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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妞妞，今天我炖了土鸡汤，忙
完工作回来吃饭。”母亲在电话那头
温柔地说道。“妈，这两天我得加
班，没有空回去吃饭，您和爸两个人
吃就行。”被工作弄得晕头转向的
我，和母亲说完就急匆匆地挂了电
话。

晚上我刚到家，门铃就响了起
来。母亲提着大袋小袋站在门口，笑
呵呵地说，“你没有空回家，我就把
鸡汤给你带过来啦，还有你爱吃的玉
米猪肉馅饺子哦。”母亲来不及梳理
她那被寒风吹乱的头发，一边忙着把
还冒着热气的饭菜放在桌上，一边把
其他食物放进冰箱。“工作再忙也得
好好吃饭，生的饺子我给你放冰箱，
明天你可以煮熟来吃。”母亲叮嘱完
就匆匆离开了。我急忙跟在母亲身
后，把她送到楼下。和我们一起下楼
的还有一位外卖小哥，我看着外卖小
哥，又看看母亲，心想，母亲不也是
我的“外卖员”吗？

看着母亲在寒风中骑车远去的身
影，上高中时母亲给我送饭的场景又
浮现在眼前。

高中时期，因为学校离家远，我选
择了住校，但是母亲担心学校的饭菜缺
乏营养，便开始每天给我送饭。而且不
管天气多恶劣，母亲都会准时把饭菜送
到学校。每次看到母亲给我送的可口饭
菜，同学们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记得
有一次，天降滂沱大雨，从家到学校的
道路又在修建，交通十分不方便。我担
心母亲出行不安全，就劝她不要给我送
饭了，但是母亲依旧准时出现在学校门
口。看着和蔼可亲的母亲，吃着她亲手
做的热气腾腾的饭菜，我泪眼模糊，感
觉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母亲这位“外卖员”一做就是 3
年，直至我高考结束。幸好，我也没
有愧对母亲的辛苦付出，顺利地考上
了大学。工作之后，本以为母亲可以
歇歇了，没想到她又乐此不疲地做起
了“老本行”。工作这些年，她总是
担心我没有时间好好吃饭，所以如果
我有几天没能回家吃饭，母亲都会把
新做好的饭菜给我送到出租屋。

母亲这位“外卖员”，给予我的
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更多的还
是母亲对女儿满满的爱。

母亲是我的“外卖员”
王诗静

父亲这几天特别开心，正忙着把
超市的招牌换成新的。新招牌底色是
红色的，显得特别喜庆。

父亲开心的原因还得从七八年前
说起。那时，他和母亲新开了一家

“吉祥超市”。超市离一所高中很近，
有几个上晚自习的学生总喜欢在学习
结束后来到父亲的超市“打卡”。时
间一长，超市就成了他们的集合点，
大家每次都会等到人聚齐之后再一起
结伴回家。

学生们每天来超市“打卡”这件
事，让父亲特别自豪。他觉得临街店
铺那么多，这几个学生看中了“吉祥
超市”，一来说明超市有他们喜欢的
地方，二来学生们来超市“打卡”，
也是在给超市攒人气。那几年，父亲
和母亲每天守店的时间都特别长，直
到那几个学生走了之后他们才关门。
虽然每天回家已近午夜，但父母亲却
一直乐此不疲。

我曾问父母，“就为了等那几个学
生，天天都这么晚，何必呢？况且，他
们每次也买不了什么。”父亲却说，“不
在乎卖了多少钱，孩子们放学后在超

市集合，如果咱们店里黑漆漆的，他们
心里肯定不踏实。”有天晚上我在超市
值班，正赶上那几个孩子来了。跟他
们聊了几句后才知道，他们起初选在
超市集合，是觉得超市的店名好。后
来他们发现父亲和母亲人好心善，就
更乐意来超市“打卡”了。我原以为父
亲和母亲等学生们是自作多情，没想
到他们是双向奔赴。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那几个学生
毕业了，和“吉祥超市”也就再没有
了交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前几天
那几个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孩子，又来
他的超市“打卡”了。那天，父亲和
母亲很惊喜，还能叫出孩子们的名
字。小小的超市里，父母跟他们聊得
特别开心，好像又回到了七八年前。

