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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春夏之交，重庆南川区兴隆镇
金花村茶叶基地里一片青绿。连日
来，村民们三五成群，正忙着采摘
新生的茶叶。“我们来比赛一下看
哪个采得多，多劳多得！”人群中不

时传来阵阵欢笑声和鼓励声。
“近一个月来，平均每天都有

200多人采茶，其中既有老人，也有
外出打工返乡的年轻人。动作快的
每天有 200 多元的收入。茶叶采

完，我会继续组织大家在茶场做施
肥、除草和其他活计，为群众创造更
多的就业机会。”茶叶基地负责人、南
川区政协委员宋昌明说。

宋昌明介绍，目前，茶叶基地的
规模已达 2000 亩，但金花村仍有不
少撂荒地。他准备充分利用好这些土
地资源，继续扩大基地种植面积。“做
大做强基地，让昔日的荒山变成看得
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我们对此
充满信心。”

在金佛山南麓的大有镇水源村，
南川区政协委员冯秋容正在蔬菜大
棚里给村民讲授种植要领：“嫁接番
茄苗保湿和保温非常重要，7 天内要
用遮阳网遮光……”冯秋荣是当地有
名的蔬菜种植专家，过去一年，他通
过传授种植技术、联系市场销路等方
式，带领 23 户村民种植蔬菜 200 余
亩，实现收入120余万元。

“在冯委员的带领下，我去年种

植了 7 亩番茄，纯收入 7 万多元。”曾
在外务工的村民王永国高兴地说，自
从去年尝到甜头后，他决定今年扩大
种植面积。

宋昌明、冯秋容扎根田间地头
履职，正是南川区政协农业界委员
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数十名
农业界委员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投
身“三农”工作一线，有的聚焦产业
迭代升级，有的疏通农产品销售渠
道，有的帮助“空壳村”出谋划策，为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贡献智
慧和力量。

“农业界委员充分发挥优势特
长，用心用情用力扎根农村发展产
业，为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益
处。”南川区政协主席毛朝银表示，将
多措并举充分发挥委员作用，引导委
员把“履职答卷”书写在希望的田野
上，用实干实绩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
的责任担当。

变荒地为茶园 兴隆镇更兴隆
本报记者 凌云 通讯员 李沁财

我是个心浮气躁的人，做起事来热
情有余，耐心不足，常常半途而废。于
是，我决定养几盆花，磨磨心性。

刚开始养花的时候，我买了两盆月
季，起早贪黑悉心照料。给它们浇水、拔
草、施肥，一日看三回，看它们抽新芽，
日高日上，愈发枝叶葱茏。一个多月后，
两盆花终于吐出了小花苞，我满心欢喜
地静待花开。

然而，世事难料，几天小雨后，一盆
花遭了虫灾。看着枝叶上爬满了密密麻
麻的绿蚜虫，我心急如焚，查资料、买药
水，几番周折，终于消灭了蚜虫。没想
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正当我在为战
胜虫灾而沾沾自喜时，另一盆又得了
白粉病。刚开始只是叶子边缘卷曲，
没两天就蔓延到整个叶片、茎和花蕾。
我用尽全身解数，却无力回天。我气急
败坏地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几下，一盆
花只剩个光秃秃的枝干，片叶不留。我
心疼又无奈地想，养活一盆花真不容易
啊！

一日，我起床后照例去阳台看花，
第一朵月季居然开了！硕大饱满的花

朵，金黄色的花瓣层层包裹着乳白色的花
心，点缀着晶莹剔透的晨露，如一杯盛满
香槟的美酒，醇香而诱人。一瞬间，我内心
泛起了幸福的涟漪。

生活总会给你意外的惊喜。此时，另
一盆月季光秃秃的枝干竟绝处逢生，开始
冒出新芽。

我受到了鼓舞，又陆陆续续买了其他
品种的月季、绣球、百合……不到半年时
间，我的小阳台俨然成了空中小花园。每
天，我工作累了，便去阳台看看花、嗅嗅花
香、拍拍照，感觉生活也如花儿一样幸福
绽放。当我在生活中遇到种种不顺心的
事，焦急烦躁时，也到阳台上走走看看，凌
乱的心绪便会慢慢平静下来。

养花其实也是在养心。在养花漫长而
繁琐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调整心态、
稳定情绪。养花磨炼了我的心性，让我更
有耐心、心平气和地去坚持做好每一件
事。因为我明白，只有细心地呵护每一盆
花，才能等到花开满园的惊喜。养花是一
种情趣，更是一场优雅的修行。用心养花，
人间花花皆芬芳；用心生活，人生处处都
精彩。

