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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有户外项目基地，中区有植物
迷宫、餐饮住宿，西区有千亩农业生态
园……日前，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梦
幻迷宫项目现场，大丰区政协委员现场
了解村企联建的农旅融合新业态发展情
况。当天，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
协商“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工程、拓
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专项工作。

梦幻迷宫是农业“接二连三”的典
型代表，也是大丰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的缩影。近年来，大丰区持续发力农业
农村“112233”工程，把产业振兴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做好“土”

“特”“产”三篇文章，积极延伸农业产
业链，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不断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2022年，全区
农 村 常 住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31296.8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平均72
万元。

会上，区政协委员、区有关部门负

责人结合议题各抒己见。“大力推动我
区特有的大葱、大蒜等农业资源与绿色
食品工业嫁接融合，致力打造农业全产
业链条。”“旅游产业要将旅游文化、旅
游宣传、游客消费等应用到农产品产业
链中，打造‘看得见景色、记得住乡
愁’的农产品销售与体验，提升农产品
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发挥乡土人才
的智力优势和技能特长，助力农业真正

‘接二连三’。”……大家积极围绕主题

建言献策。
“近年来，区政协先后围绕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种业经济发展、乡村
振兴示范村建设等多项议题开展协商
议政，为我们高质量开展工作提出了很
多宝贵的金点子。”参会的区农业农村
局局长韦桂和表示，将认真研究、积极
采纳，让凝聚政协智慧和汗水的种子早
日生根落地、开花结果，努力走出符合
大丰实际、具有大丰特色的农业强区
之路。

“我们要做优做特农业‘接二连
三’融合发展大文章，全区上下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切实发挥职能部门

‘主心骨’作用、基层党组织‘领头
雁’作用、政协组织‘智囊团’作用，
强化措施保障，实现农业增效、农村繁
荣、农民增收，奋力推动大丰从农业大
区向农业强区跨越。”大丰区政协主席
石根美表示。

盐城大丰：

农业“接二连三” 发展扬起风帆
通讯员 丁宇 本报记者 江迪

“整个基地占地1.5万亩，种植各
种樱花和其他名贵花木100多万株，
总产值达到1.5亿元，每年苗木销售
和旅游收入达 400 多万元。然而在
10多年前，这里还是无边的荒山和茅
草，灌木丛生、道路不通，无人问津。”
近日，在樱花遍野、春意盎然的四川省
乐山市沙湾区轸溪镇双山村世外花
乡，沙湾区政协委员张水芳对该农旅
融合项目的介绍，引起了前来视察调
研的市、区政协委员们的关注。

2009年，刚从上海返乡的张水芳
和丈夫，怀着绿色发展梦来到轸溪镇
双山村，从农户手中流转7000多亩荒
山用于种植名贵花木。7000 多亩，
1800多万元投资，这在当时可是大新
闻，因此，他们的“花样事业”一开始就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万事开头难，加油鼓劲和建言献
策是关键。”从一开始就关注该项目发
展的区政协副主席黄华春介绍，为坚
定业主投资信心并确保名贵花木产业
发展不走弯路，区政协主动与张水芳
夫妇建立联系，并发动相关委员、专家
围绕花木基地建设出谋划策、纾解困
难。委员们陆续提出了支持基地发
展、改善交通条件、推动农旅融合、拓
展电商渠道等多项意见建议，被区委
区政府采纳。在委员们的倾情助力
下，张水芳夫妇的花木产业园逐渐成
形。

事业有了起色，张水芳夫妇在委
员们的影响下，也希望能够更好回馈
社会。在区政协的大力支持下，他们
成立了富农花木种植专业合作社，通
过提供种植技术及优质种苗、承诺保
底回收等办法，广泛吸收周边农户加
入“花样事业”。截至2022年底，基地
已带动800多农户种植花木，种植户
年人均增收5000余元。

