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家园
2023年11月27日 星期一
E - m a i l ：myxidq@126.com
联系电话：（010）88146861 7编辑/奚冬琪 校对/耿斌 排版/陈杰

温馨家话

沙窝没有了，沙丘也没有了。
沿着宽阔的柏油公路，身旁不时有

汽车飞过，道路两旁的麦田鲜活而又舒
展，像是一幅硕大无朋的油画。沙丘哪儿
去了呢？当年矗立在六股道中心的石碑
楼子怎么不见了呢？

这片曾经被称为沙窝的所在，是故
乡山东商河“七十二大洼”之一。故乡的
镇子至今仍叫“沙河镇”，是远近前来旅
游观光的人们的打卡地。而在我尘封已
久的记忆里，沙窝却不是这样的。

在我刚记事的年纪，就常听老人们
讲，村南原来并没有大沙河，有的只是村
北的那条沟盘河。清朝中期，黄河多次决
堤，引发下游诸多内河相继成灾，我们村
子北面的沟盘河也因此成了一片汪洋。此
后，沉积下来的砂质土壤越来越厚，肆虐
的狂风便在这片地势低洼的平原上塑起
一个个沙丘。改道了的沟盘河也从村北绕
到村南，且再也没人想起它的“乳名”沟盘
河，而是顺势被“改名”成了大沙河。

虽然土地沙化严重，可清朝的苛捐
杂税却有增无减。走投无路的百姓只得
拿着写好的状纸，豁出性命进京告御
状。可在那个年代，要想把御状递上去，
据说需得走过烧红的十八盘铁鏊子才
行。虽然千难万难，但小胡村的铁世杰
真的应允了这个残酷的条件。他忍着脚
底的炙烤，硬是走过了铁鏊子，把状纸递
了上去。

我在查阅《清史录》时，看到了关于
这个案件的资料：铁世杰告御状三个月
后，刑部在报给嘉庆皇帝的奏折中称：

“沟盘河自商河县入惠民县境，东南大胡
家等距河三四里不等之村庄地亩被河内
流沙渐次掩埋，房屋被流沙没埋者亦不

鲜见，业户实无力耕种，不能完粮……”
嘉庆皇帝看罢奏折，这才下令减免商河、
惠民二县的税赋。

虽然官司赢了，但铁世杰却残了，故
乡沙化的土地也从此再无人问津。村子
的乡亲们为了感念到京城告御状的人
们，在人流最为集中的六股道为这件事
情立了碑文，盖了“石碑楼子”。我小的时
候经常去那里玩耍，只是在我的脑海里
面，那里的土地依然是沙化、碱化的。

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作为根治
海河的配套工程，这片土地才第一次提
出“三成四结合”（田成方、沟成网、公路
两旁树成行，排、灌、路、林四结合）的口
号。而近些年，这里的变化就更大了。随
着生态治理力度的加大，沙窝早已变成
了“绿窝”，无论我如何回忆，也总会被眼
前的现实“打断”——平整整的麦田绿成
一片“汪洋”，不远处的森林公园不时传
来跳秧歌的鼓点节奏……这哪里是什么
沙窝，分明是林茂粮丰的旅游胜地嘛！

我同小胡村几位上了年纪的老汉聊
起来，他们都说，如今的好日子过去想都
不敢想，一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真的让土地越变越肥，沙丘成为平川。而
且现在种地讲科学，种粮选好种子，就连
施肥浇水也得循着规矩来。随着沙地变
沃土，当地已经连续多年夏秋两季粮食
单产过千斤，特别是今年秋季，玉米单产
突破了 1500 斤。加上麦季，亩产接近
3000斤了。

听着乡亲们的议论，我对如今的沙
窝不仅有了更深的眷恋，同时也有了新
的认识。真是今非昔比啊，沙窝成了“富
窝”，穷村成了小康村。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沙窝今昔
王树理