养花亦修行
张海新

我今年已年过七旬，旧时被称作
“古稀”。不过，如今这样的称呼显然已
不合时宜，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预
期寿命已达 78.2 岁，70 岁不仅不稀
奇，还不到平均数呢。不过，寿命再
长，也总有落下帷幕的时刻。对于怎样
走得体面又有尊严，就成了一个令人深
思的问题。我自己的观点是：好好活
着，在头脑清楚、可以身体力行时，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父亲信奉伊斯兰教，是82岁去世
的。那天，我突然接到老家打来关于父
亲病重的电话，匆忙赶回家中，便看到
昏迷中的父亲嘴角微微颤抖，似乎在说
着什么。我把耳朵凑上去，细细听得
出，老父亲是在自己做“讨白”，即诵
读《古兰经》中关于请求真主饶恕自己
一生中所有过错的章节。

在很多人看来，父亲一辈子为人忠
厚老实，是个没有什么值得挑剔和指责
的好人，但是他自己不这样认为。就在
他病危前的那个星期天，他还和我的大
哥大嫂说，自己一辈子脾气暴躁，说话
率直，得罪过一些人；自己侍弄了一辈
子庄稼，在乡亲们眼里是个种田能手，
却一辈子日子过得紧巴巴；四个孩子都
有了文化，也没有因为这错那错让人操
心，可总觉得书读得还是少。人活在世
界上，不读书不行，一定要让子孙后代
多读书、读好书。

我的母亲是85岁去世的。她临离
世的时候，仍明白得让所有去看望她的
人都感到惊奇。母亲和大家说，自己一
辈子养了4个孩子，尽了最大的心劲让
他们读书，尽管文化都不算很高，可都
能跟着社会往前走，比自己和他们的父
亲强得多。现在自己要走了，可还是挂
念孩子们。特别是老二，他端的是公家

的饭碗，负的是政府的责任，一步走错
了都不行。你们作为他的战友、同学、
同事，要真心实意地关心他，经常给他
提个醒，让他多读书，别犯错误。

父母去世后，除了传给我们祖上留
下来的百年老屋，并没有其他财富。但
我对于他们的感恩，却是不能用文字
表达的。每每想到这一切，我总会产
生一种无法报答亲恩的愧疚感。思来
想去，我想到了父母临终前嘱咐的

“要好好读书”这句话。于是，从
2021年开始，我就着手在老家的宅基
地上修建一座书屋。

我推倒了过去的百年老屋，建起了
一座上下两层的书屋，摆放上我们兄妹
四人一生收藏、积攒的三万多册图书。
书屋除了用于我们自家人学习之外，还
面向社会开放，周围村庄的中小学生、
父老乡亲以及学有所成、工作在外的学
子们回乡时有需要，都可以来这里研
读。除了图书的阅读与流转，我还开展
了讲学和文学刊物《万松浦》的评刊和
荐稿活动。今年 4 月 12 日开馆以来，
已经进行了三次集中活动，向周围中小
学捐赠图书七百余册。下一步，我计划
针对目前农民群众急需的实用技术和科
技知识，不定期举行讲座；组织有意
愿、有资质的医务人员到农村义诊，办
好内部交流的刊物，服务于乡村振兴。

做一点公益事业，既是父母的要
求，也是我们兄妹的意愿。我想，农
村读书的氛围浓厚了，我们国家发展
的速度就会更快了。如果有一天我的
书屋能够为乡村振兴发挥一些作用，
在我临终之时，我会含笑挥手——我
可以向我的父母汇报了，我没有辜负
老一辈人的期望。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父母的心愿 书香的传承
王树理

最近，家住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天
鹅湖社区的王奕瑾小朋友每天最期盼
的，就是来到“城市书房”，和家人
一起度过安静温馨的亲子阅读时光。

“爸爸妈妈一有空就带我来看书，我
非常喜欢这里。”王奕瑾说，自己很
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

位于公园华府的“城市书房”，
是贺兰县近期建设的首家“城市书
房”，免费向市民开放，为公众提供

了一个安静便捷的公共阅读空间。
而这一惠民举措的落地，还与贺兰
县政协一份社情民意信息的推动密
切相关。

去年8月上旬，贺兰县政协组织
委员调研，大家反映的解决公共阅读
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引起了县政
协副主席蔡霞的注意。在蔡霞看来，