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双山

村的花木产业开始崭露头角，特别是
每年樱花盛开之时，引得不少游客慕
名而来。为增加基地经济效益，市、区
政协委员主动到基地调研支招，提出
了推动基地从单纯种植出售名贵花木
苗向发展农旅产业转变的建议，再次
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轸
溪镇党委政府坚持在基地举办“樱花
节”“花朝节”，每年吸引50多万游客
前来踏春、赏景、游玩，年创造经济效
益100多万元。每到“樱花节”期间，
光是农户土鸡销售就达到3000多只，
农家乐、小吃摊点等生意更是火爆。

为助力当地花木产业发展，区、镇
两级政府再次出台了扶持世外花乡发
展的政策——2公里村道全面拓宽加
固、5公里环山路修进了基地，扶持当
地21户农户开设农家乐，区、镇两级
电商平台将基地苗木销售放到重要位
置，确保基地培育的名贵花木苗产销
两旺。

如今，双山村的“花样事业”正在
快速发展，张水芳也成为一名政协委
员。她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
续在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提高技
术含量、开发特色产品、拓展销售市
场、助农增收等方面积极履职，为助力
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发展特色产业是农民实现增收致
富的关键。”区政协主席陈为波表示，
近年来，区政协把发动委员助力现代
农业发展作为履职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过专题调研、专题协商、视察监督、
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等方式，促进形
成5万多亩优质茶叶、2万多亩佛手柑、
1万多亩绿色水稻、3000多亩柔毛淫
羊藿等特色农业基地，全区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为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贡献了政协智慧和力量。

双山村的“花样事业”
通讯员 叶启云 本报记者 韩冬

4月，又到了安徽省黄山市黄山
区笋竹之乡——新华乡万亩竹海雷笋
竞相出土的时节，这也意味着笋农一
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到了。为帮助农户
解决笋季用工问题，日前，农工党黄
山区总支组织10余名党员赴新华乡
开展“剥笋助农促振兴”活动，这也
是农工党黄山区总支连续走进笋乡助
农剥笋的第8年。

当天一早，“剥笋小分队”一行便
来到了赐田村，按照各户雷笋的数量，
快速编组分赴不同的笋农家中开展剥
笋服务。在农户家中，大家分工明确，

有操作剥笋机的、有分拣笋米的、有削
笋的、有剥笋的，经过 3 个多小时的

“流水线作业”，一袋袋的雷笋变成了
一筐筐的笋米和一堆堆的笋壳。

近年来，农工党黄山区总支持续
围绕新华乡2.2万亩竹林做文章，先
后开展产业调研、消费帮扶、“剥笋
助农”等特色活动，党员们以脚步探
寻山乡巨变，用双手助力乡村振兴，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黄山区“一杆
竹”雷笋特色产业发展，为新华乡农
业产业强镇建设贡献力量。

（马珍珍）

村里来了村里来了““剥笋小分队剥笋小分队””

“鹌鹑虽小，浑身是宝。鹌鹑肉是
滋补品，鹌鹑蛋是畅销货，鹌鹑粪是有
机肥……”近日，在江苏如皋搬经镇卢
庄村伴西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内，公司董
事长、如皋市政协委员李兵一边忙碌，
一边列举养殖鹌鹑的众多好处。

高大宽敞的养殖场房、干净整洁的
饲养环境、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置身
其中，随处可感绿色、高效的现代农业
气息。在二号鹌鹑养殖房内，上下6层
的层叠式笼内挤满了鹌鹑，时不时有鹌
鹑蛋产出，落在卡槽内。一枚枚圆溜溜
的蛋挤在一起，甚是可爱。

“小而精、特而美，如皋正举全市
之力，抓实‘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激
活‘一盆景’‘一棵菜’‘一条鱼’‘一
粒米’等特色产品的乘数效应，打造更
多有特色、有认可度、有竞争力的‘金
名片’。”如皋市委书记何益军表示，产
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政协委

