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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初秋时节，走进甘肃省民乐县民
联镇河湾村马铃薯种植基地，多台马
铃薯收获机来回穿梭，正在进行收获
作业。随着机声隆隆，一颗颗饱满、
黄亮的马铃薯破土而出，铺满了田间
地头，工人们忙着分拣、装袋、装
车，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我今年种植的 1200 多亩马铃
薯，亩产可达3500公斤，同爱味客
公司签订了订单，收购价格也相当可
观！”基地负责人张鹏高兴地说。据
民乐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今年
民乐县种植马铃薯15万亩，总产量
预计达到4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将
达10亿元。这丰收的喜悦，离不开
县政协的有力推动。

近年来，民乐县立足气候冷凉、
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质疏松、

病虫害轻的资源禀赋和气候条件，大力
发展马铃薯产业，取得较好成效，但同
时也存在一些短板。马铃薯产业如何升
级，共富“钱景”如何打开，始终是民
乐县政协委员关注的重点。

在县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陈建
生、马永彪等委员针对马铃薯种植经营
主体科技水平不高、品牌效应不强、对
市场价格把控能力不足等问题，提交了
《关于成立马铃薯产业联盟的提案》，建
议全县成立马铃薯产业联盟，培育一批
懂技术、会经营的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打造马铃薯
标准化生产示范区，统一抱团销售抵御
市场价格风险。

民乐县政协将其作为重点提案由主
要领导领衔督办。县农业农村局在办理
该提案中充分吸纳委员建议，组织89

家专业合作社、500家种植大户加入马
铃薯产业联盟，制定《民乐县马铃薯产
业联盟章程》。此外，还举办了马铃薯
产业发展论坛，组织种植大户开展技术
培训，为每个千亩以上的种植基地选派
一名技术专家驻点全程指导服务，促进
马铃薯产业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
植、标准化生产。

在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雷菊
红、赵惠芳委员针对马铃薯贮藏体系滞
后、精深加工能力弱等问题，提交《关
于促进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提
案》，建议建设马铃薯贮藏基地、引进
培育马铃薯精深加工企业。

县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积极争引项
目资金，对接农产品加工企业，建成马
铃薯气调库两座，引进培育了爱味客、
丰源薯业、天润园等企业，形成了以全

粉、精淀粉为主、主食化系列食品为补
充的集群化加工体系，初步建立了“农
头食尾”式的全产业发展链条。

今年春耕备耕期间，外地马铃薯种
子供应一度紧张，民乐县从外地调种陷
入困境。3月6日，县政协向县委、县
政府报送了《全县粮食安全生产视察报
告》，县委书记当即作出批示。

在县政协的推动和县农业农村局的
大力支持下，多方筹资1.2亿元，建成
马铃薯自动化组培育苗中心3200平方
米，配套建设 8000 立方米气调库、
1200平方米自动化苗盘定制车间。

政协助力，“薯光”无限。民乐马
铃薯产业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已
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广大
群众正在乡村产业振兴的大道上阔步
前行。

种植面积15万亩 总产量40万吨 全产业链产值10亿元

甘肃民乐“薯光”无限照亮共富前景
李育才

芦荻白头，促织催衣，寒雁南
飞，天气转凉。草丛里的蛐蛐像是
有些怕冷了，时不时蹦达着溜进我
的书屋。捉两只放进用席篾编制的
笼子里，天天采摘菜叶喂食。它们
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就是不再鸣
叫。草木有本性，虫鸟亦如此。不
叫就不叫吧，或许它们来投奔我的
意思就是让我明白，天冷了，该添
衣裳了。

