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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锋起笔，先横后竖再勾……”
每到节假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保
滩街道肖渡村委会三楼，总会传出阵阵
墨香。县政协常委刘保一边示范书写，
一边详细教授笔法要领，书法爱好者们
则认真听讲、仔细揣摩。

“肖渡书法有氛围、有基础，要围
绕这一特色系统谋划、打造……”近年
来，在县委书记洪然的关心下，涟水县
政协充分发挥“码”上议平台作用，围
绕肖渡村自身特色，传承中华书法文
化，打造肖渡书法特色村，提升群众的
幸福感，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留守儿童节假日无人看管，能不
能办个免费书法培训班？既丰富孩子们
的生活，同时也指导一下村里的书法爱
好者。”2021年的一天，肖渡村支部书
记肖玉杰在“有事好商量——‘码’上
议”平台上看到这条村民留言后，便召
集大家聚在协商议事室商量。经过一番
热烈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办书法培训
班有利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还能吸引
爱好书法的村民，增添肖渡村的文化氛
围，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随后，肖渡村委员履职小组多次深
入调研、走访座谈，了解到书法在肖渡

村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热爱书法的村
民有30多名，其中还不乏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每年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
张贴当地群众的手书对联。

“能不能把肖渡打造成书法特色
村，进一步弘扬书法艺术，满足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
设？”经过一次次探讨，结合“政协委
员之家”委员们的建议，大家逐渐有了
清晰方向：在村部设立“委员书法工作
室”，造浓“书法味”、开设“书法
课”、办好“书法展”……把肖渡打造
成书法特色村。

2022年，肖渡村“四位一体”履职
小组的委员提交了《关于打造肖渡书法
特色村的建议》的社情民意信息，受到
县委主要领导的重视，批示要求相关部
门推进落实。

肖渡村所在的保滩街道党工委对此
高度重视，根据保滩街道打造肖渡书法
特色村工作方案，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在肖渡村设立“委员书法工作室”

“书法讲解培训室”“书法作品展示
室”；通过书法橱窗、师生作品展示、
设计书法作品标志，让群众在村内随处
可见书法作品，造浓传统文化氛围，提

高村民文化道德素养；线上线下结合，
定期开设“书法课”，落实长效推动机
制，办好“书法展”；以“定点+巡回”
方式，在村部和街道进行书法展览；举
办书法作品大赛，开展书法名家座谈联
谊活动等。

“我来购置桌椅、我来购买笔墨纸
砚……”“四位一体”履职小组的委员
们争相出资为打造书法特色村贡献力
量。“我一定尽我所能传授书法技巧。”
委员刘保郑重承诺，保滩是他的老家，
近年来他经常到保滩中心小学为孩子们
培训书法，也十分高兴能为肖渡村服
务。

众人拾柴火焰高。暑期一开始，20
多名留守儿童就来到崭新的教室，村民

书法爱好者也闻风而来，凝神静气听刘
老师讲课。

“刘老师影响了我，我影响了一片
人。”在保滩街道工作的书法爱好者颜
炳亚说，自己每天利用休息时间练字，
同事们深受感染，一有空就来和他一起
练字。

“政协利用随处可见的书法艺术展
示、浓厚的书法艺术氛围，让越来越多
的村民喜欢上了书法，也带动了周围村
的文化培育。”保滩街道宣传委员王立
新介绍，周边的洪荡村在感受到肖渡村
群众在书法艺术熏陶下，精神追求积极
向上，文明素养越来越高，也决定通过

