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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从故乡山东省商河县往东南方向
30 里，有一座以制鼓闻名的村庄。
因宋姓人家居多，故名之曰：“踩鼓
宋”。踩鼓宋村只有50来户人家，总
人口不足200人。但别看村子小，故
事却多——这里的制鼓技艺是传承了
300年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商
河县作为鼓子秧歌的发源地，所用鼓
也主要来自踩鼓宋村。

近年来，随着传统技艺越来越
受到重视，踩鼓宋村的“鼓文化”
也越做越大。这里出产的手鼓、腰
鼓、战鼓、大鼓等闻名四方，每年
各类文艺团体、学校、企业都慕名
前来购买。

不久前，我沿踩鼓宋村附近的黄
河故道步入森林公园，忽闻鼓声咚
咚。举目望去，葳蕤茂密的丛林缝隙
里，一片开阔地上有男女十几人，似
在跳舞抑或扭秧歌。循声而去，林荫
茂密处居然有好几处多与鼓有关的休
闲场景：声音雄浑激越的，是鼓面直
径一米多的大鼓；清脆响亮的是鼓
子秧歌队员们舞动中敲响的手鼓；
珠落玉盘、响如爆豆且又节奏明快
的，是戏迷票友人群里的鼓板；有
急有缓、错落有致鼓点频频变动
的，是青年学生们在行进中击打的
腰鼓。还有大小不等音韵各异的中
鼓、中中鼓、小中鼓、堂鼓、手
鼓，甚至还包括佛教寺院里专门与
晨钟对应的暮鼓……

真不愧是制鼓之乡啊！没想到，
一个非遗项目的兴起，竟让黄河岸边
的村村寨寨都有了一种催人奋进的鼓
点声。火辣辣的鼓点声不仅给人的心
灵注入强大的原动力，而且也让那些
惠民泥塑、东路大鼓、姜楼旱船、白
龙湾故事、彭家柳编、东路梆子戏剧
等民俗文化，全都有了新的生机，蓬
蓬勃勃旺长了起来。

记得很早之前，我曾好奇为什么
踩鼓宋村的制鼓工艺非要带一个

“踩”字。一位朋友告诉我，牛皮鼓
在山东，分为“生牛皮鼓”和“熟牛
皮鼓”两种，前者发声清脆、激越；
后者雄浑、厚重、内敛，各有各的长
处。“踩”就是张鼓的时候，将处理

好的生牛皮附上鼓体，加上紧標，紧
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几名汉子跃上鼓
面，反复跺脚踩踏。他们踩得劲儿越
大，紧鼓人手里的紧標子就忙活的越
欢。如此这般，反反复复，直到对鼓
面用手指轻轻一戳，能发出清脆的嗡
嗡声，这面鼓才算基本定型。此时此
刻，踩鼓的汉子们再次跃上鼓面，做
一次酣畅淋漓的扭动踩踏，一面鼓就
算最后制作完成了。

想象着踩鼓汉子们动作里夹杂的
喊叫与吟唱，我脑海中就有了鲁迅先
生笔下“哼唷哼唷派”的风格，同时
也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初，我第一
次看到“踩鼓”时的情景。

那是快过年的时候，村子里要办
秧歌。我从部队穿着军装回故乡探
亲，村里的干部说：你受点累，跑一
趟淄角公社踩鼓宋村，给村里买一面
大鼓吧，我跟随一名村干部到了踩鼓
宋村。没想到，由于买鼓的人多，需
要等两三天才能供货。正在我着急之
时，卖鼓的人看我穿着军装，便和后
面的买家商量了一下，答应先让我把
鼓拉走。这个意外之喜，也让我感受
到了作为人民子弟兵的荣耀，坚定了
我在部队安心服役的念头。

就是那次，我看到了“踩鼓”的
全过程：踩鼓中的“踩”，是制鼓的
重要工艺，没有它，就没有鼓声的清
脆。尤其是新鼓成功的最后一踩，三
个汉子踏着约定俗成的舞步，每一步
都能敲出悦耳的鼓点，令人听之
难忘。

