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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秋意越来越浓，我突然就有了回老
家看秋的念头。趁着周末，我紧赶慢赶，
回到家时天已黑。

院里亮着灯。哥嫂侄子正坐在灯下
摘花生果，他们说说笑笑，没人注意到我
的归来。小狗黑子最机灵，我刚进院，它
就摇头摆尾，又蹦又跳。黑子的举动惊
动了大哥，问着是谁，已站起身来。

“三弟回来了，还没吃饭吧？你嫂子
煮的有吃食，还热着呢……”大哥还没说
完，侄子已跑向厨房，不一会儿，端出一
大盆，有带皮的花生，有带苞的玉米，还
有切成段的红薯。“树上有烘柿，让你哥
上去给你勾俩吃。”嫂子说这话时，大哥
已拿了手电筒准备上树，但却被我拦住
了，好说歹劝，他才答应“明儿清早再勾
了让你尝尝鲜”。

聊起秋收，没完没了，睡时已夜半。
老家真好，静谧中，枕着虫鸣悠然入梦，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推开窗，秋便跃进
眼里。

我住在二楼，那棵柿树的枝就伸在
窗前。那些红透了的烘柿，红嫩透彻，在

晨曦中闪光，看一眼，便垂涎欲滴。与柿
树紧挨的是棵核桃树，叶子虽稠密，色泽
已泛黄。透过枝叶，能看见不少的青皮
核桃。大哥正在临街的平房顶上忙着摊
晒花生。三间房顶，一半摊的是灰褐色
的核桃，一半晒的是土黄色的花生。与
临街房相连的两间厦子房顶上，一半是
金黄的玉米棒，一半是雪白的棉花朵。

就那么点玉米？面对我的问话，大
哥指了指我背后的上房。只见上房迎面
的墙上，左边自上而下，挂的全是玉米
辫。以前，我们会撕开玉米棒的苞皮，一
个连着一个拧成长长的辫子状，挂在树
上晾晒。而今年，大哥却别出心裁，把玉
米辫子挂在了墙上。墙的右边，自上而
下全是辣椒串。不用说，那是嫂子的杰
作。一边金灿灿，象征着财富；一边红彤
彤，象征着生活。大哥说，那面墙，表达
了这个秋天他最想表达的心境。

农家小院，秋意正浓。累累硕果，无
处不在。它们把农家院落渲染得五彩缤
纷，把乡村生活映衬得红红火火。看着
哥嫂灿烂的笑脸，我已看到了整个秋天。

缤纷农家秋
徐善景

结婚10年，我养成了每周末去婆婆
家蹭饭的习惯。有朋友不解，打趣说，见
过“啃老”的，没见过像你们“啃”得这么
勤的。我笑，就当是“啃老”吧。其实，我
和老公之所以每周不落地过去蹭饭，还
真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喜欢婆婆家饭桌
上温馨的气氛和无话不谈的畅快。

记得刚结婚时，老公第一次说要带
我去婆婆家吃饭，我其实颇为排斥。因
为虽是公婆，却毕竟不是自己的父母，
而且刚结婚，见了面不知道说些啥，与
其尴尬，还不如自己在家吃。但最后拗
不过老公的意思，还是去了。饭桌上，
我一言不发，却惊讶地发现老公和公婆
相谈甚欢，生活、工作一个也没落下。
即使是说到老公以前的大学生活，涉及
哪个同学，公公和婆婆居然也很熟悉，
然后话题继续跟进……

晚上回家，我惊奇地问老公，是怎
么做到和父母无话不说的。老公说，他
家的习惯就是什么事都搁到饭桌上说
一下，一来可以消除代沟，二来父母也
是他的生活智囊。果真，之后再去婆婆

家吃饭，我发现老公更多说起的是单位
里发生的一些棘手事，而公公也都会一
一给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婆婆倒是和
我一样在边上听着，偶尔也会插上一
句，但更多的还是一句总结陈词：“嗯，
你爸分析得很有道理。”

慢慢地，我习惯了一家人围在一起
吃饭，然后说工作、说生活；再后来，我
也开始成为饭桌上聊天的主角，说一些
职场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说来也奇
怪，只要把那些烦恼事、揪心事在饭桌
上说一说，听听家里人的分析和建议，
心中便又会充满无穷的斗志。后来有
了孩子，饭桌上自然就多了一些关于亲
子的话题。我们聊聊孩子，聊聊工作，
再勾勒下以后的美好生活，那场景满满
都是幸福。