由于我和妻子一直忙于工作，女
儿是丈母娘一手拉扯大的。作为从缺
衣少粮岁月走过来的一代，丈母娘平
素对外孙女在饮食上的需求可谓“有
求必应”。时间长了，女儿的味蕾上
便不知不觉地烙下了“外婆的味
道”，纵然我用尽浑身解数奉上丰盛
大餐，小家伙也不会给个满分好评。
尤其是丈母娘回老家后，女儿对她做
的菜更是心心念念。每次与外婆打电
话，总不忘“吐槽”我做饭菜不是咸
就是甜，自己都“瘦”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那以
后，女儿只要想吃什么，丈母娘保
准按照她提供的“菜单”给予满
足。什么笋干扣肉、红烧鱼，只要
一做好，丈母娘就即刻装盒打包，
冷链发货。她还说这是亲情“预制
菜”，想吃的时候热一下就行了，
方便快捷，且不失营养。

丈母娘疼爱外孙女的心情我很
是理解，但从几百公里外快递“预
制菜”，费钱不说，食材经过长途
运输，新鲜度也难以保证。可虽然
我婉拒多次，丈母娘照样雷打不动

“发货”。我猜想，这肯定是妻子和女
儿“从中作梗”的结果，因为每次收
到快递，她们娘俩总是吃得不亦乐
乎。时间一长，我也没禁住那香喷喷
美味的诱惑，终于一起加入“吃货”
队伍。想想也是，我和妻子从早忙到
晚，哪有工夫天天在烧饭做菜上花心
思，而丈母娘的“预制菜”恰好帮我
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何乐不为？

丈母娘见我对她的“预制菜”亦
不再抵触，做菜热情更加高涨，遇到
不会的，还按照视频教学琢磨怎么
做。不仅如此，她还根据季节变化、
节气转换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
节日仪式感。比如端午裹芋头粽子，
处暑烧啤酒鸭，立冬包饺子……有时
候得知女儿要期中期末考试，丈母娘
还精心烹饪酱牛肉、红烧肉等高蛋白
菜肴，给她增加营养。

如今，我们全家人每天其乐融融
地围坐在一起，品尝着来自家乡的美
食，幸福的滋味便从心底儿漾开。丈
母娘的亲情“预制菜”不仅化解了我
们的思乡之愁，更让我们品出了她对
家人深深的爱。

亲情“预制菜”
马晓炜

最近看到一段视频，说的是有个
儿子每天陪母亲打网球，已经坚持了
20多年。虽然这位母亲今年已经82
岁了，但身体非常康健，精神状态也
不错。这个儿子的做法让我很是感
动。我忽然想到，母亲和我住在一起
多年，我工作忙顾不上，她就看电视
打发时间，经常好几天都不下楼。这
些年，母亲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我也
应该陪她好好锻炼锻炼。

说干就干。母亲的状况不适合剧
烈运动，我就决定每天饭后陪她到家
附近的公园遛弯。

第一天，我陪母亲用散步的速度
走。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妈，您瞧
公园里这么多锻炼的老人，您真应该多
跟他们学学。”母亲说：“其实我在楼里
待着也很憋闷，早就想出来走走了。但
我一个人没意思，你陪着我，我才愿意
出来。”我说：“那好，以后只要天气条
件允许，咱们就来公园遛弯，一言为
定！”母亲笑呵呵地答应了。

我们走了一会儿，母亲有些累
了。我看了看微信步数，告诉她：

“妈，今天咱们已经走了 4000 多步

了。”母亲对步数很有兴趣：“这么会
儿就走了4000多步了？我还能多走
会儿呢，继续走！”第一天遛弯，我
陪母亲走了6000多步。

回到家，母亲虽然有些累，但精
神状态很好。她说：“今儿个出去走
走，觉得身子骨都舒展了，很舒
服！”我鼓励她说：“妈，啥事都贵在
坚持。如果您能坚持每天遛弯，身体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就这样，我每天陪母亲遛弯，转
眼间坚持了一个月。我们也由原来的
每天走 6000 多步，增加到每天走
8000多步，有时候还能“挑战”1万
步。而每次“挑战成功”，母亲都非
常开心。

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母亲的身
体越来越好，人也显得年轻多了。尝
到了锻炼甜头的母亲说，原来好习惯
的养成并不是那么难。而我在陪母亲
的过程中，自己身体也得到了锻炼，
可谓一举两得。如今，我和母亲仍然
坚持每天遛弯。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
爱，我想我们遛弯的时候，脸上一定
都带着幸福的笑容。

