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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炎热的夏天，闷得让人难
受。好在一入伏，便开始了接二
连三的阴雨连绵。擎一把雨伞，
徜徉于故乡的林荫道，突然就生
出许多灵感。

地，在变。
儿时的故乡，是白茫茫一片

盐碱地。即使在万物葳蕤的盛
夏，也总是斑斑驳驳，绿色盖不
住白色。与这破败景象对应的，
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最原始的劳
动记忆：砍草、拾粪，为刚刚出
土的秋粮定苗。如今 60年过去
了，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可眼前
的景象，却成了王安石《后元丰
行》诗里说的：“麦行千里不见
土，连山没云皆种黍。”用乡亲
们的话说就是：“垄头这端推一
推，那头都动弹。”朴素的话语
既生动，又形象，把庄稼旺长的
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

为何同一片土地会变得如此
不同？一是因为种植规模化了。
近年来，农村通过土地流转、集
中承包等方式，实现了规模经
营，大型农业机械也有了用武之
地。不少农户家的壮劳力，还成
了农业承包公司农业车间的职
工，除了拿土地流转的收入，还
可以挣一份工资。

二是因为科技含量高了。随
着人们种田理念的转变，在以粮
为主的前提下，不少地方都建起
了设施农业大棚，生长着亩收入
三四万元的各类农作物。尚堂镇
的西红柿大棚，眼下正进入采摘
高峰期，等待收购的汽车天天排
起长队。严务镇过去是个穷地
方，30年前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
还在为解决海浸区群众吃苦水的
问题拼搏。如今，这里的人们不
仅早已喝上了甜水，甚至还种出
了6000多亩长势喜人的水稻。水
肥一体排灌、无人机起飞灭虫，这
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人，也在变。

如今回到乡下，如果不是早就
熟悉的人，往往很难分辨出谁是农
村人，谁是城里人。即使是年龄在
60 岁左右的人，也都穿着入时，
言谈新潮。这得益于农民文化水平
的普遍提高和越来越发达的网络信
息，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
小，人们交流的共同点越来越多。

文化水平高了，人的心气自然
也就高了。现在，让孩子上学、接
受高等教育，早已是农村人的共
识。今年，只有33万人口的小县
庆云，就有1600多名学生进入高
考分数提档线，其中不乏被清华、
北大等名校录取的“高才生”。在
当地谈及此事，从莘莘学子到白发
翁媪，全都为学生们取得的成绩感
到骄傲。

不仅如此，如今，农民们对经
济发展目标的期望也越来越高。近
年来，庆云县粮食单产一直稳定在
1000公斤以上，和乡亲们谈起种
粮食，大家异口同声的目标都是

“吨半粮”，并且已经有了不少成功
经验。交谈中，人们对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思想拍手叫
好，说这才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
事，是天下太平的根本保证。尤其
是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对环境污染
的治理、大食物观的提出，全都说
到了农民的心坎里。有了这些措施
做保证，农村不仅会越来越好，将
来还会成为许多城里人羡慕的“风
水宝地”。

走在故乡的雨中，回味起这里
土地和人的变化，思绪就如这场久
旱后的甘霖，让我心底的禾苗呼呼
地往上蹿，似乎玉米拔节抽穗的声
音，都在我的骨缝里“咔咔”作
响。我喜欢这场透地雨，更喜欢新
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伴随着雨点
敲击雨伞的旋律，我徜徉、我放
歌，我们走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大路
上……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
委员）

透地雨中思新变透地雨中思新变
王树理

“土地流转给村里的合作社，收入有
保障，得闲还可以到基地干杂活挣点钱，
是好事！”连日来，江西省德兴市张村乡
店前村委会热闹不已，短短一个礼拜时
间，已有84户村民结伴前来签订土地流
转协议。就连年近七旬的甘炳泉也一改
之前的犹豫态度，同意参与流转了。而大
家态度的转变，是源于一场“好商量”协
商议事会。

“我们乡是以果蔬种植为主导产业
的典型农业乡镇，果蔬小镇建设是助力
传统小农经济模式转型升级为现代化数
字农业经济模式的契机。”德兴市政协委
员、张村乡党委副书记李俊杰介绍，德鲜
优品数字化农业示范区项目计划总投资