世间万事万物皆有联系。比如
自然界的四时轮转，就是一种客观
规律。节令到了，该冷的时候冷，
该热的时候热，不仅人类能感知到
这样的变化，就连虫蚁亦是如此。
在许多人们熟知的谚语里，就有这
样的记载。如：蚂蚁搬家蛇过道，
必有大雨到；蜻蜓飞得低，出门带
斗笠；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
鱼儿出水跳，风雨就来到；草上结
罗网，河里水要涨……这些无一不
在告诉我们，自然界里动物、植物
都是人类的朋友，我们必须珍惜和
爱护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自觉地
保护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人类也
免不了有着得鱼忘筌、自高自大的
弱点。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造
纸热兴起，遍布全国各地的工厂产
生大量污水，这些污水被排进河道
和海洋，不仅严重污染了环境，也
给人类身体健康带来巨大隐患。直
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提出，才让人们擦亮了眼睛、看
清了方向，环境治理问题得以引起
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水源污染、大
气污染、沙尘暴等问题都得到了较
好的治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个需要
随着客观环境变化不断加以调整和改
进的课题。在当下自然环境治理已经
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
还有许多短板需要尽快加以改善。比
如，这些年，我越来越少见到燕子
了。记得少年时候，农村家家户户的
房檐屋下都有燕子做窝儿，这些乖巧
的小生命开春由遥远的南方飞来，孕
育出新的雏燕；待到秋风渐凉，便举
家南迁。春来秋往，燕子不仅带给人
们节令变化的提示，也如同老友般有
来有往，给人以“德不孤，必有邻”
的亲切感和心灵慰藉。

如今，横空低飞的燕子越来越
少，固然有自然界物竞天择的原因，
但也不乏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但
不管是出于哪种情况，都不应被忽
视。如果人人都能有爱护动物的自
觉，有关部门能推出保护它们生存环
境的措施，相信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能
越来越融洽。

天气渐渐变凉，我也由季节变换
想到了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这并
非 杞 人 忧 天 ， 而 是 出 于 善 待 大 自
然，善待万物生灵的责任，是每个
有爱心、讲良心的公民应有的道德
素质。当我们与大自然达成相互尊
重、和谐相处的共识，就会有许许
多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浪漫纷至沓
来——会想起喜鹊为牛郎织女搭起鹊
桥的传奇，会感叹神农尝百草惠及
万代的恩赐，会讲述“兔儿爷”为
百姓送药去毒的神话。

天凉了，又到了换季添衣的时
候。人类在关爱自身的同时，也多多
关注大自然的生灵和环境吧。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万物有灵看和谐
王树理

大清早，家庭微信群里就热闹
起来，起因是小婶娘发了一张奶奶
吃饭的照片，并配了文字：“奶奶很
喜欢今天的‘早茶’。”照片上，八
十高龄的奶奶笑眯眯地坐在桌前，
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穿得
干净、整齐，不用问，这一定是小
婶娘打理的。桌上，红枣玉米粥、
腌黄瓜、鸡蛋、葱花饼，又好看又
美味，营养搭配又合理。家人们纷
纷点赞。大伯感慨道：“这一顿普普
通通的‘过早茶’里蕴含着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和一个家族的良好家
风。”

“过早茶”是我家乡这一带的风
俗。过去，老人到了七十岁就不用
下田了，每天早晨，家中晚辈都会
奉上一碗“过早茶”，双手递到老人
床前，恭恭敬敬等老人吃完，然后
服侍老人起床。在物质条件匮乏的
年代，“过早茶”名字虽好听，实际
就是取一小撮馓子，用滚开水冲泡
开，撒上一点点白糖。条件更差
的，就舀一小勺面粉或杂粮面，兑
点开水，搅成面糊糊。每天早上，

老人刚睡醒，晚辈们就会把一碗热气
腾腾的“过早茶”送到床前，笑着招
呼一声，再说上一句吉利话，让老人
心里暖和。

记得小的时候，每逢长辈来家小
住，父母都要提前排一张表，约好谁
不上夜班谁就准备“过早茶”。即使长
辈体谅父母的辛苦，不让他们准备，
他们也从不怠慢。我放假的时候，父
母则会要求我早点起来，给长辈送