我和老公约定，哪怕以后公婆岁数
大了，我们也要尽量维持这每周一次的
家庭聚餐。因为一家人在一起，不是在
乎这一顿饭吃什么、喝什么，而是彼此
说说交心话、体己话，才是最美好的，那
才是我们真正为之陶醉的“暖心菜”啊。

饭桌上的“暖心菜”
柏红梅

夜幕降临，月亮爬上山头。湖北
省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刘家坪
村落柑橘转运广场上热闹起来。

“感谢政协委员帮我们想办法建
了这个广场，让橙子有地方堆放、销
售，还能歇凉。”村民周功寿高兴
地说。

年初，郭家坝镇政协联络组组织
下沉到该村的市县政协委员，实地
走访村落群众。“柑橘销售季缺少转
运场地，村落群众没有活动场所。”
针对村民普遍反映的问题，联络组
召集人迅速组织政协委员、镇村工
作人员和村民召开“村落夜话”。经
过充分的协商交流，最终就柑橘转
运广场建设内容、资金筹措等达成
一致意见。

“4个多月就建成投入使用。”王
家岭村党支部书记马尚军介绍，该项
目可惠及本村落及周边群众约 500
人。周功寿算了一笔账，广场每年至
少可以给每户柑农节约转运成本
2000元。

建设柑橘转运广场只是委员下

沉，开展“一线协商·共同缔造”助力乡
村振兴的一个缩影。为打通履职“最后
一公里”，秭归县政协着力搭建界别活
动室、政协联络室、协商议事室、委员工
作室，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协商
议政体系，引导省、市、县三级198名政
协委员下沉乡镇、村（社区）、村落，听民
声、察民意、解民忧。截至目前，共收集
问题建议150多个，向省、市政协报送
社情民意信息50多篇。

“茶叶品种多，加工设备就多，成本
就大。”“相对分散的茶园能否纳入茶叶
品改以奖代补政策范围？”“秭归绿茶要
在品质上做文章，要在种植源头上做文
章、在品牌上做文章。”

……
春耕时节，一场助力茶叶品质提

升、促进茶产业发展的“一线协商·共同
缔造”“村落夜话”在茅坪镇建东村
举行。

茅坪镇茶叶种植面积占秭归县的
三分之一，但品种多而杂。针对茶农在
茶叶品改中的疑惑、茶产业发展中的薄
弱环节，茅坪镇政协联络室和村协商议

事室确定了“共商茶叶发展、共建产业
链条”协商主题。当天，下沉的政协委
员、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茶产业专家、
茶农代表、茶叶加工企业代表等围绕茶
叶品种改良、品质提升、品牌塑造协商
议事、聚智建言。

会后，全镇茶农踊跃响应，按照农
技人员的建议，套种矮秆经济作物
1400多亩，解决品改短期经济收入减
少的问题。该镇长岭村党支部书记李
士明说，一线协商谈出了农民增收新路
子、新局面，提升了茶农品改提质的信
心和决心。

据统计，“村落夜话”参与群众达
2000多人次。通过协商，秭归县政协支
持指导所联系的杨林桥村发展茶园
1500亩，今年春茶综合收入近百万元。

“政协委员送技术上门太周到了。”
磨坪乡村民张周海十分感动。一大早，
尹爱华委员工作室邀请中药材种植专
家赶到磨坪乡，对残疾村民进行中药材
种植培训，为他们增收传授技术。

尹爱华成立委员工作室后，将本职工
作和委员履职有机融合，积极服务残疾

人，今年已免费培训农村残疾人100多
人次。

政协委员郑学锋和他的团队，针对
秭归柑橘果实下山难题，研发推广山地果
园轨道运输装备。近年来，受益果园超6
万亩，累计节约背运成本2.5亿元以上。

政协委员林丹苹下沉杨林桥村，坚
持每月入户随访，为困难群众把脉
义诊。

……
一个个委员，犹如一盏盏温暖而明

亮的灯火，闪耀在屈乡大地上，送的是
服务、解的是难题、拢的是民心。

“建设协商议政体系的目的就是要
充分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在一线调
研、一线协商、一线服务。”秭归县政协
主席王华说，搭建小平台解决民生大实
事，通过微调研、微协商、微服务，做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
为，将政协履职和为民办实事有机结
合，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机衔
接，走出了一条助力社会治理的实用
路径。