“城市书房”是智能化缩小版的图书
馆，其全天候开放、无人值守、低成

本运营等特点，可以很好地弥补公共图
书馆辐射范围有限、不能延时服务等短
板。但当时，“城市书房”在贺兰县还
属空白。

之后，在蔡霞的关注下，贺兰县政
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梳理了参加调研的
委员们的建议，最终形成《关于加大城
市书房建设的建议》的社情民意信息。
对各地“城市书房”建设和运营中存在
的选址用地难协调、面积受限、功能不

全、推广不足等问题进行归纳，并建议
以“全民阅读 书香宁夏”建设为契
机，将“城市书房”纳入公共文化事业
发展计划，在城区试点建设“城市书
房”，吸引更多的人走进书房爱上阅
读，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这一社情民意信息得到贺兰县政府
的高度重视，同时报送至自治区政协办
公厅被采纳，随后，转送至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办理。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这天，公园
华府“城市书房”正式揭牌投入使用，配
备党建、文学、历史、经济等图书近万
册。现场的读者说，“城市书房”为大家
提供了一个静心享受轻松、自由、有温
度、便捷的公共阅读空间，不仅提升了阅
读体验，还提升了城市品位和文化氛围。
如今，小小的“城市书房”已经成为一道
引人注目的城市文化风景线。

全天候开放、无人值守、配备图书近万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安静便捷的公共阅读空间

宁夏贺兰县的“城市书房”，来了就不想走
本报记者 范文杰

重庆南川 >>>>>>>>

宜宾兴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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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一早，四川省宜宾市
兴文县大河苗族乡兴旺村的稻田
边洋溢着一派欢乐景象——又到
每月发工资的时候了！在此务工的
村民吴启清喜笑颜开地接过县政
协委员、宜宾同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高强发放的现金后开心
地说：“以后每月都能有 2400 多元
的工资，年底还有分红，安逸！”

这热闹的场景正是县政协推
动“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兴文专
项行动走深走实的缩影。

去年 8 月，在兴文县政协的支
持指导下，政协大河苗族乡工委组
织联系该乡的政协委员们深入田
间地头，为该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出谋划策。调研中，委员们了解到，
兴旺村等多个村因农田高低不平、
地块小，种植成本高，经济效益低，
导致农民增收困难。针对这一难
题，委员们提交社情民意信息，建

议对环旦山村、大河村、长征社区
村、兴旺村、金鹅池村 5 个村实施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拼散地为整
地、化小田为大田，提高耕地质量。
对此，兴文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要求相关单位做好落实。

仅半年时间，兴旺村原本狭小
细长、凌乱错落的小田块就被改造
成了方方正正、平平坦坦的大田
块，原本“沉睡”的撂荒地成了“活
资产”“聚宝盆”。与改造前相比，地
平整、土肥沃、旱能灌、涝能排、路
相通、渠相连，大河稻渔现代农业
园区已初现雏形。

为了能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产
业更具规模化、科学化，今年 3 月，
在县政协的牵线搭桥下，大河苗族
乡引进宜宾同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流转 5882 亩土地用于稻虾养
殖，并聘请周边的农户就地就业。
截至今年 4 月底，宜宾同乐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已雇佣零散用工 3700 人
次，共计发放村民劳务费43万余元。

产业兴了、村民富了，兴旺村一如
它的名字一样，一天天兴旺起来了。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更多举措，

更加有效地团结凝聚起广大政协委
员的合力，围绕县委中心工作，发挥
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高质量开展

‘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兴文专项行
动。”县政协主席周丽虹说。

化小田为大田 兴旺村更兴旺
本报记者 韩冬 通讯员 刘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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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结婚后，我回母亲家的次
数就少了起来。后来有了孩子，生活
更加忙乱，通常好几个月才能去母
亲家看看，而且每次即使回去，也不
会在那里过夜，因为第二天还有各种
事要忙。

有一次，看到我那间闲置的“闺
房”时，我就对母亲说：“妈，不如把
这个房间给父亲改成书房吧。”“那
可不行，那是我女儿的房间，谁也不
许占用。”我暗笑母亲固执，心里却
莫名地涌上一阵温暖。