“过早茶”。前些年我结婚，父母反复
叮嘱我要孝敬老人。婚后岳父母来我
家，我都会为他们准备“过早茶”。我
父母来，妻子也是如此。如今生活条
件好了，妻子会变着花样做一些老人
爱吃的东西。年幼的女儿也总是跟我
们“抢”——抢着把“过早茶”端给
长辈。老人乐得眉间眼底都是笑。这
种天伦之乐，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思想
观念的转变，年轻人越来越少和父母
同住。但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敬老、友爱、和睦的氛围仍不可少。
只有良好的家风家教才是家庭和谐、
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

“过早茶”里的家风
童喜

小时候，妈妈给我的印象是“钢
铁女侠”般能干，从早忙到晚，工作
生活两不误。我以为妈妈永远不会喊
累，永远那么风风火火、雷厉风行。
直到有一天妈妈病了，我才知道她的
心有多柔软。

单位同事买了鲜花和水果去医院
看望妈妈，等他们走后，妈妈把那束
鲜花拿起来看了又看，闻了又闻，然
后分成几束插在矿泉水瓶里，眼里是
我没见过的喜悦和娇俏。当时我心里
一震：原来妈妈也有一颗少女心，只
不过被忙碌的生活淹没了。

静下来细想，那些平时被我忽
略的点点滴滴逐渐浮现在眼前。比
如，妈妈的着装以深色简洁为主，
她说工作环境与职业不允许她艳丽
多姿，但她却时常流连在我的衣柜
前，摩挲那些漂亮的衣裙。妈妈不
化妆不打扮，但我每次买回新的化
妆品，她却总是充满好奇，会试试
口红颜色。可上一秒还对着镜子顾
盼生姿，下一秒就不好意思地匆匆
洗掉。我觉得，这是因为妈妈的

“妈妈”面具戴得太久了，以至于久

违的少女心冒出来的时候，她自己居
然有些不适应。

不过，自从妈妈退休，我也有了自
己的事业和生活后，她的一颗少女心就
再也藏不住了。

现在妈妈最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
还不忘搭些配饰；妈妈爱上了养花，家
里各种花卉争奇斗艳；妈妈还跟我学化
妆，去舞蹈工作室学跳舞。妈妈的朋友
圈文艺又浪漫，随手拍的照片，配上一
段心情文字，温柔又不失力量地展示生
活的精彩。节日公园里，小贩兜售彩色
气球，妈妈主动跑过去，挑了一个粉紫
色的让我付款，然后气球被美美地绑定
在背包上。那个曾经坚韧刚强的女子似
乎已经一去不复返，可我更喜欢现在的
妈妈，真实自然，少女心像珍珠玛瑙般
闪烁，发出耀眼的光。

忽然觉得，每一个女人，无论什么
身份和年龄，都有权利像少女一样，被
允许哭泣和幻想；都可以拥有发现美、
感知美的能力，都应无所畏惧成为心中
的自己，而不是在不同阶段戴着不同的
面具生活。我的妈妈，唯愿您花开半
生，归来仍怀少女心！

妈妈有颗少女心
夏学军

初秋的川西高原，绿意盎然，生
机勃勃。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马尔康市市区出发，行驶20多公
里便能抵达松岗镇洛威村。一下车，
成片的向日葵花海扑入眼帘，吸引了
大量游客拍照打卡；错落有致的藏式
民居点缀其间，不少还改造成了藏式
民宿、藏家乐，家家生意兴隆。农牧
民群众脸上、眼里都是满满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洛威村是阿坝州着重打造的乡村
振兴示范点之一。近几年，阿坝州着
力推动“一州两区三家园”战略目标
实现。州政协始终坚持“党委中心工
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
里”的理念，按照“大格局小切口大

道理”的思路，聚焦建设生态美丽、和
谐幸福、富裕小康“三家园”这一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抓手”，深入协
商、积极建言，助推州委、州政府制定
出台《阿坝州“三家园”工程建设实施
方案》《阿坝州“三家园”十百千行动
实施方案》，通过一盘棋谋划、一张图
作战、一体化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
实现“一笔画五美”。

在汶川县威州镇布瓦村九耕农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标准化果园，州政协
委员、企业负责人刘明清正向种植户普
及培训全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的好
处和用法。

