族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大家
谈成绩、说变化，纷纷表示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
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
量。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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