宜昌市政协主席王均成对秭归县
政协的经验做法给予肯定。他表示，
通过探索创新推动委员下沉，增强了

“一线协商·共同缔造”的针对性、实效
性。分层级搭建协商议事平台，把协
商活动真正开展起来、把委员作用发
挥出来，充分释放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潜
力和效能。

（梅云超 邓芳芳 韩彬彬）

将政协履职和为民办实事有机结合

湖北秭归：委员下沉服务乡村振兴

分布于梁峁沟壑的一个个养殖基
地里，肉鸡上料、喂水、调温、控湿、集蛋
等一键操作；一枚枚新鲜鸡蛋沿流水线
经过检测、分重、装盘后装箱；一车车鸡
粪运进有机肥厂，经过高温发酵变成高
效生物有机肥……大连瓦房店市把肉
鸡产业作为全市农业首选产业，锚定百
亿级肉鸡产业链集群，不断加快建设发
展步伐，为乡村振兴培育新动能。

“在瓦房店市，养殖业作为助农
增收的主要产业，挑起了乡村振兴的

‘大梁’。”瓦房店市政协委员吴青春

说，近年来，瓦房店市通过引进上市
公司等大型企业、发展壮大本地龙头
企业，大力发展肉鸡全产业链，走出
了一条前景广阔的特色发展之路，助
力乡村振兴驶入快车道。

自2016年起，瓦房店市在全省
率先创建“公司+养殖龙头企业+农
户”运营模式，逐步打造出肉鸡产业
全产业链条，全市肉鸡产业重点龙头
企业发展到20多家，肉鸡养殖户2000
多户，建有规模化养殖小区上千个，
父母代肉种鸡存栏200多万套，商品

代肉鸡年养殖量在2亿只左右。
一业兴，百业旺，肉鸡产业鼓起了当

地农民的腰包。“一个月少说也能挣到
6000多块钱。”太阳街道那屯村村民姜小
会是当地一家肉鸡加工厂的工作人员，
靠着这笔稳定的收入，几年下来，家里盖
起了新房子，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

肉鸡产业不仅为群众增加了收入，
更在全市“遍地开花”，很多农民建起
家庭养殖场，春季卖鸡仔、平时卖鸡
蛋，一家学一家、一户带多户，养鸡产
业发展得红红火火。

“肉鸡产业还拓宽了农作物的销
路。”吴青春举例说，农民种植的玉米
等，可以加工成肉鸡饲料，实现就地

“消化”。用鸡粪生产的有机肥，深受果
农、菜农、瓜农的认可，推动无公害、
绿色、有机农产品的种植生产，提升了
农产品附加值。肉鸡产业发展同时促进
了餐饮住宿、商贸物流、交通运输等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推当地农业转型
升级、农户增收致富、县域经济提速发
展。到2023年，全市直接或间接从事
肉鸡产业的人员达到25万多人，有力
促进了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和群众就业。

肉鸡产业已经成为瓦房店市的一张
特色名片，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县（市）
级前列，其肉鸡产品不但在国内知名，
而且远销蒙古国、中东地区、阿鲁巴岛
国等，目前正在开辟俄罗斯、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平均每年创汇1亿
美元，创汇额居全市所有行业之首。

从业人员25万多人 平均每年创汇1亿美元

养殖业挑起瓦房店乡村振兴“大梁”
赵凤婷 吕东浩

没有豪华舞台，没有明星出演；
唱的是乡音，舞的是乡情。近期，一
场别出心裁的“村晚”在湖北省孝昌
县金盆湖村文化广场上拉开帷幕。

夕阳的余热尚未褪去，文化广场
上早已人声鼎沸，附近十里八乡的村
民及闻讯而来的群众排坐在大舞台
前，等待晚会开始。在热烈的掌声
中，女声独唱、唢呐、楚剧、湖北大
鼓等极具“荆楚文化”特色的节目轮
番上演。表演者用饱满的热情和精彩
的演出，展示了新时代乡村群众的精
神风貌，铺开了新时代乡村生活的生
动画卷。