“有了这套‘高科技’，管理果园比
过去轻松多了，不但省工而且还省肥，

每亩地至少节约成本200元，产量提高
5%-10%。”刘明清告诉大家，这套全智
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能节水 30%以
上，肥料用量节约20%。同时，还可用
手机或电脑远程调控，大大节省了人
力、财力、物力，达到了水果产业提质
增效的目的。

“搞农业不能吃‘独食’，得带着乡
亲们一起，才更具市场竞争力。”看到
不少种植户对自己的介绍动了心，刘明
清豪爽地承诺，将向大家无偿提供技术
帮助，并分享自己的销售渠道。

在理县通化乡通化村拾柴文创园
里，造型各异的奇石花盆、精美的石头
文创产品成了抢手货，为村集体经济带
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这个闲置多年的大理石厂能顺
利转型，还得感谢县政协的一次‘有事
来协商’。”通化乡党委书记颜贵军介
绍，2021年，通过县政协“有事来协商”
平台，在县政协委员们的帮助下，村

“两委”多次组织全村村民围绕原大理
石厂的改造利用开展协商讨论，最终
达成了一致意见：就地取材，将原通化
大理石厂改造为石材加工厂，取名“拾
柴文创园”，聘请手艺人，将当地无用
的石头制作成花盆、笔筒、烟灰缸等工
艺品进行销售。之后，委员们又多次围
绕文创园的发展出谋划策、牵线搭桥，
当年就实现毛利润35万余元。现在，通
化乡家家户户门口都是这些漂亮的石
头，不仅扮靓了村容村貌，还带动了村
民共同增收。

如今的阿坝，村美民富的乡村振兴
示范格局正加速形成。一幅布局美、产
业美、环境美、生活美、风尚美的“五
美”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州政协主席
尼玛木表示，全州两级政协组织、广大
政协委员将继续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聚焦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政协
所能，为探索阿坝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
径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四川阿坝州：

一笔绘出乡村美 政协献智家园兴
刘宏 本报记者 韩冬

又是一年丰收季。望着漫山红
艳艳的“望香红”苹果，大连瓦房
店市的果农内心充满喜悦。

今年是“望香红”苹果繁育成
功并大面积推广的第12个年头，仅
在大连地区种植面积就达到万余
亩。2022年，“望香红”苹果平均收
购价突破每斤 4 元，为当地果农增
收2亿多元。

“望香红”苹果的研发者叫牛昌
江，年逾 70，是土生土长的瓦房店
人。“几十年里，他把心思都扑在了
苹果新品种繁育上。”瓦房店市政协
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丰福
介绍，打从牛昌江在自家果园发现
一株长势有点特异的果树，便产生
浓厚兴趣，开始潜心研究，先后经
过多个不同品种的杂交、嫁接，经
过 6 年多精心培育，最终研发出优
良品种——“望香红”，并于 2011
年在中国第四届苹果擂台赛上获得
创新三等奖。

“‘望香红’苹果属于晚熟浓
香型新品种，果色浓红、汁液丰
富、肉质细脆、香味浓郁，不仅营
养丰富，而且抗氧化、抗病力强，
还可以实施无袋栽培，适应多个地
区种植。”牛昌江介绍，新品种培育
成功后，他本打算先在本村推广，
可让村民放弃侍弄了多年的老果
树，可谓难上加难，有的甚至白送
新品种树苗都不要。见此情景，牛
昌江便带头将自家的果树全部换成

“望香红”，又动员村里果树技术员

一起参与进来。结果，果树种下第二
年就开始长果，到第四年已是硕果累
累，而且新品种苹果一上市就备受欢
迎。看到这些，村民们纷纷跟着栽种
或嫁接“望香红”。

2012 年，“望香红”苹果被大连
市列为农业新品种推广项目。为了带
动更多果农增收致富，牛昌江专门成
立了长江果品专业合作社，根据品种
特性制定“‘望香红’无公害生产技
术规程”，示范实施新建园栽植保活、
高接换头改造老果园、纺锤树形修
剪、摘心促开花、壁蜂与人工授粉相
结合等生产配套技术。