如今，一晃 50多年过去，当我
再次在黄河岸边听到熟悉的鼓声，不
禁心潮澎湃。几十年前，我踏着鼓声
从故乡的阡陌小路出发，去了解更宽
阔的世界；今年，退休后的我回到家
乡，咚咚的鼓点声依旧从鼓子秧歌之
乡的商河大地传出，从黄河岸边的惠
民县踩鼓宋村传出，让一辈又一辈黄
河儿女闻鼓起舞，踏歌进击，创造美
好生活。

故乡，也是鼓乡。它那激越的鼓
点，永远是进击者奋斗的战鼓与
号角。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平 原 上 的 鼓 韵
王树理

进入7月，伴随雨季的到来，又到
了云南的“菌子季”。在丽江市永胜县
的食用菌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在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加紧采摘分拣，将鲜美的菌子发往全
国各地。

永胜县食用菌种植形成产业，撑
开农民增收致富“伞”的背后，蕴含着
一份永胜县政协连续两年对3位县政
协委员提案建议办理落实的政协力
量。

在2021年召开的永胜县政协九
届五次会议上，陆晓屏等3位县政协
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把食用菌产业

列为永胜“一县一业”产业扶持的建议》
的提案。在2022年召开的县政协十届一
次会议上，3位委员又联名提交了《关于
推进食用菌“一县一业”和“一村一品”示
范创建和精品示范村的建议》的提案。委
员们认为，永胜县有着良好的气候资源、
林地资源、生物资源和野生菌种质资源，
以及较为完整的“生产—收购—加工—
销售”产业链。下大力气培育发展食用菌
产业，既符合云南省打造世界一流“绿色
食品牌”的发展要求，又适合永胜的发展
实际。

永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提案建
议，决定把食用菌产业作为“一县一业”

来打造，按照布局区域化、品种多样化、
园区规范化、生产专业化、加工增值化、
经营产业化的布局，以“三园一区”为核
心，以“一村一品”为基础，迅速推动食用
菌产业向全县15个乡（镇）覆盖发展。

县委、县政府及时出台了《永胜县培
育壮大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永
胜县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0
年）》等文件，成立食用菌产业工作领导
小组，坚持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依
托，通过实施食用菌菌种产能提升、打造

“一村一品”示范村等一系列项目，从菌
种供应、试验示范、推广种植和加工等多
方面培育壮大食用菌产业，使之成为助

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数据显示，
2021年，全县完成食用菌大田种植、设
施栽培、林下仿生种植800公顷，实现一
二产业产值4.5亿元。2022年，全县发展
以羊肚菌、天麻等为主的林下食用菌仿
生种植500余公顷，以鸡枞菌、松露为主
的林下食用菌保育促繁1400余公顷，仿
生种植预计平均亩产值2.5万元。

“把农户‘嵌入’到产业链上，拓宽了
群众的增收渠道，让群众共享增收成果，
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永胜县找到了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支撑点。”委员们表示，今后将继续履职
尽责，更好推动全县食用菌产业发展。

云南永胜：兴“菌”富民“菇”往“金”来
本报记者 吕金平 通讯员 李世杰 李茜茜

夏日，雨过天晴、凉风袭人。山
东省昌邑市围子街道孙斜村村民广场
上灯火通明，两排长桌、几条板凳，
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广场夜话”拉
开序幕。

“我觉得应该用这笔钱维修一
下老水井，把新的智能水表安在老
井里。”

“老井再维修也不能解决浸水
问题，直接影响到智能水表的使用
寿命。”

“我建议把水表安装在井外合适
的地方，还要注意解决好冬天防冻的
问题。”

……
村民们围绕潍坊市科技局帮扶资

金的使用和智能水表的安装，你一
言、我一语地说想法、出点子。

最终，经过村“两委”成员及
40余名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维修后
达到条件的就在井内安装，仍达不到
条件的就在井外安装，但必须要做好
防冻保温。

“以前村里议事，是大家坐在会
议室里，但总感觉气氛稍显严肃，有
些话不太好意思说，而且夏天天气较
热，在屋里也坐不住。后来经村‘两
委’与各网格长及村民代表商量，决

定将议事地点由会议室改为村民广
场，将传统的‘阳光议事日’改为

‘广场夜话’，让村里的老少爷们都来
听听、议议、定定村里的事。”昌邑
市政协委员、村党支部书记孙连伟介
绍，除了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民生实事
决策外，“广场夜话”还有一项重要
作用，就是把村级事务也亮出来，面
对面倾听村民心声、实打实解决村民
诉求，不断提高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
积极性。