临走时，学生们约定，以后还要
常来超市“打卡”。这不，父亲要把
招牌装饰一下，以示对这件事的重
视。看着父母脸上的笑容，我觉得，
生活中总有一些奇妙的缘分，你为我
停留，我为你照亮，留下一段温暖的
记忆。看似平平无奇的事，却成了彼
此一段值得珍惜和珍藏的过往。

为我停留，为你照亮
唐占海

老槐树究竟是哪一年没有的？村
里几乎没有人能说得清。只有老得有
些糊涂的萨利兄弟告诉我，老槐树被
伐掉的头一天，是个雷雨交加的天
象。大雨过后，老槐树右面的一枝侧
主干被击落了，于是生产队长就让社
员把这根被劈下来的侧主干弄到队里
的饲养棚去了。

事情不算大，但也不算小。要知
道，老槐树可是这个有着4000多人
口村落的地标呀。没有人能说得出这
棵老槐树的来历，人们只知道老槐树
是棵摸不清楚底细的“神树”，它以
自己的傲岸挺拔，陪伴了一辈又一辈
的村人。大凡离家的人，归来之日首
先想到的就是老槐树。1968年我参
军离开故乡时，村里老少爷们儿都集
合在老槐树下欢送。村支部书记董树
青说，“要出远门了，再亲近一次老
槐树吧。”那一刻，我们三个入伍的
新兵，手牵着手，硬是没有把树干搂
过来。只得又上来一个儿时的伙伴
儿，才牵起了老槐树的腰围。

大概又过了八九年，我回到故
乡，不光老槐树不见了，整个村子的
街道也大变了模样。老槐树身边那个
雨季行洪的水簸箕没有了，它下游的
三个水塘也全成了开阔的平地，村子
里已经规划了新的住宅小区。村子的
路面也早就硬化了，横平竖直，方方
正正。村子里的排水系统由过去的自
东向西走水，变成村子北面新建一座
小型水库，村南直通340国道的排水
沟。而且，村子里路面硬化的时候，
下水道等供排水系统统一进行了完善
配套，就算赶上阴雨天，村子里路面
也干净无积水，再也没有过去泥一
脚、水一脚的情况了，行路难、农产
品出村难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村子变得整洁而又漂亮，人们的心
气儿也越来越高，差不多家家门口都种
树。树的品种除了石榴、核桃、山楂、
杏子等果树之外，最多的还是槐树。如
今种槐树，也和过去不一样，有国槐、
龙爪槐、金枝槐、金叶槐、香花槐，还
有经过嫁接每年都能开出紫花或者粉色
花朵的刺槐。真不知道，乡亲们是因为
怀念那棵已经作古的老槐树呢，还是因
为槐树冠大遮阴，便于乘凉？

和乡亲们聊起来，他们给出的答案
是，一是槐树的枝干挺拔，花朵具有观赏
以及食用价值，有着吉祥的象征。二是
槐树的枝叶繁茂，叶片就像金币一样，将
其栽种在家中，有着富贵的意思。三是
槐树的叶片呈现绿色，给人一种生机盎
然和蓬勃向上的感觉，尤其是国槐，不仅
生性泼辣，而且生长发育快、寿命长。四
是槐树的槐米是重要的中药材，可以帮
助人们防病治病。人生如果能像槐树一
样，蓬蓬勃勃地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该
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情！

听着乡亲们的介绍，我内心深处又
泛起了对那棵老槐树的怀念，再三打
听，才知道原来那棵大树遭到雷劈之
后，长势受到影响，村干部们经过研
究，最终决定把它伐了，将树干锯成若
干块木板，用做修河工地上的垫板。听
到这里，我不禁想，这也算是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吧！

