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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时节，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
周口街道牛毛漩村狮儿梁下面，曾经
杂草丛生的数百亩荒坡荒地一派生机
勃勃——优质粮油基地里，油菜花开
得正盛，大片大片的金黄将村庄装点
得分外妖娆；麦田整齐划一，微风下
泛起阵阵涟漪……明媚春光下，田间
劳作的村民们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
容。“你们看，这油菜花开得多好，
今年一定能产不少油菜籽！”村民彭
德进一边忙碌，一边向前来调研的南
充市政协帮扶小组介绍。

牛毛漩村地处山高谷深之地，曾
经产业基础薄弱，生产生活条件较
差，村民大多外出务工，村里有不少
地撂荒。

改变从2021年开始。自南充市

政协联系帮扶该村以来，市政协委员
和机关干部组成帮扶小组，抢抓撂荒
土地治理政策机遇，坚持“应耕尽
耕、能耕尽耕”的帮扶思路，采取引
导群众自种或委托亲友代种、经营主
体规模流转、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方式，助力该村集中治理撂荒地
1300余亩，建成柑橘产业园3个、蟠
桃产业园1个，生态水产、优质粮油
基地各1个，初步形成了“四园两基
地”的产业发展格局。

“去年6月，市政协将乡村振兴
规划座谈会会场设到帮扶现场，市政
协委员与市农科院等有关方面专家一
起为村庄的下一步发展把脉会诊。”
周口街道党工委书记曹冬春介绍，经
过帮扶小组与镇、村干部的多次调

研、协商，促成了牛毛漩村乡村振兴规
划的出台。该规划按照“聚焦今明两
年、管住今后五年、着眼未来十年”的
思路，细化总投资约1800万元的项目
清单。今年，将落实道路交通、农田水
利项目 13 个，总投资 857 万元。其
中，新建和拓展道路6.9公里、新建集
中供水站1处、维修灌站1处、整治地
质灾害3处；启动建设高标准农田380
亩，全力争创南充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同时，在市政协的指导下，牛毛漩
村还成立了股份经济联合社，对撂荒土
地进行统一开发、统一经营。目前，已
种植优质高粱 800 余亩、水稻 200 余
亩、玉米和大豆 150 亩、秋洋芋 100
亩。2022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27
万元。

“今年，我们打算建设高标准农田
380余亩，力争亩均增收100公斤，集
体经济收入再增加18万元以上。”市政
协机关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张清权的介
绍让帮扶小组成员对今年的帮扶思路更
加清晰。

“要及时跟进帮扶措施，加大对已
建成的‘四园两基地’的后续管护力
度，确保园区增质、产业增效、群众
增收。”在日前召开的牛毛漩村乡村振
兴工作推进会上，市政协主席廖伦志
表示，要全面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深入推
进“同心共建现代化南充”专项行动
中，通过一件件实事、一个个项目，
持续推动牛毛漩村走上振兴发展的快
车道。

四川南充牛毛漩 乡村振兴有“外援”
通讯员 王梅涛 谯灵敏 本报记者 韩冬

温馨家话

冬播一粒种，春收万朵菌。在浙
江开化县林山乡塘源口村羊肚菌产业
共富基地，一朵朵羊肚菌像一只只小
精灵，撑着褐色的“小伞”破土而
出，鲜嫩肥厚，长势喜人。塘源口村
党支部书记徐浩的心里乐呵呵的，逢
人就说：“今年羊肚菌丰收、产品热
销，多亏了县政协‘民生议事堂’帮
大忙！”

曾经的塘源口村产业基础薄弱，
人口流出、土地抛荒等制约了村庄的
发展。如今，这个浙西小山村借助羊
肚菌产业的发展，重新焕发了活力。
凤凰涅槃的故事背后，离不开县政协
的有力助推。

2020 年，成为新一任村党支部
书记的徐浩带领村干部想方设法寻找
能够促进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2021年，村里试种了5亩羊肚菌，收
益7万多元。正当村里准备大展拳脚
时，却遇上了资金短缺、技术不足等

难题。县政协了解情况后，立即行动
起来，组织政协委员、相关部门单位
负责人等深入现场把脉问诊。在县
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县政协委
员、县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主任邱
庭生聚焦羊肚菌特色产业发展提出
提案。通过县政协积极对接帮助，
2022年，塘源口村的羊肚菌基地种
植面积扩大至37亩，硬件设施得到
较大提升，浙江农林大学、衢州市
农科院专家教授多次到村里开展种
植技术指导。