5亿元，建设5000亩蔬菜种植基地，建成后
亩产值可达2万元，总产值将破亿元，可带
动周边年用工5万余人次，农民增收超千
万元。

但项目启动之初，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不强烈，项目建设没有达到预期。“是不看
好果蔬小镇的前景？还是不了解土地流转
政策？要么是觉得土地租金太低了？”张村
乡党委“碰头”后，决定“众人的事由众人商
量着办”，组织挂点该乡的市政协委员们走
进田间地头、深入农家小院，展开实地调
研，充分了解群众的意见建议。

在摸清民意、掌握实情的基础上，5月
初，聚焦“德鲜优品数字化农业示范区项目
土地流转”的协商议事会如期召开，乡党委

书记、挂点政协委员、党员代表、村民代表、
利益相关方等20余人围坐一堂共商共议。

“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租给别人
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现在在城里打
工能赚钱，但这租地合同一签就是10年，
万一城里的工打不下去了，我回家也没地
可种了。”“租金一亩多少钱，每年怎么付，
要不要随行就市？”……农户们你一言我一
语，将疑问一股脑儿抛了出来。

“大家自愿是前提，每亩地每年租金暂
定400元，租金提前支付到村委经济合作
社账户，年初再转到大家手中，而且租金也
会随市场行情调整。”“优先聘用土地流转
户到基地务工，保证大家在家门口有活
干。”“对于流转期内有种菜意愿的农户，乡

政府可以拿优质土地与大家置换。”……张
村乡党委书记宋庆峰耐心细致地为大家解
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给担
心无地可种的农户吃下了“定心丸”。

“由乡政府来牵头规范土地流转，承包
土地遵循会议制定细则，签订流转协议，保
护双方权益。”“对于有种地需求的农户，积
极引导寻找合适的土地进行置换，签订土
地置换协议。”……经过近两个小时一问一
答、群策群力的坦诚协商，共识在一点一滴
地凝聚。

会后，在农户们的积极参与下，张村乡
紧锣密鼓推动协商成果落实落地，截至目
前，共流转土地 3700余亩，140万元土地
租金已落实到位。

一问一答坦诚协商 一点一滴凝聚共识

从不愿转到积极转，店前村的土地流转起来了
严静怡 本报记者 王磊

走进位于大连庄河市的石城
乡，只见一批批刚从海里捞上来
的生蚝，经过清洗、称重、分
级、装箱后，转而被装上冷链
车，发往全国各地……“这样热
火朝天的生产场景，每天都能看
到。”庄河市政协委员、大连祥
隆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孙
倩介绍。

由9个岛、礁、砣组成的石
城乡，位于黄海北部，海岸线长
35.4公里，海域面积50.8万亩。
石城乡地处北纬 39度，水产资
源丰富，是得天独厚的“天然渔
仓”，全乡 80%以上的居民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水产相关的工作，
是一个典型的渔业乡镇，曾获评

“牡蛎特产之乡”。
“我们就是要变优势资源为

优势产业，使岛上居民的腰包越
来越鼓。”孙倩介绍，自2016年
以来，石城乡结合地理资源优
势，着力发展海洋水产养殖，组
建大连石城岛生蚝小镇实业有限
公司，采取“政府+企业+渔
民”的模式大面积推进生蚝产业
发展，全乡生蚝养殖面积已经达
到10万余亩，带动2000多人就
业。

“我们养殖的三倍体生蚝个
头大、味道鲜甜，可以一年四季
生产，虽然从过去的论斤卖变成
现在的论只卖，价格高出不少，
但在市场上仍供不应求。”石城
岛生蚝小镇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明鑫说，眼下，岛上居民基本
没人外出找工作了，反倒吸引了

不少人慕名来岛上打工。
王玲以前自己单干，养的蚝又

小又卖不上价。后来她选择到“生
蚝小镇”打工，从事岸边分拣作业，
已经干了 6 年。“一年四季都有活
干，月月都能收入四五千元，收入比
过去高出一大截，还没有风险。”王
玲对这份稳定的工作很满意。