员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他
们既发挥优势，俯下身子，挑起担子，
争当“智多星”；更俯身躬行，甩开膀
子，干出样子，争做“特种兵”，为乡
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我以前在上海从事副食品配送工
作，因为心恋故土，所以2020年底我
选择回乡创业。”李兵说，经多方考
察，得知鹌鹑养殖占地小、投资少、资
金周转快，并且当时整个南通地区鹌鹑
养殖规模都没有超过10万只的，因此
决定投资一个规模化的鹌鹑养殖基地。
鹌鹑养殖基地 2021 年 5 月动工建设，
同年 12 月正式投产。基地占地近 40
亩，养殖规模约58万只，每天的产蛋
量都在 3000 公斤以上，加上卖鹌鹑
肉，年总产值约5000万元。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李兵经过深入
调研，结合自身实践，于2022年初提
出“关于加强如皋市畜禽养殖业规模化

发展的提案”，其中“培育吸纳新型复
合型职业农民、推广生态循环养殖”等
5条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

李兵认为，提案要提得精准接地
气，自身还要敢闯敢试作示范。目前，
他正在筹建1000平方米的厂房，用于
鹌鹑肉和鹌鹑蛋深加工，为自家鹌鹑打
造品牌，形成集鹌鹑孵化、养殖、蛋品
肉类销售、鹌鹑粪便销售、冷链运输为
一体的现代化经营模式。

想点子、探路子……在如皋，把农
村广阔天地当作施展才华舞台的政协委
员不止李兵一人。

从事农产品电商13年的吴战梅曾
是淘宝特色中国地标馆负责人，打造出
多款千万单品销售案例。2019年，吴
战梅带着多年的电商运行经验，在家乡
如皋创办江苏源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自成立以来，已为全国58个县培
育85款品牌农产品，销售各类农产品

超 6.9万吨，销售额突破 3.5亿元，开
创了农产品爆款打造新模式——“五位
一体农产品平台服务”。

作为政协委员，吴战梅率先探路，
着手打造下原菜籽油产学研综合体项
目，计划投资4800万元建设现代化菜
籽油加工中心，通过菜籽油产业，带领
周边村落参与原料种植、乡村文旅、休
闲餐饮的多元化收益项目，在品质上追
求“独一份”、在品牌上追求“限量
版”，真正让如皋的“好产品”提升为

“好品牌”。
把提案写在大地上，将履职融在担

当中。摘得中国好米榜金奖、致力打造
如皋优质稻米产业化联合体的“大米
哥”姚广圣；年产 600 万尾皋蝶观赏
鱼、销售超1000万元的“鱼博士”施
伯林；专注高端农业品牌、实现立体化
种养循环的“田歌家庭农场”场主李高
明……在如皋，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为
更多群众托起“稳稳的幸福”的政协委
员还有很多。对此，如皋市政协主席张
元健介绍，近年来，委员们提交的关于
乡村振兴方面的提案百余件，如皋政协
先后以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人情减负、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热点议题，组织委
员开展专题视察调研和协商议事活动，
提出意见建议2000余条，展示了新时
代政协的新担当、新征程委员的新风
采。 （陆双 袁涌东 刘霞 江迪）

既俯下身子、挑起担子，又甩开膀子、干出样子

乡村振兴，如皋有“智多星”和“特种兵”

打霜的菜薹肉不换！早春的一个
早上，我打算去超市买点菜薹回家吃，
没想到菜薹非常抢手，早已售卖一
空。我又在镇上转了一圈，可惜走了
几条街，也不见一个卖菜薹的人。

买不到菜薹，心中有些失望，也感
到空落落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当年公
婆种菜的佝偻身影。那时，我们已经
搬到镇上居住，唯有公婆还坚持住在
乡下守着他们的一亩三分地。我尤其
喜欢吃公公种的菜薹，虽然有些苦涩，
但却满满都是春天和亲情的味道。后
来公公去世，再也没有人给我们种菜
薹吃了。