“码”上议来商议此事，开展书法培
训，提升文明乡风。

肖渡书法特色村肖渡书法特色村 一只妙笔写乡风一只妙笔写乡风
本报记者 江迪 通讯员 杨海燕

外公有3个女儿，我妈是长女，
嫁到了外地。小姨也在外地工作生
活，只有二姨找了本地人，留在了外
公身边。外公种植蔬菜和草莓，每年

“五一”假期去外公家，他都会给大
家分配一些到大棚里摘草莓和蔬菜之
类的农活，家里的小孩子也不例外。
干完活，外公会给我们每人发些奖
励，算是“工钱”。

收工回家之后，外公亲自下厨给
大家做饭。饭菜上桌，外公总要提一杯
酒，讲几句话。开始说的是地里的收
成、农产品的销售价格，酒过三巡，他
便开始转入正题：先表扬二姨，说她虽
然话不多，但干活卖力，靠种地、搞养
殖养家糊口，是家里的老黄牛；再表扬
我妈，说我妈从小就跟他和外婆去地
里干活，后来出去打工，每年农忙了也
赶回来帮着家里干活；最后评价小姨，
说她虽然是农村长大的，但不喜欢干
农活，就吃苦耐劳这点，不如我妈和二
姨。等吃完饭，外公会指定一个家庭劳
模，颁发红包。二姨和我妈轮流获奖，
只有小姨年年落选。

我妈对外公说，别每年都批评小姨，
得给她点面子。外公却说，当家长的就得
公平公正，勤劳的孩子就该得到表扬和
奖励，这是原则，也是对她的鞭策。后来
小姨也憋着一股劲儿，有一年在单位被
评上了先进工作者。那年“五一”，外公表
扬了小姨，也奖励了她一个大红包。

外公一辈子勤勤恳恳，在村里是出
了名的“劳动模范”，谁家有农活干不
过 来 ， 他 都 去 帮 忙 。 有 人 说 外 公

“傻”，外公却说，靠劳动赢得好口碑，
怎么能叫“傻”呢？

今年我刚参加工作，单位安排我
“五一”值班一天。外公知道后，给我
转了个大红包，说休假加班辛苦啦，今
年家里的“劳模奖”归我。我没收红
包，而是决定到时候用加班的薪酬买个
小礼物，算是颁发给外公这个村级劳模
的“终身成就奖”。

勤劳是家风，外公的“劳动最光
荣”思想激励着我们家一代又一代的
人，教育我们只要肯吃苦，就能把日子
过好。这是最朴素的愿望也是最实在的
道理。

外公家的“劳动节表彰会”
马星雨

前几天给母亲打电话，她说家里
一切都好，就是最近老家患感冒的人
多。我提醒她不要随意串门，年龄大
了，抵抗力差，容易感染。打完电
话，我让妻子去医院开点感冒药回
来，准备寄回老家给父母备着。

第二天下班，妻子带回来四五种
药，有感冒冲剂、有退烧药、有消炎
药，还有一盒进口的抗病毒药。我一
盒一盒地拿起药品说明书看，准备在
电话里指导父母如何服用。儿子在边
上说：“爸爸，我们一次给爷爷奶奶
寄这么多药，他们要是弄乱了就麻烦
了。而且这说明书上的字太小，爷爷
看报纸都要戴老花镜，这上面的字他
能看清楚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啊，别说
这么多的药物父母容易搞混淆，就
是每种药物怎么服用也会把他们搞
得头晕啊。正当我为如何让父母安
全用药苦恼时，儿子又说：“爸爸，
你可以在药品盒子上编号，然后每
个号的药物再给他们手写个说明
书，就用平时说话的方式写，这样

他们就能记得很清楚，另外字一定要
写得大一点啊！”

还是儿子机灵、点子多。于是，我
按照他说的方法，在药物盒子上分别写
上了大大的 1、2、3。给盒子编上号
后，我又依次写了药物使用说明书，告
诉他们每种药分别要怎么吃。而且每份
说明书上的字都特别大，几乎占满了一
整页。妻子看着手写的说明书，对我竖
起了大拇指，笑着说：“你这个是药物
包装盒上说明书的‘翻译版’啊，不过
这个好，实用，相信他们一看就会了。
不过还是要提醒他们吃之前，最好还是
给咱们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几天后，父亲打来电话说：“你们寄
回来的药都收到了，一看寄那么多，我还
担心怎么用呢，再看到每个盒子上都粘
贴有说明书，一下子就明白了，字写得那
么大，我不戴老花镜都能看得很清楚。你
们放心，我们会注意身体的……”