“‘广场夜话’倡导畅所欲言、
直抒胸臆，在村级事务管理方面，由

‘单向听’变为‘对口说’，由‘被动
知’变为‘主动议’，村民的话语权
变大了，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动性
提高了。”昌邑市政协委员、围子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翟立军说。

目前，孙斜村以“广场夜话”为
突破点，不断探索开展基层商量方式
方法，形成了全民商量、全事商量、
全时商量、全域商量“四全商量”模
式，完善了法治、德治、自治“三治
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了村级
事务、村民事项在网格中商量，近
95%的矛盾纠纷在村内化解，大大提
升了村庄治理水平。

（李锐 褚东琳 孙晓丹）

山东昌邑：

“广场夜话”作用很大

“大到修路装灯、大病救助，小到乱
扔垃圾、树枝挡路，都能到‘村民说事’
上进行协商讨论，无论在家或是外出务
工人员，都能广泛、有序参与到村级事
务管理，让事情更加透明。”走进四川省
广汉市连山镇石梯村，村支部书记邹华
彬对广汉市政协设在该村石梯小院的

“有事来协商”平台赞不绝口。
石梯小院原是村民闲置的房屋，

准备用来作为基层治理的阵地使用。
2021年初，为使村务工作开展得更加
宽泛、更加民主，发挥更大作用，在市
政协指导下，石梯村委将协商议事功
能融入小院建设中，将小院建设成为

“有事来协商”议事小院，并于2021年
8月投入使用。

市政协委员、村“两委”干部定期

在小院里为村民服务，倾听村民心声，收
集议题，引导村民到小院有序参与协商
议事……除了线下协商，为了让远在外
地务工的村民能够随时了解家乡变化、
参加村里事务的协商讨论，石梯村还借
用腾讯“为村”线上平台，创新开展“村民
说事”线上协商，通过线上线下互动，让
村上的事真正由村民说了算。

今年初，多名村民通过“村民说事”
反映该村“有路无灯”的情况，给群众晚
上散步出行带来诸多不便。议事小院将
这一问题纳入协商议题，召集政协委员、
村“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辖区企业代
表、村民代表等进行协商讨论。

“建议沿路安装太阳能灯，联系有施
工资质的路灯安装公司，实地测量查看，
核算路灯安装数量和成本，形成预算材

料。”
“关于安装路灯的资金，建议向涉及

的辖区企业、村民发出倡议，鼓励大家积
极捐款捐物。”

“为用好、用对，把钱花在刀刃上，建
议由村委牵头，由小组长、院落长和村民
代表共同组建临时管理小组，对项目资
金全权把关。”

……
协商会上，大家共同出谋划策，达成

了在院落沿路安装太阳能路灯的共识。
经过村民的共同参与和专业施工人员3
个月的共同努力，新安装的20余盏路灯
亮了起来，村民夜间出行难问题得到彻
底解决。既有平坦的硬化路面通向院
落，又有崭新的路灯照亮夜间出行道路，
不仅受到了本村群众点赞，也让周边群

众竖起了大拇指。
6 月 28 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

时”栏目就石梯村议事小院助力乡村振
兴的做法和成效进行了报道。

“倾听村民的心声，收集议题，引导
村民到小院来有序参与协商议事，推动
解决一个个急难愁盼问题，小院协商架
起了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广
汉市政协主席何敏表示，通过“有事来协
商”平台，不仅让党群服务更贴近民生，
更融入村民生活，也为村民改善自身生
活环境提供了样板，为广汉乡村振兴注
入蓬勃生机和活力。下一步，市政协将
在完善工作机制、深化协商内容上下大
力气，打造“有事来协商”升级版，让人民
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独特优
势和作用。

倾听村民心声倾听村民心声、、收集议题收集议题，，推动解决一个个急难愁盼问题推动解决一个个急难愁盼问题

四川广汉：小院协商 乡村焕新
田应粮 本报记者 韩冬

自从女儿出生后，我会把她每年
收到的压岁钱存到银行里。开始几
年，她对压岁钱没什么概念。等到上
了幼儿园大班，她的好奇心渐渐加
重：“妈妈，为什么要把我的压岁钱
放到银行里？”我答：“你现在还小，
用不着钱，将来用的时候再取出来，
还能得到利息，多好啊。”她点点头
又摇摇头，显然并不理解我的“理财
大计”。