心中正暗自伤感，没想到电梯门一
打开，便看到一只白色食品塑料袋鼓鼓
囊囊地躺在我家门口的脚垫上。难道
是菜薹？我打开袋子细看，还真是！同
时，出门前留在门口鞋柜上的一堆硬纸
板没有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菜薹的来
历，心里不禁升起一阵暖意。

我家有网购的习惯，每次拆快递
剩下的硬纸板处理起来成了一大难
题，扔了可惜，拿去卖又值不了几个

钱。有次散步，偶然发现楼下有位老人
在拾荒，那些硬纸板就有了妥善的去
处。后来聊天才知道，老人是从乡下来
投奔住在小区里的女儿的。此后，老人
经常给我们送些她在老家自己种的蔬
菜，有时是韭菜，有时是鸡毛菜；冬天还
有大头青，卷心菜等，今天又送来了菜
薹，真是家门口“长出”的幸福味啊！

其实，不仅仅拾荒的老人，搬到这个
小区后，我一直很喜欢和邻居们交流相
处。我会把上山挖的毛笋送给大家尝
鲜；送对门喜欢侍弄花草的邻居一对闲
置的花架；帮晚下班的邻居收收晾在外
面的衣服。有次我们出门旅游，忘了关
电梯间的窗户，刚好那天狂风暴雨。就
在我们担心雨水会从窗户灌进电梯房
时，从监控画面里看见对门邻居推门进
来，及时为我们关上了窗……

我总是想，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今
天，人们禁锢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似乎
早已习惯了“不和陌生人说话”。但远亲
不如近邻，邻居之间点滴的互助总能让
我感受到人与人相处的真诚，也会让我
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温暖和美好。

邻里之间“幸福味”
张清

前段日子，我心烦意乱，打电话给
母亲诉苦。母亲却没接话茬，话头一转
说，她想外婆了，问我假日有没有空，
想让我开车回家，送她和父亲一起去外
婆家看看。

和母亲通话后的第二天就是假日，
我便带着孩子开车往老家赶。其实外婆
家离母亲家并不远，以往我们总是步
行。这次母亲却让我开车回家专门送他
们，让我有些不解。我们开车一路行
驶，春天的田野宁静而美好，呼吸着窗
外的新鲜空气，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到了外婆家，我们坐了没多久，母
亲就和我说：“今天就不在这吃饭了，
我们走吧。”母亲不是专门来看望外婆
吗？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我带着疑惑
发动车子，母亲上车后说，这儿离铁山
寺不算远，今天既然开车了，就一起去
那儿爬爬山吧。铁山寺离我老家有几十
公里，父母平时忙于农事，从来没有去
过。现在母亲说要去，我也正好借此表
表孝心。儿子听说可以爬山，更是欢呼
雀跃，我们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心大笑。

父母和儿子的快乐很快传染给了

我，山路上洒满了我们的欢声笑语。行
至半山，儿子嚷着要吃烤肠，母亲买了
两个，给我和儿子一人一个。吃着母亲
买的烤肠，看着苍翠欲滴的松涛，我的
心情也变得无比轻松。来到铁山寺，母
亲一边虔诚地燃香，一边小声念叨着什
么。儿子好奇地问母亲念的是什么，母
亲转头朝我轻轻一笑说，“我在祈祷你
妈妈天天有好心情呢。”

游完景点，母亲提议到山脚下一家
土菜馆吃农家大锅巴，这是我最喜欢的
美食，可见母亲一刻也没有忘记过我的
喜好。农家大锅巴金黄香脆，我沉浸在
美食的快乐里，全然忘记了烦恼。父亲
看我心情变好，悄悄和我说：“你妈听
说你近来心情不好，所以策划了今天的
一日游。她说如果直接说带你来玩，你
肯定会一口拒绝，但要是说让你开车送
我们去外婆家，你准会一口答应。现在
你妈见你开心了，她的心也就放下
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