不仅附近居民依靠生蚝致富，
“生蚝小镇”生产经营模式同时带
动了全乡村镇经济快速发展。“在
我们花山村，年产值千万元以上的
养殖大户就有十几户。全村仅生蚝
产 业 便 可 实 现 年 产 值 近 亿 元 ，
2021年和2022年连续两年被评为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谈
起村里的变化，花山村党总支书记
李玉庆如数家珍。

如今，凭着生蚝这张名片，石
城乡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乡政
府乘势打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牌，把海岛风味、渔家风俗、渔民
文化等海岛特有元素全景式融入景
区建设当中，投资600多万元建立

“生蚝公园”，形成以“生蚝公园文
旅产业发展经济带”为核心的“滨
海浴场”和“主题公园”两大文旅
板块，每年吸引进岛游客可达10
万人左右。下一步，石城乡将继续
着眼“蓝色经济”，依托“农业产
业强镇”和“生蚝产业特色小镇”
项目，进一步谋划好生蚝、网箱海
参养殖、贻贝、杂色蛤等产业布
局，有效控制各个品种的养殖区域
及养殖规模，形成“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的特色产业发展格
局，助力乡村振兴。

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振兴，，庄河石城庄河石城““蚝蚝””情万丈情万丈
孙立杰 吕东浩

盛夏时节，走进云南省腾冲市猴桥镇
猴桥社区，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草果林，
清香的草果味沁人心脾。眼前这一颗颗
小小的红果实，正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
大产业，也是云南省政协、腾冲市政协多
年助推，倾情帮扶结出的“幸福果”。

猴桥社区是中缅边境上的一个抵边
村，耕地总面积约183公顷，林地面积1
万多公顷，总人口1800余人，其中傈僳
族1700余人，是典型的傈僳族聚居地，
历史上是一个集边境、山区、民族于一体
的贫困村。30多年来，腾冲市政协、“猴
桥镇委员工作室”先后3次与猴桥社区
牵手，“共扶一株苗、共育幸福果”，使当
地草果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的转变。

缘起：边境村探索出新产业

1989年，腾冲市政协挂钩帮扶猴桥
社区。当时的猴桥，基础设施薄弱，缺乏

产业支撑，群众“靠山吃山”，收入以砍伐林
木为主，且普遍较低。

为切实解决当地群众增收问题，腾冲市
政协深入调研，四处寻求破解之道，在与群
众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最终经多方科学分析
论证，决定结合猴桥社区地广人稀、林多地
少的实际，选定林下种植草果为帮扶产业。

市政协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协
调林业、供销等部门给予项目、技术、资金
支持，争取扶贫贷款3万元，发动群众在适
合种植的林地里种植草果约68.5公顷，并
持续推动扩大种植面积，帮助群众实现了
从“砍树换粮”到“采果换粮”的转变。

缘续：小产业带动大振兴

2015年，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
刻，云南省政协办公厅工作人员来到猴桥
社区，帮助当地开展脱贫攻坚。期间，先后
协调资金346万元，帮助社区补齐了饮水、
卫生室、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短板。

秉持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
念，针对当时“草果产业管护技术不到位，
草果品质参差不齐；缺少烘干设备，鲜草果
难保存；市场价格波动大，群众收益不稳
定”等问题，省政协办公厅工作人员与群众
深入协商，牵头引进优质草果苗1.5万株，
引导群众使用有机肥，优化草果品质。同
时，补助建设烘干房20座、烤箱1座，实现
了鲜果“本地烘烤，可长期保存”的目标，减
少了草果价格波动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让
群众收入得到稳定保障。2017年，猴桥社
区如期实现脱贫摘帽。

在省政协的支持下，2022年，猴桥社
区集体经济收入达77.18万元，群众人均
收入1.6万余元，实现了由边境贫困村向
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的转变。

缘深：“老问题”找到“新办法”

近年来，猴桥社区草果种植面积已
达 916 公顷，预计全年能为群众带来近

600 万元收入。但随着草果产业的不断
壮大，采摘时间不统一、旱季缺水等问题
逐步显现，制约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此时，恰逢腾冲市政协全面启动“开展
院坝协商·建设文明村寨”行动，“猴桥镇委
员工作室”在选题调研中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经过前期调研、实地察看，最终决定将