等到女儿上了小学，每年春节后
我再让她“上缴”压岁钱就有点困难
了，她会振振有词地提出抗议：“妈
妈，这是我的钱，你为什么要拿
走？”“你还小呢，不会花钱，放在你
这里容易丢。”我笑着说。她用力摇
头：“我要有自己的钱，我会花钱！”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做出了让
步，给她留出几百元零花钱，告诉她
如果平时表现好，那么家里每次卖废
品的收入，也归她所有。但想要花钱
时需要提前向我申请，只要用途合理
我都同意。

女儿拿到钱，立刻把它放在了一

个漂亮的小盒子里，并郑重地向我宣
布：“这是我的‘小银行’，里面的钱只
有我才能动。”为了“喂饱”自己的

“小银行”，女儿每天不用我催促就能独
立完成作业，还主动扫地、洗碗。我也
遵守承诺，把卖废品换来的零钱，全都
交给了女儿。

今年我生日那天，女儿一大早就找
爸爸，两人神秘兮兮小声聊天，故意不
让我听到。晚上我回到家，发现女儿用
压岁钱给我买了一个多层花架。我问女
儿：“你的钱都用来给我买礼物了，你
的‘小银行’被掏空了怎么办？”没想
到她满不在乎地说：“没啥，我还能再
攒起来呢！咱们把花盆摆起来吧，一定
会很漂亮！”

自从女儿有了自己的“小银行”，
我们时常能收到来自女儿的小惊喜。外
出旅游遇到喜欢的小玩意，女儿也大大
方方地说：“我有钱，这个我自己买！”
通过这个过程，我也终于明白，孩子虽
然年龄小，但也可以在家长的监督和引
导下适当拥有零花钱，从小养成正确的
理财观念。

女儿的“私人银行”
张军霞

每天吃饭时，都是我们所有家庭
成员聚拢最齐的时刻，也是大家聊
起家长里短最多的场合。一家人不
仅分享美食，也分享生活的点点滴
滴。而饭桌上的母亲听到什么，总
要站起身马上付诸行动。用她的话
说，“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起来
就要去做。”

早饭之前，父亲习惯空腹服降
压药。母亲听摇药瓶的声响稀疏、
响亮，便问了句：“药片是不是快没
了？”父亲已端起饭碗，含糊着应对
了句：“大概是吧。”也在吃早饭的
母亲立刻放下筷子，取来药瓶查
看：“不到 10 粒了，要去医院开药
了。”母亲盖上瓶盖，坐下继续端起
饭碗。可没吃几口，她似乎又想起
了什么，跑去储物间打开日常放药
盒的抽屉，“还有一盒！不过还是要
去备点了。”她举起药盒朝父亲摇
手。“快点吃饭吧，都凉了！”父亲笑
着催她。

那天，老公无意提起他穿的一双
鞋脱胶了，最好找人粘粘。母亲一

听，立即放下碗筷去找那双鞋子。我们
一迭声喊：“妈，吃完饭我们来找！”母
亲一边应声回应：“你们吃，我马上
来。”一边将鞋子拎到了门口。

我偶然在饭桌上提起，想吃饭店里
烧的长豆炒鸡肫。母亲接过话题：“下
次我也来试着烧烧，不过，我得先记下
来。”说着，她站起身取来纸笔，将需
要的原料一一记在纸上，还顺便记下其
他要买的油盐酱醋。母亲笃定“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要办的事要马上记下
来，不然转个身就忘了。

那天吃着饭，母亲突然又站起来，
返回餐桌时手里多了个插座式避蚊器。
她说之前孙辈们来家里，总是嫌蚊子
多，她便去买了蚊香和花露水。今天孩
子们都来了，得赶紧拿出来用上。

“妈，古代有个周公，吃一顿饭要
几次放下筷子，生怕怠慢了接待的贤
才。您也总是一饭三停顿，是时时刻刻
关注我们的生活细节啊。”看到母亲一
顿饭都吃不踏实，我心中既感动又感
慨：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让我们珍惜
这份来自家人的最真挚的爱意吧。

一饭三停顿
蔡亚春

如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已
成为不少群众欢度节假日的“标配”。
为进一步激活乡村文旅一池春水，江
西省新余市政协组织开展文旅产业赋
能乡村振兴专题协商调研，助力连接
各地“朋友圈”，在家门口拥抱“诗和远
方”。