我们这辈人，是在浓绿的槐荫树下
长大的。如今，村里各种各样的槐树不
少，如果这些槐树还能像老槐树一样，
我们在子孙后代面前，也算是“前人”
了。记住先人的古训吧：前人栽树后人
乘凉，为了国家，为了子孙后代，让我
们常怀植树之心，多做善事好事，多栽
植树木，让生命之树常青。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老槐树的思念
王树理

“‘名誉村主任’已经成为委员
履职为民的亮丽风景、政协履职尽责
的特色名片，成为新时期推进政协协
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与基层治理相
融合的有形抓手。”日前，重庆市南
川区政协主席毛朝银在选派委员到村
担任“名誉村主任”助力乡村振兴推
进会上这样评价。

选派政协委员到村担任“名誉
村主任”，是南川区政协的一项创新
履职工作，于 2022 年 5 月正式启
动，截至目前已选派两批次15位委
员，助力乡村振兴取得了实实在在
的成效。

作为首批选派到村的“名誉村主
任”，陈建委员首先交出“答卷”。他
所在的草坝村今年共投入30万元整
治方竹笋低效林，采收方竹 100 余
吨，较去年增加近30吨。依托千亩
高标准农田，引进8户种植大户发展
高山蔬菜产业。同时，积极争取项目

资金，帮助种植户完善产业路 7.5 公
里、灌溉水池两口，还牵头与盒马生鲜
建立了长期种销协议。

“今年，我在全区13个乡镇发展糯
玉米种植基地5000亩，其中金山镇玉
泉村1500亩，按照3元-3.5元/公斤的
价格，兜底收购加工糯玉米300万斤以
上，目前正在全网热销。明年我计划再
发展1万亩糯玉米种植基地。”作为唯
一的女性“名誉村主任”，刘练委员巾
帼不让须眉。

今年以来，陈建、刘练、骆教等委
员着眼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围绕农业产
业做文章，积极推行“基地+村集体+
农户”发展模式，共计建设方竹、白
茶、糯玉米、南川米等产业基地上万
亩，有力推动了南川“3+2”特色农业
产业规模扩量和全链条发展。

“去年，我在水源村发展了两户蔬
菜种植户，他们户均增收 10 余万元。
今年，我建了一个微信群，免费教周围

的群众种植技术，新发展了大户3户、
散户 26户。我个人的 120亩蔬菜基地
带动了80多人务工，他们平时在基地
工作，有的学了技术回去种蔬菜，种出
来又卖给我，收入比以前至少提高了2
万元。”冯秋容委员述说着他的担当
作为。

由红山村“名誉村主任”徐忠毅委
员经营的懒懒山谷今年接待游客两万余
人次，收入300多万元。由他帮助争取
的和美乡村项目和青梅产业项目共筹集
资金150万元，目前已引导发展乡村民
宿 24 家，并实施了农家院落道路硬
化、环境美化工程。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近 2000名群
众在“名誉村主任”所在企业、基地和
项目中，通过学习技术创业、就地务工
就业等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增加收入
超过5000万元。

来自南川爱尔眼科的王庆初委员今
年 5 月被选派到鸣玉镇中心社区担任

“名誉村主任”，他一直在探索和寻找立
足岗位建功与助力乡村振兴的结合点。
他坚持每月到村走访调研，先后组织开
展了多项主题活动，并免费为困难群众
开展眼疾诊治。同时，寻找资源为村里
策划包装“稻田渔歌”生态米，目前正
在筹备视力矫正器具捐赠活动。

3月走访群众、4月协调桃溪乐园
项目纠纷、5月开展党群共建活动、8
月宣传森林防火、9月走访慰问受灾群
众、10月完成村歌创作……在木凉镇
汉场坝村发展稻鳅养殖的“名誉村主
任”卢朝建委员翻开手中的记录本，工
作安排紧凑而有序。

“谱写委员个人事业与乡村振兴共
赢的精彩篇章！”毛朝银希望选派的委
员进一步拓展履职内容，在村企共建、
产业发展、基础条件改善、群众就业、
扶危济困、社会治理、村集体增收等方
面绵绵用力，以实干实绩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