产业初具规模，产量得到提
升，销量也得跟上。为了给这个共
富产业再添把劲，今年 2 月，林山
乡委员履职小组主动为村民纾困解
难、提供服务，围绕“共富项目建
设”组织开展“民生议事堂”专题
协商议事活动。

“现在不缺好的农产品，缺的是
宣传、销路，要注册商标、形成品

牌，打开产品销售路子，推动羊肚菌产
业持续向好发展。”“与专业机构开展合
作，做好产品精深加工，进入高端市
场。”“这季是羊肚菌，下一季是什么
呢？要创新农业生产轮作模式，提高大
棚利用率。”……活动现场，委员们提
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活动后，地方党委政府积极采纳相
关建议，协商成果很快显现——多形式
的羊肚菌宣传走进开化县相关单位食堂
和各大酒店商超。“现在每天都能接到
不少订单，已累计销售新鲜羊肚菌500
多公斤。”徐浩笑着说。

在推动羊肚菌“走”出去的同时，
开化365微推工作专班、开化传媒集团
等单位通过新媒体渠道，以文字、图
片、视频形式宣传“来林山采摘羊肚
菌”，主动把游客“请”进来。近来，
县政协委员、林山乡党委副书记张雯和
她的同事们忙着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
台转发相关链接，推动销售新鲜羊肚菌

750多公斤。“委员企业开化县民盛食
用菌有限公司和塘源口村签订了兜底销
售意向协议，销路进一步拓宽了，彻底
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林山乡副乡
长舒楠说。

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各方通过
各类方法途径，已帮助塘源口村销售新
鲜羊肚菌1250多公斤。接下来，塘源
口村将与周边村抱团发展，建设深加工
厂房，完善集生产、冷藏、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产业链，解决新鲜羊肚菌不利
于储存和长途运输难的问题，进一步提
高产品附加值。预计今年羊肚菌产业将
为村集体增收50万元，带动30余位村
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在林山，像这样的协商成果不是个
例。依托“民生议事堂”平台，近年
来，委员履职小组深入田间地头，建睿
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助力解决一个又
一个产业发展问题，让农民的生活越过
越红火。

浙江开化塘源口 产业发展有“抓手”
通讯员 徐泽欢 本报记者 鲍蔓华

本报讯（记者 高新国）“自
从对北二环一些路口进行改造后，
小剐小蹭事故减少了，比以前通畅
了很多。”日前，河北省石家庄市
政协组织近60名省、市、县三级
政协委员开展“看发展、看变化、
看成果”主题视察活动，市政协委
员张瑞芳听了市交管局副局长张永
秋关于畅通道路的交通举措介绍
后，第一反应是“道路拥堵程度的
确降低了”。

从优化美化街区环境到打通断
头路、建设重点经济片区、加快城
中村拆迁、实施道路市政化改造，
再到谋划产业布局……近两年来，
石家庄在致力实现“本地人自豪、
外地人向往”的目标追求下，加快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
步伐。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开局之年，委员们实地感受石
家庄市推进经济总量过万亿，实现
弯道超车“跃升之年、展示之年”
的新变化、新成就。

目前，石家庄市取消限行措
施，但在市交警指挥中心委员们通
过大屏幕看到，原来非常容易拥堵
的路段变得通畅有序。“打通30多
条断头路，改造30多个路口，畅
通了市区道路循环。”听了有关情
况介绍，市政协委员刘静说，从大
屏幕看到的和实际生活中的体会是
一样的，市区交通拥堵程度大大降
低，证明“二环内做减法、二环外
做乘法”的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复兴大街和北三环道路市政化
改造，对拉开石家庄城市框架，促
进蝶变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复兴
大街在新元高速石家庄段基础上进
行市政化改造，全长 35.4 公里，
其中长 2208米的滹沱河特大桥是
全线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将成为石
家庄市地标性建筑。北三环在石
太、石黄高速城区段基础上，改造
成主辅路双向12车道的市政化道

路。“早就知道市里在进行‘6+2+
2’城市更新大规模工程项目建设，
今天在工地切实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
场面。”省、市政协委员马卿刚从郊
县调入市区工作不久，原来对北三环
改造工程不太了解，听了介绍后她又
在展牌前仔细了解，连连发出感叹

