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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乡村振兴故事

镜头中的民生镜头中的民生

2 月 8 日，大年初八，是个好日
子。行走在安徽省天长市杨村镇金埠村
整洁干净的村道上，再沿着清澈见底的
铜龙河堤步行，就到了杨庄村民组。村
民王耀明家门口立着1个大红拱门和5
个红色气球，他的儿子今天结婚办喜
事，亲戚朋友喜气洋洋地忙前忙后帮忙
操持着。

虽说是办喜事，现场却没听到爆竹
声响，也没看见大办酒席的场面。从事
芡实种植业多年、经济条件不错的王耀
明家的喜事为何办得如此简约节俭？正
在一旁忙碌的老王外甥女开心地说：“现
在村里规定婚丧嫁娶都不允许大操大
办，办喜事也禁止放鞭炮啦。原来一场
喜事办下来光放烟花爆竹一项就要花费
2000多元，现在节俭办喜事真是好啊！”

村党总支书记赵森勇介绍，以前村
里的各种人情来往，一年下来多的农户
要花费一万多元，少的也要六七千元，

许多家庭都被“人情债”拖累得苦不堪
言。自从镇纪委加强作风建设，加大移
风易俗、严禁大操大办督查力度，加上
镇文明实践所反复宣传发动，给村里带
来了文明新风。

金埠村是镇纪委的基层党风廉政建
设联系点。近两年来，村里产业发展和
村“两委”廉政建设很有起色，但一些
民间的陈旧陋习仍有市场，特别是人情
风较为盛行，相互攀比。镇纪委通过走
访调研，决定把移风易俗传承好家风家
训、抵制婚丧喜庆铺张浪费作为乡村振
兴、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除
强化对村里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外，充分
发挥“五老”乡贤人士作用，成立乡贤
理事会，相继启动了村规民约、红白理
事会章程、道德积分超市（爱心超市）
实施办法的修订和制定，建立了村民自
我管理和自我教育机制。镇纪委和村支
两委为此多次召开农家场院会、党员大

会、村民代表议事会。“2021年2月23
日，村规民约、理事会章程和道德积分
超市实施办法在全村党员、群众代表大
会表决，并获得全票通过，在近一年来
的实际执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镇
纪委书记熊俊凤介绍，以结婚为例，金
埠村村规民约规定，村民办婚事需提前
向红白理事会和村委会申报，设置气球
不得超过5个、拱门不得超过2个，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

在村部，村妇女主任王梅英打开村
民道德档案，全村 827 户，一户一档
案。其中，村民李金海的道德档案积分
为 135 分，在基础分 100 分上加了 35
分。王梅英介绍，李金海家因被评为

“美丽庭院”，并主动参加志愿者活动，
加分。1个积分等于10元，可在村里
的爱心超市兑换成等值商品。

在年前刚为父亲办完丧事的党员骨
干、村民秦玉山家，老秦已从痛失老父

的悲伤中缓过劲来，正和妻儿一起为前
来拜年的亲友准备瓜子花生和糖果点
心。提及不久前安葬父亲的前前后后，
秦玉山感慨良多：“咱为老人家办丧事
只用两天就办妥了，孝章、小白花、租
冰棺、骨灰盒、纸钱等各种开支还不到
6200 元。这在以前完全是不可能的
事，过去办一场丧事至少要花费七八万
元，没有六七天根本拿不下来。”老秦
说，这一切的变化都归功于镇纪委和文
明实践所的正确引导和常抓不懈，同时
也离不开村里乡贤理事会的大力协助。
自己作为党员，理应端正作风，自觉配
合，管好自家事。只有这样，乡风民风
才能好起来，才能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
更多文明力量。

金埠村，喜事不闻爆竹声
王其梅 胡建国

你到过黄河入海的地方吗？看
到过“黄河入海流”的壮观与势不
可挡吗？即使没有，那也一定读过
李太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著名
诗句。在这个冰封雪盖的季节里，
如果有机会来到黄河入海口，就会
感受到大河入海的惬意与快感：海
天一色的黄河已经融入一幅硕大无
朋的巨幅油画的画框之中，成为这
幅天作之美当之无愧的背景与底
色。一望无际的芦荻，色彩斑斓的
红草地，形象逼真且又纯属天造的
铺地树毯，迎风摇曳的红柳，草丛
里一群群时而突然起飞翱翔时而俯
冲隐身的鸟群……

河海交汇的所在，实在是一块
充满着灵性的所在！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东
营。提出要加快构建黄河下游防灾
体系，全力保障黄河下游长久安
澜，用“四水四定”原则管理和利
用好黄河，使其永远造福人民。