咱们村来了咱们村来了““名誉村主任名誉村主任””
陈力陈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凌云凌云

冬日暖阳洒进屠呦呦旧居陈列馆
的院子里，混合着咖啡香，留住了前
来参观的“70后”市民崔赛君：“点
杯慈善咖啡，品味之时还能做随手公
益，这种感觉很好。”归国华侨、在
甬经商的马祯锶也爱上了这一口慈善
咖啡的味道，给馆内咖啡店捐赠了咖
啡机和咖啡豆：“海曙区就像是一座
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不仅开放、务
实，而且新潮。在这里，每个人都能
用自己的方式和力量去传递爱心、传
播文明。”

去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召开
后，作为浙江省文物大区，宁波市
海曙区在海上茶路启航地打造城市
文化新 IP——都市文博区。经过一

年的精心准备，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
馆、屠呦呦旧居陈列馆等先后开放，
24个文博场馆新建扩建，宁波塘河文
化陈列馆落成在即，天一阁二期有序
推进……在 4.27平方公里的宁波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内，每万人拥
有博物馆的密度远高于国内同类城
区，集聚效应初显。

场馆在人流中复苏，城市在文化中
繁荣。海曙区还接连举办“天一读书
节”“在海曙·游文博”等活动，以及
各类文博展览80余场。新推出都市文
博区游线近10条，夜游博物馆、博物
馆+沉浸式演艺、都市文博区大型定向
打卡等系列活动紧锣密鼓地筹备上线
……“不过，这些还远远不够。”海曙

区委书记徐强认为，更好释放“文
博+”赋能城市发展活力，海曙还面临
着文化资源存量与利用程度不匹配、市
场需求与产业集聚不协调等诸多亟待破
解的矛盾。

聚焦中心、聚力破题。为此，海
曙区政协早在年初就将“加快推进都
市文博区建设”作为重点协商议题，
组建“5+N”课题团队，上门咨询专家
意见，上线征询委员建议，进一步厘
清了海曙打造都市文博区面临的难
题。区政协主席张宁辉还带队赴无锡
市梁溪区、苏州市姑苏区、上海市松
江区等地考察，充分吸收借鉴有益发
展成果，先后召开23次座谈会，进行
3次专家协商，在一次次讨论交流、实

地调研、反思整理的过程中，从文化
IP、文化空间、文化产业、文化活
动、博物馆打造等 5 个方向切入，形
成5份调研报告。

在 10 月海曙区政协“请你来协
商”会场，智库专家、政协委员与区委
书记面对面同题共答，“5+N”课题团
队的委员代表逐一拿出前期调研成果，
政协智库专家结合文博领域研究给出解
题思路。一个个全新的思路举措密集抛
出，全程参与协商交流的徐强直言，

“都市文博区意味着现代、代表着开
放、彰显着特色。我们要寻找文化脉
络、嵌入现代科技，做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从殿堂走向人
群、走向市民。”

“这场协商打开了建设具有海曙辨
识度的都市文博区的视野和格局，共同
找寻助推都市文博区建设的切口和路
径。”张宁辉表示，区政协将持续紧盯
都市文博区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组织专
家委员开展调研，为区委、区政府科学
决策提供参考，助力推进都市文博区
建设。

海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江儒斌 本报记者 鲍蔓华

这个季节，云南省文山市坝心彝
族乡他披村的千亩“他披梨”丰收
了。走进梨园，硕果累累、果香四
溢、沁人心脾，一个个色泽鲜亮、圆
润饱满的梨挂满枝头，引人垂涎。

“感谢政协为我们解决了梨园灌
溉用水的难题。水通了，才有‘他披
梨’的好收成。”他披村大寨村民小
组村民唐世刚高兴地说。

坝心彝族乡地处文山市西北部，
属高寒半山区。近年来，当地依托自
然资源优势和条件，大力发展“他披
梨”产业，但缺水问题成为制约产业
发展的一大难题。为此，该乡在上级
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新建
了5个100立方米的调节水池，铺设
引水管道 6000多米。然而，项目建
成移交后，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管
护措施落实不到位，加之村民使用过
程中操作不当，导致引水管多处破
裂，无法正常供水，造成梨农灌溉用
水困难，群众意见很大。