“太震撼了，太震撼了”。
“我家就住在煤机厂附近，每天

都能看到老厂区工地上忙碌的场
景。”市政协委员倪庆德说，原来破
旧不堪的老工厂正在华丽蝶变。煤机
厂更新项目是石家庄市第一个城市更
新项目，总占地480亩，以保护工业
遗址为基础，将老厂房改造为工业文
化展览馆、综合体育馆、共享办公空
间等，还规划建设高标准体育公园、
高品质住宅及配套学校等，项目将成
为石家庄市第一个园林式建筑示范工
程。“变化太大、太快。”倪庆德说。

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发展支撑。
石家庄着眼国际视野，以创新、研发
为引领，高标准规划建设2.8万亩的
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园区已引进
36家生物医药企业，亩均税收远超
一般园区企业。企业家委员冯凤江
说，石家庄投资吸引力越来越强，一
个个暖心“大礼包”让企业看到了政
府重视企业和企业家的态度，会激励
更多企业家到石家庄投资兴业。

从早晨七点半出发，一上午委员
们认真视察道路工程建设、交通环境
变化、城中村改造效果、重点经济片
区项目进度、产业园区发展情况等。

“不容易，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动
石家庄大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一路
上，市政协委员王书翠不断用“震
撼”一词形容自己的感受。她说，许
多工程难以想象在短时间内见到如此
大的成效，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
的科学决策赢得市民拥护支持。

委员们在振奋的同时纷纷表示，
要继续为城市精细化、高品质发展贡
献更多智慧、凝聚更大力量。

看发展 看变化 看成果

看石家庄蝶变升级

和婆婆同住一个屋檐下，难免发生
矛盾，说起来这些矛盾多半是因为误会
造成的。比如，我在外面受了气，回家
和家人交谈时言语里就带了火药味儿。
这些负面情绪被婆婆看到，她都会积压
到自己心里，以为是她哪里做得不好，
得罪了我。婆婆性格内向，不爱说话，
有时她脸色不悦，我也感觉不舒服，有
些话到嘴边了又咽下去，憋一肚子闷气。

有一次，我在单位遇到一件不顺心
的事，回家路上越想越郁闷，便发了条
朋友圈。原来发这类文字，我都屏蔽掉
婆婆，那天光顾郁闷，忘了这事。没想
到刚一进门，婆婆就接过我的包，告诉
我桌上有洗好的水果，还说晚上做了我
最喜欢的酱猪蹄。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天婆婆看到
了我的朋友圈，知道我在单位的事，心
疼得很，但她不会讲安慰人的话，只能
用实际行动温暖我。自那以后，我发朋
友圈不再屏蔽婆婆，让她知道我心情不
好的原因，大家互相理解，大大减少了
婆媳矛盾。

发现这一招效果不错，我建议婆婆
也在朋友圈“晒心情”。婆婆微信好友
不多，为了不打搅别人，我教她如何发
朋友圈只让我和老公可见，这样婆婆平
日里遇到了烦心事又不好找人倾诉，便
发朋友圈“吐槽”一下。有一次，婆婆
在朋友圈里说自己买菜时遇到个摊主，
缺斤短两不说，态度还不好，破坏了一
天的好心情。那天，我下班回家顺路去
了一趟超市，买了一兜蔬菜，跟婆婆说
超市搞活动，买到不少便宜菜。婆婆见
状，心情好了不少。

平时下了班，婆婆做饭，我辅导孩
子作业，婆媳之间坐下来聊天的时间并
不多，有时婆婆见我忙碌，也不愿打扰
我。自从我和婆婆在朋友圈“晒心
情”，便能做到对对方的情绪心中有
数，从而避免“捡”气生，家庭因此更
加和谐。同时，把不开心的事情表达出
来，也是情绪释放的过程，既有疗伤效
果，又起到家人间沟通理解的作用。如
今，我和婆婆的关系已经是越“晒”越
健康。

我和婆婆“晒心情”
马海霞

那天去接女儿放学，她叹着气跑过
来，嘴里说着：“这都什么题啊，做的
时候感觉挺简单，结果好像还是错了
不少……”我没有说话，等她坐在电
动车后面，伸出手环住我的腰，把头
靠在我背上。我一边骑车一边安慰
她：“考完的就不想了，等下回去复习
明天的就好了。”

刚进家门，收到老师群发的信息，
说是不让问孩子成绩，也不让对答案，
一切都等到考完再说。我突然想要抱一
抱女儿，虽然她的个头已经超过了我，
可那一刻我只想抱抱她。我伸出双手紧
紧拥住她，她一怔，好像被这个突如其
来的拥抱吓到了。“干吗呀？都到家
了，怎么突然矫情起来了呀？”她虽然
嘴上打着哈哈，但下一秒还是紧紧地抱
住了我，把头放在我肩膀上。“我也要
抱抱！”儿子也从屋里跑出来抱住我
们。“好好好，抱抱，咱们一起抱抱！”
我搂着喜笑颜开的儿子说。