黄河入海的大片土地，借沉沙
以拓平原之辽阔，注黄流以开大海
之无疆。它不事声张，却于默默耕
耘中书写奇迹。它于万物丛生的盐
碱地上保留了野生大豆的天生丽
质；在被俗称“茶棵子”的罗布麻
近乎绝迹的时刻，这里的草丛、水
畔却到处都长满了这种植物；那些
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的东方白鹳、
黄河刀鱼和成群结队的野鸭，更是
得天地之厚爱，数以万计地在这里
安家。怪不得联合国生物计划署将
生物多样性金融项目放在黄河入海
口，省政府也推出了《山东省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
（2021—2030年）》。

黄河入海口有着灵性的磁场，
在为人类提供物质财富的同时，也
创造和孕育了灿烂的黄河文化与黄
河精神。60多年前，我为了生计
经常跟随父辈到入海口拉苇子。见
到和听到许多一辈接一辈的人们开
发黄河的故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前后，那些到入海口赶黄河的人
们，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谱写了
许多黄河精神之歌。不管来自何

方，也不管姓甚名谁，只要吃得了
苦，搭一间窝棚，烧一片荒，翻一块
地，撒下种子，从此这里就是家园。

十几年前，山东省将东营、滨
州两市的全部和潍坊的寿光，德州
的庆云、乐陵在内的17个县域面积
确定为黄河三角洲核心开发区。如
今看来，要实现在黄河的保护与利
用上走在前的目标，需要整个山东
省共同努力。黄河的生态保护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的衔接问
题；生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培植问
题；黄河故道土地资源的保护利用
与环境保护问题；发挥黄河优势，
做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衔接问
题等等，都有待于拿出符合客观规
律要求的方案与措施。

东营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作为国内
首屈一指的新生湿地自然保护区，黄
河与大海共同造就了其独一无二的世
界级旅游资源。近年来，景区以“尊
重自然、天人合一”作为规划理念，
突出河海交汇、新生湿地、野生植
被、珍稀鸟类等，吸引着世界各地的
游客慕名而来。袁隆平先生生前研发
的海水稻，在这里已经试种成功。山
东省的黄河保护与开发，不仅具备了
走在全国前头的基础，而且人心所
向，势在必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黄河入海口
时，语重心长地说：“新时代，我们
要把保护治理母亲河这篇文章继续做
好。”面对历史拟出的这张考卷，如
何作答，不仅是对山东省各级党政领
导的考验，也是对所有公民的考验。
作为一个在黄河岸边长大的山东汉
子，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保护
与开发利用的讲话，我发自内心的激
动与高兴难以言表。

4年前，我参与了中国网智库频
道的“保卫母亲河万里行”活动，从
黄河入海口一直走到青海省玛多县三
江源。今天，我又站在黄河入海口，
遥望波澜壮阔的大海，回首九曲十八
弯的黄河，充满着深深的敬畏之情。
保护黄河，就是保护伟大的中华母
亲，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贡献。

保护黄河，答好历史考卷
全国政协委员 王树理

我的亲戚朋友中有不少戏曲爱
好者，每年回老家过春节，谈戏说
曲便是永不枯竭的话题。受疫情影
响，老家已经3年没有进行庙会演
出了，但仍挡不住大家谈论戏曲的
热情。

张秀美大嫂 20年前从老家山
东省莱西市店埠镇寨西头搬到平度
县城，但每年正月返乡，一是要来
看望我的老娘，同时也为了回乡看
戏。张大嫂痴迷戏曲，痴到不顾路
途遥远、鞍马劳顿。在平度一些公
园，只要有唱戏的她就去听，回家
后就反复欣赏录下的视频。有一
次，她硬是去了百里之外，就为听
一场戏。

记得 2006 年我们村庙会恢复
后，张大嫂为了听戏，先是坐公交
车从平度到莱西县城，再从莱西县
城到村里，一路换乘好几次，辗转
100多公里。张大嫂家在村里的老
房子长期闲置，她顾不上打扫，只
是简单地烧火暖炕，打水做饭，胡
乱吃上两口，就拎起马扎到了露天
剧场，找准“C位”，方便看戏。

我曾问张大嫂最喜欢看什么
戏，她说第一愿意听柳腔，第二是
吕剧，第三是京剧。反正不管什么
戏，只要是悲剧，她就愿意看。看
完了流几把眼泪，就过瘾了。我们
听了一阵哈哈大笑，笑过之后，我
不禁想：《窦娥冤》《梁祝》等作品
千百年久演不衰的原因，可能就源
于悲剧的魅力。

张大嫂大字不识一个，但从演
员的唱、念、做、打和丰富的表情
上，完全可以理解剧情。看得时间
长了，平度、莱西剧团的几个角她
都认识，有的还能叫上名字来。我
把手机中存放的莱西吕剧团的演出
视频给她看，她高兴地指点着说：