听着父亲的话语，我们每个人都很
有成就感。我告诉自己，以后要多站在
父母的角度想问题，也许一个简单的举
动，就能温暖他们的心。

手 写 说 明 书
谢文龙

阳春三月，位于浙江省平湖市新
仓镇三叉河村的农产品种植基地里，
青翠欲滴的小落苏挂满枝头，享受着
丰收喜悦的村民正忙着采摘、分拣、
包装，不久之后，这些小落苏就将发
往上海、杭州、北京等各大城市，走
进餐饮酒店，摆上市民餐桌。

“小落苏”是小茄子的平湖方
言，因形似流苏、个头较小而得名。
小落苏也是平湖特色农产品之一，其
中以新仓镇种植的小落苏最为出名。
据地方志记载，新仓小落苏栽培史可
追溯到元朝末年，迄今已有600多年
历史。近年来，凭借青翠极薄的外皮
和鲜嫩香脆的口感，平湖小落苏在各
地市场供不应求，深受大众喜爱。然
而受种源单一、管理难度高、采摘期
短等因素影响，长期以来，平湖小落
苏种植规模较小，产量也不高，制约
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了解到小落苏产业发展困境后，
平湖市政协新仓镇委员履职小组第一
时间深入调研，形成了《关于特色农产
品品牌保护和发展的建议》提案，重点
围绕“建立每个特色农产品完善的种
源信息库”“开发和挖掘有潜力有特色
的平湖农产品”等6个方面提出针对
性建议。提案一经提出即得到高度重
视，被列为 2022 年度市政协重点提
案，并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牵头领办。

一年多来，围绕提案办理落实，
平湖市政协专题举行重点提案办理协
商会，组织相关部门单位为小落苏等
特色农产品品牌保护与发展建言献
策。新仓镇委组立足实际，主动协助
对接市农合联（供销社）、农业农村
局等部门以及农技科研院校，围绕小
落苏产业发展开展“面对面”协商，
帮助引进优质人才和技术，在产业招
引、基建生产、品牌推广等方面持续

发力。
依靠市政协和新仓镇委组一年多

时间的持续助力，从育种到栽培，从建
基地到谋合作，新仓镇三叉河村小落
苏种植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现在的
三叉河村种植基地里，一座座连栋大
棚矗立田间，棚内成片的小落苏绿意
盎然，静待采摘。“这个大棚的小落苏
是去年 11 月种下的，通过智能化控
温，采摘期能持续到今年7月，产量可
达到每亩3000至5000斤，预计今年亩
均产值能超6万元。”看到履职推动下
的小落苏实现丰收，新仓镇委组的沈
建锋委员很是激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地内
另一侧有着更高“颜值”、更加现代
化的高架大棚。大棚里，一排排立体
式种植槽整齐排列，一株株无土栽培
的嫩苗正破膜而出。据介绍，这些茄
苗都是引进先进技术研发的新品种，

目前培育的品种已经有非洲红茄、松
花江小茄子、越南小圆茄、五指茄、
鸡蛋茄等20余个。

“要在‘农’字里头做文章，除
了引进国内外新品种，更要有自己的
特色品牌。”沈建锋委员表示，在政
协提案推动下，目前已打造院校企合
作平台，创新研发出“枸杞嫁接小落
苏”这一新品种，在继承枸杞营养价
值的同时提升了小落苏的口感。在此
基础上，还将进一步探索枸杞嫁接番
茄、人参果等多种嫁接种植模式，现
代农业的潜力正在被不断挖掘。

两种大棚营造出两个截然不同的
“茄子世界”，这正是政协提案“孕育”
结出的累累硕果。忙碌劳作的村民、长
势喜人的植株、先进可靠的技术、前景
广阔的市场……政协助力让以小落苏
为代表的平湖特色农产品产业正以蓬
勃之势迎来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

平湖新仓小落苏平湖新仓小落苏 特色农品株连株特色农品株连株
本报记者 鲍蔓华

温馨家话

“通过此次协商，可以更好地让
全社会形成保护和利用好茶马古道的
共识，抢抓中老铁路通车运营机遇，
促进茶马古道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
合，让茶马古道在新时代再创新辉
煌。”日前，一场主题为“那柯里村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协商议事会在
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同心镇那柯里村古道陈列馆前广场召
开。县政协相关领导、县级相关部门
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镇党委成
员、村干部、群众代表等齐聚一堂，
共商那柯里村文旅产业发展之路。