等我倒了杯茶在沙发坐下，才发觉
我和孩子们很久没有拥抱过了。女儿小

的时候，经常唱一首歌叫《爱我你就抱抱
我》，那时候我还总笑她，想要妈妈抱不
是很简单的事情嘛，随时都可以做得到。
但随着她越来越大，我们拥抱的次数就屈
指可数了。

又想起看过的一个小视频，有个男生
站在路边，戴着口罩眼罩，脚下有个牌子
写着“自由拥抱”。有人过去抱抱他，他
会和来的人聊聊天。记得有一期一个姑娘
抱着他哭了很久，说着工作的难、说着不
被理解的辛酸，可最后她还是说：“要一
起加油哦，明天会更好！”或许有时候，
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能让心暂时停靠的温
暖抱抱。

雪莱曾在《爱的哲学》中写道：“海
洋与河流相汇，阳光拥抱大地，风与风
交融，浪与浪相拥抱。”是呀，一个温
暖的抱抱，就足够我们抵挡生活中一切
的不堪，重新鼓起勇气去面对任何挑
战。我想，是时候改变一下自己了，多
拥抱孩子，哪怕不能给予更多，给他们
一个温暖的抱抱，也是爱和鼓励的一种
方式。

给你一个温暖的抱抱
周晓凡

“又是一年好收成！”今年一开
年，大连庄河市太平岭满族乡大赵
村村民朱奎贤望着大棚里一颗颗鲜
红欲滴的草莓，不禁喜上眉梢：

“我家这一亩半地，光今天上午采
的 140 斤草莓，就以每斤 26 元的
价格卖了3600多元。”

在吴炉镇殿义村，一排排标准
化香菇大棚整齐划一。采摘、分
级、包装……收获时节，村民们一
大早便在大棚里忙碌起来。“把土
地流转给合作社让我有了一笔收
入，再到合作社打工，每天还能挣
100 多元。”56 岁的村民徐福波
说。如今，殿义村600多户村民，
超过半数人家陆续种上了香菇，年
人均增收3000多元。

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北黄
海 之 滨 的 庄 河 市 下 辖 26 个 乡
（镇）、街道，拥有耕地207万亩，
占大连全市耕地面积的36%，年均
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在 50 万吨以
上，占大连市粮食总产量约 40%，
是大连重要的“米袋子”和“菜篮
子”。

作为农业大县、大连“三农”
工作的主战场，庄河市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全力推进粮食生产和
农业领域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不断
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

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既要保护好绿水青山，也要发

展绿色产业。”多年来，庄河市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大力
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先后建成
60多个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拥有7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个“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7个绿色食
品、5个有机农产品，被授予“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称号。2022年
农业农村部公布推介51个全国农业
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庄河市做好

‘三’字文章，着力构建农业绿色发
展新格局”案例成功入选。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庄河市
委、市政府利用独有的区域资源禀
赋，大力发展以清洁能源产业为主的

“绿色经济”、以海洋产业为主的“蓝
色经济”、以粮食生产和农业领域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为主的“金色经
济”，倾力打造农业现代化的“庄河
模式”。

2022 年，庄河产业融合发展再
次大放异彩，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4
万亩，全市稳定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
148 万亩，粮食生产实现“七连
丰”。猪、禽类出栏量分别达到50万
头、1.2亿只，果蔬、肉蛋奶产量增
长 5.1%。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达到84%。 （赵建平 吕东浩）

拥有耕地207万亩，年均粮食产量50万吨以上……

去庄河，看大连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崔家庄村第二届西红柿尝鲜
季与镇域“一村一主播”电商培训同步开启。据了解，东高村
镇通过培养本土新农人主播，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带货
成为“新农活”，将镇域特色高品质农产品销往各地，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和乡村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左图：游客体验西红柿采摘乐趣。上图：新农人主播直播
带货。

北京西城区牛街街道菜
园北里社区南线阁 41 号院
的居民们，与辖区单位党
员、街道干部和社工一起，
在社区“共享菜园”松土、
播种、浇水。“共享菜园”
让社区“荒地”变身邻里

“连心菜园”，有力推动了和
谐社区建设。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