陪母亲遛弯
马俊

“今年我们种植的长枣早早销售
一空，还卖了个好价钱。”每年十月
都是宁夏“灵武长枣”口感最佳的时
节，也是种植户的收获时节。说到今
年的销售业绩，灵武市政协委员、宁
夏大秦枣产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
人刘杰难掩喜悦之情。

“灵武长枣”是宁夏灵武市的特
色农产品，因其果实色艳、肉厚、质
脆、酸甜适口、风味独特，受到各地
顾客青睐。

今年8月初，灵武市政协组织部
分委员赴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就现代
农业发展考察调研。在中俄边境贸易
的桥头堡——黑龙江省绥芬河市，调
研组了解到，当地通过促进水果等农
副产品的深加工及出境交易，取得了
很好的经济效益。

“考察时，我和当地一家主营水
果进出口贸易的公司进行接洽，向
他们学习水果出口方面的经验和做
法，同时还了解到俄罗斯人比较偏
爱酸甜适口、口感脆爽的水果。”作
为调研组的成员，绥芬河之行让刘
杰很受启发。在政协的帮助下，刘
杰与这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回来之后立即组织采摘了首批1000
斤温室长枣发往绥芬河，通过这家
企业销售到俄罗斯。很快，刘杰收
到反馈，灵武长枣在俄罗斯很受欢
迎，其鲜脆多汁的口感得到了俄方
销售商的广泛好评，在商超上架后
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之后，各路订单纷至沓来，可
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刘杰说，
根据我国海关要求，向俄罗斯出口新

鲜水果需要按照双边协定办理相关资
质，对出境水果果园和包装厂实行注册
登记，并向海关提出出口申报前的监管
申请，这可让从来没和海关打过交道的
果农们犯了难。

得知灵武长枣外销过程中遇到问
题，灵武市政协积极行动，多次与银
川海关沟通协调，派出有经验的工作
人员和果农一起完善相关材料，帮助
他们办理了 《出境特定动植物及其产
品和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
单位注册登记》 证书。不仅在 8 月底
前顺利完成了出境新鲜水果注册登
记，还通过绥芬河市政协联系到一家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长期从事新鲜水果
销售的俄方企业，彻底打通了灵武长
枣远销俄罗斯的渠道。

渠道通了，果农们精挑细选的长枣

经过检测，迅速发往绥芬河市口岸，在
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友谊
市场销售，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次引
进灵武长枣在俄罗斯销售，对于我们来
说是发现了新大陆。每100克灵武长枣
鲜枣中维生素 C 含量高达 600 毫克以
上，远高于苹果、梨、葡萄、桃、橙等
果品。通过我们的宣传推广，许多市民
都亲切地称它是‘活维生素丸’。”俄罗
斯帝微-玛尔科特公司代表赫英发（音
译）说。

“今年只是初步试水，我们目前已
经和俄罗斯公司达成了长期合作意向，
明年，我们会继续通过现有渠道将灵武
长枣销往俄罗斯，并不断拓展新的出境
销售渠道，提高灵武长枣的经济效益，
带动更多的枣农一起增收致富。”对于
未来，刘杰充满了希望。

“灵武长枣”出国记
王雨 本报记者 范文杰

“我在政协座谈会上提的建议落
实了！这是为我们新建的加工厂房，
地下设冷库，楼顶设阳光房，中药材
冷藏和晾晒方便多了！”近日，在湖
北省罗田县九资河镇的大别山道地药
材产业园内，湖北楚十味药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方永贵高兴地对外来客
商说。

“我们交易市场自 10月 15日开
市以来行情火爆，吸引了全国 2000
多名客商前来交易，仅天麻交易额就
已经达到5497万元，把附近的农家
乐都带火了！”罗田县农投公司总经
理陈初明补充介绍。

这个计划投资5亿元的产业园集
中药材加工、仓储、贸易、物流、科
研、检测于一体，部分厂房和交易市

场已交付使用，招引北京盈科瑞等8
家规上企业进驻，是罗田县中药材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也是县政协
助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见证。