那柯里，傣语意为小桥流水、沃
土肥田、岁实年丰的理想人居之地，
是一个世居彝族、哈尼族、傣族的村
落。历史上的那柯里曾是茶马古道上
的重要驿站，也是普洱茶进入东南亚
国家的“第一站”。近年来，当地以
茶马驿站为中心、以茶马古道为轴
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有力促进了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那

柯里旅游产业发展中也暴露出景区容
积小、旅游业态少、绿美景区建设滞
后、旅游文创产品开发不足等问题。

如何充分展现那柯里的独特魅
力，做好茶马古道这篇大文章？今年
初，宁洱县政协联合同心镇，聚焦与
当地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问
题，通过与基层群众、村干部面对面
座谈交流，将“那柯里村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确定为 2023 年度同心镇

“协商在基层”协商议题。
此前，按照“不调研不协商、先

调研后协商”的原则，同心镇委员工
作室与县政协提案委相关负责人、住
同心镇县政协委员及相关部门人员等
先后4次深入那柯里村景区调研，力
争全面摸清景区运营存在的问题。

“目前，没有一家运营主体对那
柯里景区进行整体运营，经济效益发

挥不充分，是否可以在引进运营主体
方面给予帮助？”会上，那柯里村村
委会主任张宏雷首先发言。

针对景区影响力和吸引力不强的
问题，县政协委员、同心镇党委副书
记张纹萑建议，“塑造景区特色名
片。例如，打造‘高老庄——非遗传
承+茶文化’‘瓦渣兄弟——非遗传
承+制陶技艺’‘艺茗韵——民族歌
舞+民族文化’三张名片，加强联
动，发挥产品聚集效应，进一步带动
旅游产业发展。”

“我们不仅要让游客吃在那柯
里、游在那柯里，更要让更多的游客
记住那柯里，希望县级有关部门能给
予那柯里文创产品开发方面的指导和
帮助。”同心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
心主任、那柯里景区管委会负责人方
磊呼吁。

那柯里村高老庄第四代传承人、
普洱茶贡茶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高仕

兴则提出，可以借助绿美乡镇、绿美
公路创建契机，开展绿美景区创建。
同时，完善村规民约，提高村民自治
意识，保护和利用好那柯里景区，让
那柯里旅游产业发展更上一层楼。

与会人员各抒己见、热烈讨论，
部门负责人积极回应，最终达成了进
一步树立新发展理念、完善发展规
划、提升品牌形象；策划包装景区整
体运营项目，优化景区运营管理，持
续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出一
批具有鲜明特色的非遗体验基地、主
题旅游线路、研学产品；加强对景区
村民的宣传和引导，努力推进乡风文
明建设，细化村规民约，着力强化村
规民约的约束性等四项共识。

到会指导的普洱市政协主席陆平
表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依托“协商在基层”平台，加
强“委员工作室”建设，切实为广大群
众解决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茶马古道那柯里茶马古道那柯里 乡村文旅真可以乡村文旅真可以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董荣蓉 金晓雪

党群之家、社区学校、社区调解室、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块块闪亮的牌
匾、宽敞明亮的教室、设施齐全的排练大
厅，出人意料地集中出现在一个农家大
院里。

大院的主人叫修丽君，今年58岁，
是曾经获评“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的大连
市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大刘家社区肖屯
一位地地道道的乡村妇女。先前，修丽君
每天除了干农活、做家务，就是打打麻
将、哄哄孙子。2011年大连市实施的社
区教育普及推进工程，让修丽君一下子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
“仿佛整个人都变了。”2015 年被

选举为村民组长后，修丽君更加关注本
屯的长远发展。她和丈夫商量，把自家
的厂房腾出来改成活动基地，每天闲暇
时就带着村里的姐妹们在这里唱歌、跳
舞、搞活动。有时到了开饭时间，节目还
没有排练完，修丽君还会做好香喷喷的
农家饭菜招待大家。