“小计谋”。虽然这个“小计谋”并不算
高明，但这正是母亲对我用心、细致、
周到的爱。

母亲的“小计谋”
鲍海英

昔日龙须沟，今朝金鱼池。近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街道小妞子广场曲水流
觞处，金鱼池地区居民纪念第21个“回迁纪念日”。街坊们一起在池水中放养象征
欢乐、幸福、吉祥的金鱼，纪念地区变迁，祝福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4月风光正好，大连大樱桃正在热
卖。

“我家种植的30亩大樱桃，去年收
入90多万元，这在我们村还不是最多
的。”30出头的大连市金州区老虎山村
果农葛少伟，提起樱桃就兴奋。

葛少伟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国企工
作，年薪约20万元。2019年，他毅然
辞职回村当起了一名果农。

这几年，像葛少伟这样返乡创业的
越来越多，先后有200多人。是什么吸
引他们放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返乡创
业？金州区政协委员、七顶山正林苗圃
总经理迟正刚说，这股吸引年轻人“回
流”的力量，正是老虎山村持续健康发
展的大樱桃种植业。

迟正刚介绍，老虎山村位于辽东半
岛南部金州湾畔，共有 790 户人家、
2200 多口人。过去，由于地处沿海、
土地贫瘠，老虎山村曾是全区有名的贫
困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6000元。

“为了养家糊口，很多村民选择外
出务工。”全国劳动模范、老虎山村党

委书记唐柱林回忆，为解决村民生计问
题，十几年前老虎山根据村庄地理位置
和自然禀赋，开始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引导村民科学种植大樱桃。

2010年以来，村里先后成立水果
专业合作社，多方筹集资金推进水、
电、路、棚、园等农业基础设施规划建
设，为村民发展大樱桃生产创造条件。
在党员和技术骨干的示范引领下，老虎
山村的大樱桃种植业实现了从无到有，
生产规模由小到大，从分散种植到规模
化经营的跃升。截至2018年，全村大
樱桃种植规模已达 7800 亩，拥有早、
中、晚熟品种37个，温室、冷棚、露
地三种生产方式无缝衔接，从每年3月
到7月，大樱桃持续上市时间长达5个
月。2022 年全村大樱桃总产量 7500
吨，总收入2.2亿元，仅此一项，全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达到9万元，大樱桃
种植成为老虎山村富民强村的优势主导
产业。

在全村大樱桃实现“应栽尽栽”的
基础上，老虎山村注重引导果农由增产

转向提质，与多家农业科研院所建立
产、学、研战略合作关系，按照“三品
一标”的要求，健全技术标准、质量标
准、监督检测和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开
展品牌创建、加快品种更新。老虎山村
生产的“海林牌”大樱桃一举获得“中
国十大樱桃品牌”“中国大樱桃产业榜
样 100 品牌”“中国百个农产品品牌”
等多项荣誉称号，并连续三届入选《全
国名特优新水果产品目录》，成了市场
上的抢手货。2020年以来，老虎山村
先后获评“第十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全国特色产业亿元村”等，并应
邀登上央视介绍大樱桃产业发展情况。

“大樱桃种出名堂，小日子过得亮

堂。”谈起村里发生的变化，唐柱林如
数家珍：全村家家户户早早通上了自
来水，村里道路全部实现了硬化、美
化、净化、亮化，并通到村民家门
口，翻新住房、购置轿车、外出旅游
成了村民的新时尚。“随便到一户村民
家中看看，生活设施、居住条件一点
儿不比城里差，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
纷纷回村当果农，也就顺理成章了。”
唐柱林说。

站在老虎山头极目远眺，山清水秀
的生态环境令人心旷神怡，郁郁葱葱的
大樱桃树漫山遍野，红瓦白墙的现代民
居错落有致，全村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
的美丽乡村景象。

大樱桃种出名堂大樱桃种出名堂 小日子过得亮堂小日子过得亮堂
孙晓婷孙晓婷 吕东浩吕东浩

温馨家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