晚会中，还进行了金盆湖村“小
手牵大手”系列活动表彰颁奖，评选
出“十好家庭”“文明卫生户”“优秀
学子”等荣誉家庭和个人。

作为孝昌县“一线协商·共同缔
造”活动试点，金盆湖村今年已经举
办了3次一线协商活动。在6月中旬
的协商议事会上，县政协委员鲁以芳

提议，要探寻那些藏在乡土间的文化
符号，通过办一场“村晚”，兴一域
乡土文化，让更多人感受到文化的魅
力。该提议得到了县政协及村“两
委”的支持。于是，金盆湖的首届

“村晚”应运而生，鲁以芳亲自参与
谋划并担任主持人。

金盆湖村支书戴建伟说，“乡村
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次‘村
晚’的舞台虽然简陋，演出却很精
彩。不仅演出了金盆湖的文化底蕴，
也提振了老百姓心怀乡情、建设乡
土、造福乡梓的精气神。”

政协委员、县文旅局工会主席王
方表示，“村晚”不仅是一场联欢会，
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希望更多政
协委员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发挥自身优
势，谋划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聚焦乡
村文化事业，多开一些接地气的协商议
事会，多办一些老百姓支持的“文化
事”，为让乡村文化真正“活”起来注
入更多的政协智慧和力量。

金 盆 湖 的“ 村 晚 ”
沈阳 周梦蝶 本报记者 毛丽萍

“我自己种了3亩糯稻，还帮东柳醪
糟公司发种子、收稻子，一年有3万多元的
收入，日子越来越好了。”四川省达州市大
竹县月华镇玉皇庙村村民徐学政指着金
灿灿的田地，兴奋地告诉前来调研糯稻种
植情况的县政协委员们。

大竹县被誉为“中国糯米之乡”“中
国醪糟之都”，有东柳醪糟、顺鑫农业、利
民醪糟、席醪糟等规模以上糯米生产加
工企业8家，糯稻需求量大。糯稻产业
发展一直是该县努力扶持的重点产业，
也是广大政协委员关注的重点。

之前，因种子质量良莠不齐等因素，
大竹糯稻产量不高，需要从老挝、越南等
地进口。让本地企业用上本地糯稻，发展
糯稻产业势在必行。为此，县政协组织委
员多次深入乡（镇）、村的醪糟企业调研走
访，了解群众糯稻种植意愿、企业糯稻需
求。针对本地糯稻质量相对不高等短板，
委员们认为，必须在选种、技术、产量上下
功夫，在产品质量上求突破。

为此，委员们通过常委会会议、提案、
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建言献策。委员们建
议，应尽快建设现代糯稻产业园区，在政策
上给予倾斜；加快选育适合本地土质的糯
稻种子，提高糯稻品质；鼓励糯稻产业发展
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引导社会力量投身

糯稻产业发展，打造“政府-企业-农户”三
位一体格局……

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得到了县委、县政
府的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了《大竹县现代
农业园区建设推进方案（2019—2023）》
《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实施意
见》《确保粮食安全十条措施》《大竹县推
进现代农业园区的七条措施》等一系列扶
持政策，鼓励企业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
程，扩大生产规模。县农业局还设立了专
门的糯稻产业发展中心，整合20多个涉农
项目，累计投入资金1.6亿元，集全县之力
打造糯稻现代农业园区。

县政协委员、四川东柳醪糟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唐本栋身体力行，率先在厂区
周边村种植糯稻，并设立了试验田，与省、
市农业科研机构合作，筛选推广优质糯稻
品种。目前，公司已建成2.5万余亩的大
竹（糯稻、醪糟）现代农业园区，让许多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同时，在大竹县、开江
县，重庆垫江县、长寿区等地的24个乡镇
80个村建有糯稻基地20万亩，带动5万农
户18万人从事糯稻生产。

如今，大竹县的糯稻产业发展新格局已
基本形成，大竹醪糟、汤圆粉、米质饮料等
10多个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糯稻产业成
为全县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稻花香里说丰年
张天红 黄佑琳 本报记者 韩冬

“今天，我们在这里组织召开三
级政协联动协商议事会议，目的就是
围绕马鹿塘库面和库区周边的生态环
境保护、安全管理、群众生活环境治
理等问题进行协商，共同探索解决问
题的好办法，让马鹿塘水库环境变得
更加秀美。”不久前，一场以“让出
境的每一滴水都展现大国担当——麻
栗坡县马鹿塘水库生态环境保护”为
议题的“院坝协商”议事会议，在云
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天
保镇小寨村召开。