获悉情况后，文山市政协及时在
他披村组织召开“院坝协商”议事
会，邀请坝心乡党政负责人、部分政
协委员、村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会
议，共商解决之策。

经过深入协商讨论，会议达成了

党群齐心检修供水管道，对发现的供水
隐患及时维修和养护，全力保障群众生
产生活用水；建立健全引水管道后期管
护机制，保障引水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满足群众用水需求等共识。

会后，坝心乡在上级部门的支持和
帮助下，着力解决了他披村引水管道的
使用和维护问题，满足梨农生产用水需
求。

据悉，今年文山市政协聚力深化政
协协商同基层协商相衔接、同社会治理
相结合，积极探索参与基层治理的文山
路径，扎实开展“院坝协商”工作，举
行“院坝协商”议事会20场，达成的
76项协商共识已转化69项，协助解决
了一批人民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
心事。

（吕金平 蔡晓岚 李茜茜）

水通了，才有“他披梨”的好收成

大连长海县远近闻名的民间文化
团体、成立于 2005年的“刘家文化
大院”，由人人能歌善舞、擅长吹拉
弹唱的刘氏一家老少 40 多口人组
成。今年8月，“刘家文化大院”再
获殊荣——获评 2022年全国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浓郁的渔乡风情，淳朴的文化
积淀，使得‘刘家文化大院’的舞
台越来越大。”长海县政协常委、办
公室主任于有俊评价，“刘家文化大
院”成立伊始，便以反映海岛改革
开放凡人小事、讴歌渔民致富奔小
康为己任，是一支与新时代精神契
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民间文艺
团体。

于有俊介绍，多年来，“刘家文
化大院”在国家二级演员、长海县文
化馆原党支部书记刘玉来的带领下，
坚持以海岛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为长海县
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曾荣
获“辽宁省服务农民服务基层先进集
体”称号。

“刘家文化大院”作为国家级非
遗项目——“长海号子”传承基地，
把以“长海号子”为代表的渔乡文化
发扬光大。2019 年，“刘家文化大
院”登上央视“向幸福出发”栏目，
节目中，一曲《喊海》震撼了观众，

也喊出了“闯海人”的凌云壮志。
近年来，“刘家文化大院”佳作不

断。其中，《喊海》获得辽宁省第十七
届群星奖，被评为2022年度大连文艺
界“十件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大
橹·号子·红腰带》是“长海号子”的
经典之作，该剧运用独具特色的艺术语
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旋律，生动地
展示了 20 世纪 50 年代海岛发生的变
化，充分表达出“闯海人”的集体主义
情怀。该剧一经演出，即好评如潮，后
来作为长海县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
节”固定剧目，在旅游黄金季节安排演
出，深受各地游客喜爱。

作为“三下乡”的重头戏，“刘家
文化大院”秉持“心系群众、服务渔
乡”的优良传统，在全县、全市、全省
乃至全国重大节日、重要庆典，例如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喜迎党的
二十大等活动中，均展现出独有的
风采。

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
海域，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县，全县
由 100 多个大小岛屿组成。多年来，

“刘家文化大院”屡屡成为“长海渔乡
迎春会”“大连獐子岛海参开捕季”“大
连海洋岛开渔节”“大长山岛渔家旅游
风情节”等活动的主角，丰富了渔民群
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为海岛精神文明建
设作出了“大院人”应有的贡献。

“刘家文化大院”舞台越来越大
孙栋婉 吕东浩

贵州省黔西市五里布依族苗族乡新乐村森林里，生态护林员
正在清理林间腐朽烂木。近年来，当地不断加强森林巡护工作，
严防森林火灾，筑牢护林防火屏障，守护绿水青山。

周训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