罗田县中药材资源丰富，拥有九
资河茯苓等 4 个国家地标产品，茯
苓、天麻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1/6和
1/5，但也存在“有资源缺加工、有
种植缺种质、有产业缺龙头和叫好不
叫座、品高价不高”等问题，整体经
济效益低位徘徊。

今年年初，罗田县委、县政府把
“促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个
议题交给县政协，县政协主席陈世龙
牵头制定“1+N”调研协商方案，将
1次常委会协商与N次“一线协商·

共同缔造”活动有机结合，做到一线协
商与常委会协商有机结合、建言资政与
采纳落实无缝衔接，助力中药材产业实
现从“一株草”到“一条链”的转型
升级。

“今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我
们乡村振兴项目支持很大，建议我们继
续深化九资河镇药旅融合，延伸产业链
条。”

“建议在道地药材产业园附近配套
建设菌种厂，打造我们的种子‘芯
片’。”

“掌握了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建
议对经营主体申报中药材质量标准进行
奖补。”

……
县政协聚焦“大别山道地药材产业

园建设”“为中药材经营主体纾难解
困”“促进中药材产业融合”等议题，
先后组织了五场“一线协商·共同缔
造”活动，与会人员建言踊跃。县政协
在“望闻问切”中找病灶，在“把脉问
诊”中开良方，将调查研究与为民办实
事相结合，一批“问题清单”转化为

“责任清单”，落实为“效果清单”。
8月份，县政协又召开“促进中药

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议政性常委会会
议，在充分吸纳前期调研和一线协商中
征集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了包含
42 条具体建议清单的常委会建议案，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别签批，交办
相关责任部门和乡镇精准落实。

县中药材产业链联席会议以清单化
的方式，逐项定责、跟踪督办。截至目
前，42条具体建议有29条已落实，有
13 条正在办理中。建设大别山菌种
厂、设立中药材产业发展基金、优化中
药材产业联农带农奖补办法、举办“密
斋药膳大赛”、推进万密斋经典名方开
发等建议的落实，为该县中药材产业补
链延链强链、实现由资源大县向产业大
县的蝶变贡献了力量。 （方鸢宇）

用心完成促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议题，湖北罗田县政协——

“一株草”里寻“良方”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四川省德阳什
邡市却处处涌动着建设热潮。在龙门建
木路施工路段，机器轰鸣，混凝土搅拌车
穿梭往来，脚手架纵横交错，现场一片热
火朝天。

“路修好了，来这里的游客会更多。”
看着眼前不断延伸的致富路，经营农家
乐的蓥华镇天桥村六组村民陈宗强对未
来充满希望。

今年7月，德阳市《环龙门山旅游带
发展规划（2023—2027年）》顺利通过专
家论证评审，明确实施“大品牌、大交通、
大活动、大项目”四大战略，全力打造“龙
门之巅·国际旅游度假区”。什邡市主动
融入相关规划政策，着力推动“一体两
翼”中“西翼”——“蓥华山森林探秘康养
区”建设。

为此，什邡市政协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文旅争先”战略和“争创天府旅游名
县”目标，迅速组织专题调研组深入蓥华
山景区，围绕“交通承载不强、基础配套不
足”等问题开展实地调研，并会同相关单
位座谈交流，形成了《打造龙门之巅旅游
精品，促进什邡旅游新发展的思考和建
议》专题调研报告。

“依托《环龙门山旅游带发展规划
（2023-2027年）》，加速解决进出山的堵
点难点问题，加快推进龙门建木路建设，

解决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着力围
绕‘五绝’‘四海’等自然禀赋，高标准建
设旅游景区，更加突出文旅融合，逐步将
上山旅游建成‘古蜀文明的溯源之旅。’”

“对现有酒店、民宿、农家乐开展进一步摸
底和规划，采取引进、联合、注资改造等方
式，精心打造一批精品化民宿和酒
店。”……一条条深思熟虑的意见建议不
仅有力推动了什邡旅游发展，也促使龙门
建木路建设进度不断加快，助推蓥华山旅
游产业持续健康、高速高质发展。