牛昌江还通过村级农技推广员、
“望香红”新品种示范园广泛开展技术
培训，在生产的各个关键阶段适时举
办苗木繁育、果园建设、整形修剪、
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培训
班。经过示范带动和大力推广，瓦房
店市赵屯乡全乡1500多户果农改造老
果园 8000 多亩引进“望香红”，并创
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和种植示范
基地，每年接待千余名省内外慕名而
来的果农参观学习，全国种植面积达
20多万亩。

虽然“望香红”苹果取得成功，但
牛昌江并没有就此停止创新。近几年，
他又相继培育出“绿帅”“晒沙”等

“望香红”的系列品种。谈及未来打
算，牛昌江希望打造一个以“望香红”
为基础的产业链，不断扩大产业规模，
带动储藏业、运输业、营销业等产业联
动发展，帮助更多群众增产增收。

红红的“望香红”火火的好日子
赵凤婷 吕东浩

晚霞退去，华灯初上。湖北省十
堰市郧阳区柳陂镇龙韵村的“武当不
夜城”灯火璀璨、游人如织。伴随着
欢快的音乐声响起，《太极三丰》《梨
花传奇》《在水一方》等10余组演艺
节目准时上演，游客们或驻足观看精
彩的现场表演，或亲身体验《玄武当
道》游戏的玄幻，或流连在琳琅满目
的非遗文创商铺，或三五相约品尝各
式小吃美食……

“这个曾经一入夜便沉寂的小
村，如今能被‘点亮’，离不开区政
协的帮助支持。”柳陂镇党委副书

记、龙韵村党支部书记李小敏介绍说，
龙韵村是湖北省首个因移民、易地扶贫
搬迁而新建设的行政村落。因村子集中
安置 24 个村搬迁来的 800 多户群众，
便有了“易迁村”的称呼。

2022年3月，区政协主席党永生带
领政协委员到该村调研，发现这个村虽
有香菇、袜业等产业配套，但三产融合
还不够充分。如何丰富业态、促进“易
迁村”创新发展？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
多次带队进村调研。

龙韵村紧邻风光秀美的汉江，建设
不夜城既是赋能乡村振兴、丰富文化生

活、推动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建设的
引爆点，也有助于产业向高品质、多业
态拓展，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端上旅游
金饭碗。

为此，区政协组织委员、专家及
有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与 村 民 代 表 召 开
“‘郧’约来商量·建设共富村”民
意恳谈会23场次，最终形成建设武当
不夜城，促进村民共同富裕的方案，
得到区委、区政府重视和采纳，由区
政协牵头推进。

4月30日，一个集节点演艺、特色
美食小吃、科技体验、互动娱乐、文创

零售等复合业态于一体的“武当不夜
城”建成运营，短短3天时间，就吸引
周边逾37.5万名游客打卡。

如今，每到傍晚 7 时，不夜城上
空 72 盏“风洞艺术装置”灯具如约
开启，灯光映照在农田上，村内则
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凭借“景观+演
出+体验+购物”模式给游客带来沉
浸 式 体 验 ， 龙 韵 村 不 夜 城 日 渐 走
红，成为十堰地区的热门打卡地，
吸引着毗邻县市区乃至陕西、河南
等地的游客。

“目前这里有108个店铺，生意好
的店，一晚上的营业额能超过 8000
元。”区政协常委、龙韵村不夜城项目
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媛说，不夜城的建设
圆了352名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的梦想，
今年村集体经济纯收入将轻松突破100
万元。

与此同时，“龙韵”抖音直播，
线上流量也已经达到 3000 余万人次，
龙韵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的路子越来
越宽。

十堰郧阳区：

政协帮扶易迁村 人潮涌动不夜城
陈新才 陈红梅 本报记者 毛丽萍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高沙镇青云村，村民在晾晒米花。近年来，当地农
民将糯米加工制作成米花，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拓宽了农产品销路，提升了
农产品附加值，促进了农民增收。

滕治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