在大刘家的这片土地上，充满欢乐
的修丽君农家大院开始远近闻名，并跨
越村屯界限，吸引越来越多的邻村姐妹

们风雨无阻地加入其中。随着时间的推
移，她们排演的节目也走出村屯，在区、
市文艺汇演中频频亮相。

一个由乡土农民自发组建的“社区
教育学习圈”破土而出，焕发出勃勃生
机。有了这个活动基地，村里很多姐妹的
生活不再只有柴米油盐，屯里人打麻将
时常凑不齐一桌，活动基地却人气十足。
大院里飘出了欢歌笑语，也飘出了邻里
和谐。

2017年，街道党工委决定在村屯建
设以党员活动引领村民文化活动的“党

群之家”，社区居委会立刻想到了修丽君
农家大院。“这是我家的光荣。”修丽君欣
然应允，表示将努力给屯里作贡献，为村
民做好服务。为此，修丽君不仅主动承担
了举办活动所需的水电费用，还重新规
划院落，修建了凉亭、美化了庭院。就这
样，修丽君农家大院成了大刘家街道“党
群之家”建设的试点。

2019年一开春，“修丽君评理说事
点”正式挂牌成立，给本就热闹非凡的农
家大院更增添了人气——乡里乡亲有啥
堵心事儿，都愿意到这里找修丽君诉说
一番。修丽君则耐心地以“好大姐”“好组
长”的身份，东家说说、西家劝劝，有时为
了妥善化解一件纠纷，她能绞尽脑汁思
考几天几夜。这几年，大家已经记不清有
多少家庭琐事、邻里纠纷在这里彼此“各
让一步”、变得“烟消云散”，社区居民之
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和谐融洽。

（卢恩强 吕东浩）

党群之家、社区学校、社区调解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普兰店这个农家大院真的不一般

山水山哈情无边，三月三里醉畲
乡。日前，以“福籽同心爱中华 同
心共圆中国梦”为主题的第十八届

“三月三”畲族文化节暨畲乡风情竹
笋宴活动在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举
行，现场3000多名畲族同胞与游客
欢聚一堂，载歌载舞。

农历三月初三，是畲族人民的传
统节日。作为闽北地区最大的畲族人
口聚居地，顺昌有 11 个畲族行政
村，人口近8000人。目前，全县的
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畲族民
歌”“畲家青草茶”“畲族婚礼习俗”

“畲族腊肉加工工艺”“顺昌畲家竹筒
饭制作技艺”“顺昌畲家乌饭节”“顺
昌畲家芦苇粽制作技艺”“顺昌畲家
竹筒酒酿造技艺”等。

古老畲歌的曼妙音符，乘着时
光的年轮，洗尽岁月铅华，缓缓而
来。当天，文化节在激荡的鼓声中

拉开帷幕，《竹竿舞》《竹乡山歌》《畲
乡红》 等充满畲韵的节目陆续上演，
通过歌曲、舞蹈、传统乐器等表现方
式，述说着畲族在乡村振兴等方面所
取得的发展成果及动人故事，向游客
们展现了浓厚的畲乡风情。

“《山哈人走进新时代》表演太精
彩了，展示了我们山哈人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好久没这么兴奋了。”顺昌县畲
族研究会会长兰文英说。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畲族非遗传统
小吃芦苇粽、竹筒饭、畲家腊肉、糍粑
等，推介了宝山大圣酱酒、啤酒、茶
叶、海鲜菇预制菜、手剥笋等新近开发
的“大圣+”产品，推动当地农业品牌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下一步，顺昌县将围绕“大圣祖地、
零碳顺昌”目标定位，充分发挥竹乡优
势，发展畲乡旅游，进一步探索乡土产业
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情 满 畲 乡
本报记者 王惠兵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首届大手拉小手“运河小工匠”选树终审活动在北京文
旺阁木作博物馆举办，来自通州区8所学校的40名小选手登台展示自己的作品。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将优质社会教育资源引入课后服务的方式，利用课后服务
时间开展中国传统木作文化的普惠课程，丰富学校课后服务资源供给。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