“就我看来，咱们这里千村一面的
现状是该好好改改了！”“是啊，别人来
你这里游玩，发现眼前的一切似曾相
识，连吃的都差不多，下次肯定不会再
来，传出去还影响口碑。”……5月份，
在新余市分宜县钤山镇金鸡布村的一
处茶园里，市政协文旅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调研组成员在此聚集，围绕调研
发现的问题交流探讨、思想碰撞。

“实现乡村旅游良性发展，文化是
一剂良方。”市政协常委李清的一句话
将大家的目光引向文旅融合。发展旅
游，文化先行，唯有充分挖掘每个村庄
的历史底蕴、文化特色，才能让“千村
一面”变为“一村一品”。

“我们金鸡布村就是依托茶叶种

植产业，积极举办采茶节、日常亲子采摘
等文化活动，努力展现江西茶文化内涵，
确实吸引了不少游客。”村支书万耀根对
打好文旅特色资源牌深有感触，也给调
研组成员提供了解题思路。

此后，调研组成员又来到高新区、渝
水区、仙女湖区等地的5个村落，同村民
聊历史、话家常，与文旅项目负责人谈规
划、说愿景，深入了解新余乡村文旅产业
发展情况，分析“历史文化+特色产业+
乡村旅游”路径模式，为焕新乡村文化旅
游、赋能发展活力思良策、献良方。

6月初，随着调研组成员对新余市
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情况的摸排掌
握，一场结构化研讨会如期举行。

“下面，请大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不讲套话、直奔主题，针对近期调研情
况、协商提纲初稿及各自思考成果积极
发言。”市政协副主席黄勇单刀直入式的
开场白点燃了现场气氛，大家随即展开
互动。

“协商提纲把我市乡村文旅产业发
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提炼得很好。”市政协

委员龚云接过话茬，建议加入由市级层
面制定长远规划的相关内容，为缓解乡
村旅游同质化现象提供政策保障。

“暑期将至，研学旅行持续升温，我
市乡村研学基地品质普遍不高，是否可
以在提纲里单列这部分内容，为拓展乡
村研学想些办法。”

“资源、人才、资金、服务、产品问题
都提到了，但其中有些还是较为笼统，还
需要仔细斟酌。”

……
经过3个多小时的协商讨论，最终

确定协商提纲，涉及资源挖掘、古村落保
护、经营模式、发展定位、资金支持、文旅
产品、研学质量、人才管理等诸多方面，
每方面问题均有对策建议，并注明建议
承办单位，再次深化共识、凝聚合力。

6月30日，市政协就“推进市文旅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再次召开月度协商会。

“我市乡村地区仍存在一些尚未开
垦的‘处女地’，许多‘散落的珍珠’尚未
成串，‘金字招牌’尚未闪光。”市政协常
委聂朋率先发声，建议尽快启动全市文

旅资源普查，因地制宜进行开发利用。
市政协委员刘莹提出，乡村文旅产业

发展应以企业为主体，引进培育龙头企
业，丰富产业链，真正把品牌擦亮叫响。

在市政协常委彭秋平看来，讲好乡
村故事对打造研学精品路线相当有益。
研学课程开发要深度融合地方特色，持
续不断创造吸引力，为学生提供更加丰
富的学习实践体验。

“感谢各位委员用心调研用情献策，
确实点出了我们目前面临的堵点难点，
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
市文广新旅局局长李继勇表示，将认真
梳理委员建议，推动落细落实，真正让乡
村文化大放异彩，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
越顺。

“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是实现乡
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市政协主席张
家良表示，要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树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灵活机
制，整合资源，突出重点，提升乡村文化
价值，助推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何欣）

新余市政协为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奔走鼓呼新余市政协为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奔走鼓呼

假期不远行假期不远行，，家门口就有家门口就有““诗和远方诗和远方””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石岗墩滩金满园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的 2300多亩
珍珠油杏，近日陆续进入采摘期，合作社工作人员正抓紧采摘、分拣、包装。
近年来，张掖市甘州区积极探索藏绿于“林”、藏富于“果”，大力发展特色林
果业，面积达13.2万亩，成为群众增收的主渠道。 王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