“高质量管护猴桥社区草果产业”列为议
题，组织政协委员、村“两委”干部、党员代
表、回乡干部、站所代表、种植户、村民等召
开“院坝协商”议事会，达成了加强产业规
划，在集体林内，村组按面积收取林地承包
金；实行“水管定尺寸、分时间段供水、水不
过山”政策；开展草果种植技术培训，禁止
使用化肥，草果每年10月 30日后开始采
收三项共识，为草果产业提质增效找到了
新路径、新办法。

腾冲市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持续做好协商成果转化，促进协商意见
落实，让草果产业持续带动边民增收和边
境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政协组织联手帮 抵边村里草果香
吕金平 江益学 李茜茜

母亲养的仙人球开花了。这株仙人
球养了大概四五年了，第一次开花，着实
让母亲惊喜。

母亲对着仙人球花啧啧称赞：“养了
好几年，开出这么好看的花，值了！”在母
亲看来，仙人球开花跟铁树开花似的，难
得一遇。“仙人球为啥这时候开花？肯定
是咱家要有喜事了！”这是母亲一贯的思
维方式，她最喜欢把花开当成好事的征
兆，觉得每一朵花开都是未来向现在传
递的美丽信号。

巧的是，仙人球花开不久，侄女就通
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母亲得意地说：“我
说啥来着，仙人球开花肯定有好事！”侄
女笑着说：“奶奶，你养了好几年的仙人
球开花了，我拼了很久的资格证考试过
关了。要我说，这仙人球花应该叫圆梦
花，她的花语就是圆梦。”

母亲不懂“花语”这个词，不知道如
今人们赋予了每种花不同的“花语”，但
养花这些年里，她一直都在践行属于她
自己的“花语人生”。

她说长春花是幸福花，因为此花开的
时间长，而且花朵繁多。院子里的长春花
云霞一样灿烂，给人四季常春的感觉。母
亲觉得有长春花陪伴，就像是有幸福陪伴
一样。她还把米兰花叫作快乐花，那种花
又细又小，开起来香味淡雅清芬，闻一闻就
觉得很快乐。我把母亲的意思“升华”了一
下：快乐就像米兰花一样，微小却繁多，只
要你想得到便会俯首可拾。她听了我的解
释，说正合她的心意。

母亲还把太阳花叫顽强花。记得有一
年夏天，老家遭遇了一场特大冰雹，我家的
庄稼和果树都被砸坏了，院子里的花花草
草也被砸得七零八落。唯有那些太阳花依
旧蓬勃，母亲对神情沮丧的父亲说：“没有
过不去的坎，瞧见那些太阳花了吧？风雨
冰雹过了，接着开，照样开得欢欢实实！这
些花是顽强花，咱们该跟花学学！”

人生在世，总是需要一些精神支撑的。
母亲的花语人生，就是她永远保持坚强乐观、
淡定从容的法宝。如今，母亲的花语人生也
深深影响了我，让我学会对生活充满热情。

母亲的花语人生
马俊

夏日炎炎，阳光炙烤着大地，此时
正是暑假时节，我带着孩子再次回到熟
悉的老家。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
清凉的气息，仿佛是盛夏中的一汪清
泉，让人心生欢喜。这清凉的气息，源
自于挂在角落的空调，母亲知道我们要
回家，早早就打开了空调。

这台空调是母亲几年前特地为孙子
孙女们安排的。那年夏天，天气异常炎
热，没有一丝凉爽的风，回老家过暑假的
孩子们每天都热得汗流浃背。其实在多
年前，我也曾经给母亲提议，要给她安装
一台空调，但母亲生活简朴，觉得空调耗
电，不让我安装。这次，母亲看到孩子们
热成那样，就决定用自己省吃俭用存下
的钱为他们装一台空调。而为了不让我
们花钱，她和父亲悄悄去了镇上，直到空
调送过来安装时，我才知道。

当空调第一次开启的那一刻，孩子
们欢呼雀跃，叫嚷着再也不用忍受炎热
的夏天，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整
夜，不再被汗水所困扰了。看着孙子孙