目前，龙门建木路项目平原改造段
道路已实现通车，山区前段道路也将于
今年年底前通车。据了解，该路段通车后
将有效改善交通堵点问题和蓥华山区旅
游单进单出的现状，可科学串联周边旅
游项目，实现“以点串线、以线扩面、以面
促带”。同时，古蜀探奇乐园、金乌河谷文
化体验、“十里松涧”精品民宿、“无离”网
红民宿、万兴温泉酒店等农旅产业融合
示范园项目也在有力有序推进。

“我们将继续通过调研协商、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等方式，积极协调解决龙门
建木路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和困难，为建设龙门之巅旅游精品，促进
什邡旅游新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谈及下一步履职方向，什邡市政协主席
黄剑信心满满。

什邡政协建言打通旅游产业发展瓶颈

“路修好了，来这里的游客会更多”
茸旭东 彭丽萍 本报记者 韩冬

近期，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现代农
业园梨花语景区里金果飘香、甜润心
脾。果农们有的在采摘成熟的蜜梨，有
的在称重，还有的在分类包装，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快来尝尝这个梨，它皮薄肉脆、
汁多甘甜，非常好吃。”夹堆村梨农于
连山热情地拉着联系服务他们的政协委
员栾红成的手说道，“多亏你们政协委
员带来了科技福利，品种得到改良，今
年我家果园收入估计有4万多元呢。”

滨海有着150多年的种梨历史，县
里的现代农业园是远近闻名的“梨果之
乡”，现有蜜梨种植面积 3.5万亩，核
心区连片种植2.2万亩。为了帮助果农
把梨子卖上个好价钱，每年的 7 月到
11月，都是县政协委员最忙碌的时候。

今年，滨海县政协积极开展“同心
互联”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活动，把
协商议事平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田间
地头和线上云端，让委员成为群众的贴
心人和知心人。活动中，县政协组织部
分市县两级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
人、果农代表多次开展面对面协商议
事，为梨花语景区项目的甜蜜产业出谋
划策，助力打造集梨产业链、梨文化体
验、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梨产业示范
基地。为不断提高蜜梨种植技术水平，县
政协还主动牵线搭桥，和南京农业大学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成立了南京农业
大学滨海农业园梨产业研究院。

“农业园锚定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
加值，加快农旅融合，叫响‘梨花语’

品牌，不仅要销售产品，更要售卖‘服
务’。”下沉的市政协委员郭霞旭介绍。

“在连续多年成功举办梨花节的基
础上，我们深入完善界别工作机制、加
强界别联络员管理、拓宽界别活动范
围、搭建界别委员联系群众的平台，为
梨花坞市集、开心牧场、梨博物馆、产
品展示中心等设施建设献计出力。”县
政协农业农村界别委员召集人徐卫国
说，以梨促旅、以旅兴梨的产业发展之
路正在逐步形成。

“以往在梨子成熟季节只能依靠村
里统一上门收购，通过扶贫帮扶等渠道
进行销售，时常陷入增产不增收的困
境。”大套无名梨有限公司负责人于国
群提到，是政协委员通过他们掌握的知
识、技能，组织人员走进果农家中，培
训果农开展农村电商直播，一下子就打
开了销售渠道。

滨海县政协主席姚兆春表示，近年
来，县政协始终坚持围绕“三农”问题
高质量开展协商议事，常态化实施民主
监督，助推发展精品农业、定制农业，
多措并举，把梨园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经
济的重要板块进行培植，努力让梨树真
正成为“摇钱树”，带富一方百姓。

如今，万亩果园已成为滨海特色乡
村旅游的知名景点，形成鸭梨、皇冠
梨、黄金梨等早中晚不同时期成熟的
10多个品种，“梨花语”品牌蜜梨除满
足本地市场需求外，还畅销上海、苏南
等地，深受消费者喜爱。

（于晓华 汪洪武）

江苏滨海县：

政协帮扶心意足 梨农增收效益好

眼下正值柚果收获季，在重庆市永川区三教镇永玻村三红柚种植基地，一个个果实饱满、
个头硕大的柚果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工人们穿梭在果树间，采摘、搬运、分拣，一
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据了解，三教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业，种植面积达到2726亩，年产各
类水果2300多吨。 陈仕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