有一次，因为一个误会，我和老
公发生争吵。我一怒之下摔门而去，
出门之后才恍然此时已经大半夜
了，实在不好意思去打扰相熟的朋
友。在大街上溜达了半天后，我决
定去母亲家里。到家之后，我轻描
淡写地找了个借口说和朋友在附
近聚会，因为太晚了，就不回去了。
母亲没有多问，嘱咐我早点休息。
那一晚，躺在熟悉的房间里，我感
到无比踏实和温暖，舒舒服服地睡
了个好觉。

后来，老公来母亲家里找我。母亲张
罗着做了一大桌菜，对我说：“回去好好
过日子，有事坐下来好好商量着解决，吵
吵闹闹不起任何作用。”然后转头又对我
老公说：“她脾气不好，我会批评她的，也
希望你多担待一点。不然她要是住下来
不走，我也没办法。”母亲半开玩笑半认
真的一番话，让我惊讶不已，原来她早就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段时间，公司效益不好，我有心
辞职换一份工作，可迟迟下不了决心。母
亲得知情况握着我的手说：“按照你的想
法去做吧，不要有太多顾虑。大不了来妈
这儿，这儿永远是你的家。”也许是母亲
的鼓励给了我信心和动力，我毅然辞掉
了那份工作，如今在新公司里如鱼得水。

现在，无论多忙，每周我都会回母亲
家住一晚上，感受一下熟悉的温暖，陪父
母说说话。其实，母亲为我保留的不仅仅
是一间屋子，更是一份永远的关爱、惦念
和支持。它告诉我，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
状况，我都有勇气和底气去拼搏去争取，
因为我知道，即使我变得一无所有，依然
有一方可以无限容纳和包容我的天地。

母亲为我留间房
张君燕

“太感谢你们了，这个协商会选在
晚上开，帮了我们大忙，像我们现在
正是抢收油菜籽最忙的时候，时间上
很难调整。”一位村民在土地流转协议
签字确认时表达着感谢之情。

“这样的协商方式真是一场‘及
时雨’，我们正愁该怎么办呢，你们
就主动帮我们出谋划策，坚定了我对
玉米育种的信心。”一位种植大户感慨
地说。

……
4 月 27 日晚，云南省曲靖市罗平

县罗雄街道外纳社区院坝里的桂花树
下，县政协委员、街道办和社区干
部、农户代表、种植大户代表、驻村
工作队、相关企业和部门负责人等围
坐一起，就推进土地流转保障玉米良
种扩繁基地建设协商讨论。

近年来，罗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布局打造种业大县，流转土地是玉米
制种的基础工作之一，其中罗雄街道
计划流转土地3.2万亩用于种业基地项
目建设。

“大部分群众担心土地流转后地界
被破坏，以后为地界扯皮，所以合作
社要和种植大户谈好，尽量不破坏原
始地界，并向合作社缴纳地界恢复保
证金。”

“有些群众养牛，自家耕地想留着
种青储饲料，不想流转。建议和种植
大户约定，对育种砍除的副本给养殖

户处置。”
……
协商中，群众代表说出担忧并提

出建议。
“我们担心把握不住育种的技术环

节，到收购时公司以种子品质不达标
为由拒收或降低收购价格。公司应尽
快培训我们的育种技术，加强技术指
导，如果出现种子品质不达标情况由
技术员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我租种区域内有群众不支持
硬是要种普通商品粮玉米，将会影响
我们育种的品质，造成经济损失，政
府要采取措施。”两名种植大户说道。

“每个社区我们公司都会派技术员
专门负责，培训到村组，生长过程每
个环节都进行培训，不仅在室内上理
论课，还要到地里现场操作培训，技
术方面请大家放心。”种业公司负责人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作出回应。

协商过程中，群众代表、社区干
部、街道干部、政协委员、种植大户
代表等分别围绕协商议题发表意见建
议，相关部门一一回应。各方共同为
推进种业基地项目建设土地流转、种
植、促进群众增收等出谋划策，形成
共识。

讨论结束时，一轮弦月挂在天
空，地面上几盏路灯与之呼应，照亮
了群众回家的路，更温暖了群众的心。

（黄永国 李联华 宋换莹）

围坐在桂花树下，一起说说玉米良种扩繁基地建设……

种业大县的院坝夜话

近年来，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立足资源、区域、生态优势，加快红枣长廊
建设，稳步扩大红枣产业整体规模，鼓励整村推进，连片发展。目前，临泽县
共有枣林8.28万亩，生产的枣仁派、枣夹核桃、红枣饮料等产品在市场上广受
青睐，红枣产业也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主要渠道。图为工作人员在临泽县
工业开发区内进行金丝小枣的初选。 王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