女们开心地手舞足蹈，母亲脸上挂满了幸
福的笑容。而在我看来，这个空调不仅仅
是一台家电，它更是母亲对晚辈浓浓的关
爱和期待。它像一个无声的守护者，默默
地为我们守护着每一个夏天的清凉。

每次暑期结束，我们离开老家时，母
亲就会关闭空调。她小心翼翼地擦拭着每
一个按钮和出风口，确保空调干净整洁。
然后找出了一块柔软的布料将空调遮盖起
来，等待我们下次回家。平时就算天气再
热，父亲在外面劳作再辛苦，母亲也舍不
得打开空调，她总是默默地节约着每一分
电费，只为孩子们再次到来时，为他们送
上清凉。

母亲的空调，是一份无言的爱。它没
有华丽的言辞，没有繁冗的形式，只有那
份最质朴、最深沉的情感。每当我们在空
调的冷风中感受到凉爽时，都会想起母亲
辛苦劳作的身影，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和满足。母亲让我们在炎炎夏日中感受到
了一份独特的清凉，也让我们在心中留下
了一份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

独特的清凉深沉的爱
彭胜发

五彩斑斓的彩灯、富有年代感的路
牌、风格各异的街头艺人……随着夜幕
降临、霓虹亮起，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
广州市场步行街逐渐热闹起来，各种吆
喝声、音乐声不绝于耳，升腾的烟火气
散发出这座城市的活力。

曾几何时，广州市场步行街是洛
阳著名的商业街，在“一五”时期，
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轴承厂等

“共和国长子”相继落户洛阳市涧西

区。为解决从全国各地而来的10万多名
建设者及家属的生活保障问题，洛阳市
紧急到上海、广州请求政府支持，动员
当地的商家迁往洛阳，上海市场、广州
市场应运而生，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
内成为洛阳商业体系中满足群众衣、
食、住、行最高水平的代表。后来，随
着商业综合体和其他商圈的崛起，广州
市场、上海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失
去了往日的繁华，改造提升迫在眉睫。

近年来，洛阳面向
全市品牌消费集聚区、
商业综合体、步行(商
业)街，倾力打造一批
时尚潮流消费街区。涧
西区政协积极响应，主
动担当作为，围绕广州
市场步行街改造组织委
员实地调研，15 位委
员联名提出的改造提升
广州市场的提案，得到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改造项目最终被
列为省市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纳入年度
重点项目。2020年11月，一期项目改造
完毕，开街以来招商势头火爆，以精致餐
饮、国潮文创、娱乐酒吧为主的年轻时尚
业态已然形成，并在2021年10月河南省
第一批示范步行街验收中，以总分第一的
成绩顺利通过验收。

街道两侧特色美食、国潮文创、休闲
甜品、百货零售等商铺应有尽有，商品琳

琅满目。民国风浓郁的涂鸦，更是让漂亮
的街景极富年代感。“你看这些民国风格
小店、旗袍、八九十年代的老照片，满满
的怀旧感！我们的建议都被采纳了，现在
的广州市场步行街太漂亮了，又找到我们
小时候逛街的感觉了。”2021 年 11 月，
在开街一周年之际，涧西区政协组织委员
再次进行专项调研，为下一步改造提升，
申报国家级示范街建言献策。

经过此次调研，涧西区政协对标全国
11条示范步行街，结合涧西本地特色，提出
融合本地资源，定位文旅大品牌；扩大体量
规模，加快商圈联动；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智
慧街区等具体建议。报告得到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批示并专题研究部署，最终为文
旅、商务部门出台方案提供了决策参考。

目前，广州市场步行街二期外围景华
路、太原路、安徽路、皖中路沿街商铺提升
改造工程、豫北一路改造项目、牡丹广场地
铁交换站项目都已竣工并投入使用，区域
整体成为洛阳首个“5G数智融合商圈”。

曾经曾经，，它是古都商业的它是古都商业的““老字号老字号””；；而今而今，，它是现代城市的它是现代城市的““新国潮新国潮””。。在政协组织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在政协组织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那个洛阳人熟悉的广州市场又回来了那个洛阳人熟悉的广州市场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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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蚝小镇生蚝小镇””员工正在对生蚝分级员工正在对生蚝分级、、装箱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