蜿蜒的盘龙河流经文山州，是文
山人民的母亲河。马鹿塘水库就位于
盘龙河干流上，距天保口岸 18 公
里，水库的水流经天保口岸后流入越
南。马鹿塘电站建设期间，库区群众
为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分别移民
到不同安置点。为助力库区移民后续
稳定发展，麻栗坡县委、县政府安排
了一批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引导移民
在库区水面发展网箱养鱼。但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部分养殖户网箱养鱼不

规范，导致水体水质下降；网箱养鱼
数量超过水面承载能力，导致养殖户
利益受损；进入库区垂钓的人数增
多，配套的停车场、钓位、厕所、垃
圾收集清运设施建设不到位等问题亟
待解决。

获悉马鹿塘水库的发展困境后，
省政协社法委决定联合文山州政协、
麻栗坡县政协，通过三级政协联动推
进的方式，组织开展“院坝协商”，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助推社会治理中
的作用。

“现在开会，大伙儿有建议都可
以说说……”当天，随着会议主持
人、麻栗坡县政协副主席廖维敏的开
场白，与会人员纷纷围绕助推马鹿塘
水库周边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改善建
言献策。

“当前，水库周边部分村寨还没
有建三级化粪池、污水处理池等，每
到雨季，污水四处流，非常影响水库
水质。建议相关部门加快村寨污水处
理设施、厕所改造。”小寨村村民李

开艳说。
村民张永祥从事养殖业已有多年，

他发现，由于库区监管不到位，当前仍
然存在违规增加养殖网箱、非法捕捞等
现象。“建议建立举报机制，加大对库
面非法养殖、垃圾乱堆乱放等行为的打
击力度，形成共同管护、共同监督的良
好局面。”

“马鹿塘水库周边土质疏松，雨季
常有大量泥沙经冲刷后流入水库，时间
一长，我们的土地会越来越瘦，水库会
越来越小。”村民李永成建议，在水库
周边多栽种一些多年生果树，既能固沙
固土，又能增加村民收入。

针对村民提出的意见建议，参会的
县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天保镇政府负责
人给予了积极回应。

经过充分协商，会议最终达成了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依法处理库面移民私
自搭建养殖箱、非法采砂等违规行为；
加强“两污”治理工作，积极争取麻栗
坡县盘龙河流域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
目；营造“爱河护河”氛围，制定举报

破坏库区生态环境行为奖励制度；扶持
群众发展产业，争取移民就地恢复生产
项目扶持资金；推动库区变成“景
区”，在小寨村委会下福田等村民小组
打造休闲度假垂钓区、水上娱乐体验
区、乡村生态采摘区，带动库区群众增
收致富等多项共识。

“此次协商议事会议，选题紧扣生
态文明建设，对助推盘龙河流域水质改
善、马鹿塘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将起到积
极作用。县政协将对协商达成的共识跟
踪问效，推动协商成果尽快落地。”麻
栗坡县政协主席陈仕龙说。

文山州政协主席玉荣表示，下一
步，要积极开展“院坝协商”议事成果
落实情况“回头看”，着力在助力库区
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等方面展现政协作为。

到会指导的省政协社法委主任刘绍
平表示，要抓好协商成果转化落地，进
一步激发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强大
动力，为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
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云南省州县三级政协联动协商议事

盘龙河畔说环保盘龙河畔说环保 马鹿塘水会更好马鹿塘水会更好
杨丽娅 李茜茜 本报记者 吕金平

安徽省怀宁县腊树镇芝岭村村民在蔬菜产业园大棚内种植土豆。白露节气过
后，当地农业生产进入秋管和秋收的繁忙季节，田间地头一片忙碌景象。据介绍，
该村结合项目资金，发展蔬菜大棚100余座，年增收近200万元，带动近百名群众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檀志扬 程海珠 摄

山东省庆云县严务乡黄邱新村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长势喜人、丰收
在即。县政协委员郝战峰创办合作社，吸纳67户村民入社，今年套种大豆、玉
米 80 余亩，通过精细化管理，预计每亩增收 200 元，探索出一条“土地提效
益、群众得实惠、集体增收入”的强村富民新路径。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