“这个，我看过她的戏！那个，叫
什么来着？唱过《小姑贤》。”张大
嫂说，她印象最深的还是莱西吕剧
团的 《姊妹易嫁》《状元与乞丐》
《墙头记》等几出戏。

除了像张大嫂这样的老戏迷，
还有年龄不算小，但在戏迷当中属
于“年轻人”的新戏迷。

程汉伟今年 55岁，我比他长
一辈，所以每年春节他都来给我拜
年。喝茶小聚，我们的话题自然也
离不开戏曲。说起京剧，汉伟说特

别喜欢老旦戏，比如《钓金龟》《杨
门女将》《目莲救母》 等。拉京胡
的，他最喜欢燕守平和王鹤文。他
说，自己小时候一点也不愿听戏，不
知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
迷京剧。

我问程汉伟：都说戏曲是老年人
的世界，但看戏的一直是那批老人
吗？答案肯定是“否”。这就说明，
人对戏曲的爱好有一个逐步认识过
程。就好像小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
愿意吃，但现在为啥觉得老吃不够
呢？听戏，不也是这个理吗？会听
戏，需要生活积淀，需要文化积累。

每年给老舅拜年，我们的中心话
题也总是离不开戏曲。

去年，我给莱阳京剧团写了一出
京剧现代戏《五龙星火》，并主导了
唱腔设计。其中，主人公李伯颜刑场
斗争一场戏的二黄唱腔是我拿出了框
架，左婷老师记谱并进一步完善的。
春节前夕，我请青岛京剧院乐队帮助
演奏并录音。院长巩发艺先生非常支
持，当即安排全国优秀青年琴师赵伟
操琴，乐队队长王前飞落实，在很短
时间内就完成了录音。

春节里，我把这段录音和莱阳
京剧团同一唱段的伴奏录音放给舅
舅听。舅舅年逾古稀，人戏俱老。
尽管坠琴、京胡、二胡都拉得不够
专业，但有一定的欣赏水平。他先
后播放了两个院团分别演奏的这段
旋律，然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
说，青岛京剧院乐队配器搞得好，
声部分得清。赵伟的京胡干净利
索，快弓好似珠落玉盘，慢弓恰如
涓涓溪水，抑扬顿挫处理得完美。
莱阳京剧团乐队配合默契，全省红
梅大赛器乐组一等奖获得者左婷对
剧情理解深刻，感情真挚，伴奏
时，用于体现主人公英雄气概的

“炸音”爆而不燥；回忆纯贞爱情的
“滑音”甜而不媚，其京胡水平可与
某些大院团相媲美。

我说，如果把大院团比作“大
将军”的话，那么莱阳京剧团就是
一个“小龙套”。又一句歌词唱得
好：“大将军银盔金甲威风抖擞，小
龙套奔走开道也笑傲王侯”。虽然风
格不同，却也各有千秋。我和舅舅
一起讨论着，让这个春节里的戏曲
话题更加丰富有趣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莱西市政协）

一路拜年一路戏
程灿谟

2月4日，立春。我的心一天都在兴
奋激动，为了即将复苏萌发的万物，更为
了即将在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会开幕式演唱《奥林匹克颂》的一群我们
河北阜平的孩子。

我虽得知消息较早，但出于保密要
求，对于具体细节并不了解。只知道这些
孩子来自我曾经任教八年的“第二故
乡”——阜平城南庄八一小学、马兰小
学、石猴小学、井沟小学、大岸底小学，于
是更感亲切、骄傲。

冬奥开幕式上的儿童合唱团能选
中阜平的孩子，其实并不意外。因为阜
平这片英雄土地曾是晋察冀的首府，演
绎过“人口不足九万，养育了九万人民
子弟兵；两万人参军参战，五千人光荣
牺牲”的慷慨悲壮的抗战传奇；因为
1948 年中共中央曾在城南庄发布“五
一口号”，发出了建立新中国的动员令；
因为习近平总书记曾到阜平考察扶贫
开发工作，发出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动

员令，如今，阜平摆脱贫困，建成小康，
过上了好日子。

当年在阜平战斗生活过的晋察冀
日报社社长邓拓的女儿邓小岚，退休
之后在马兰组建培养了一支土生土长
却蜚声中外的“马兰小乐队”。队员虽
已更新数代，可“马兰歌声”却一直婉
转、清脆、嘹亮，回响在铁贯山下、胭脂
河畔。这次合唱团被命名为“马兰花合
唱团”，初听虽有些“土气”，但当了解
到这是源于张艺谋总导演“寻找泥土
芬芳”的想法时，我不禁豁然开朗：合
唱团是来自大山的孩子、老区的孩子、
马兰的孩子，歌声是来自山野间、溪谷
畔、丛林中如马兰花儿一样朴实娇艳
的孩子们的天籁之音，而这正是我们
需要的、想听到的。

最初，合唱团在城南庄八一小学集
训期，只有指定媒体才可进行采访。真正
得知合唱团已赴北京集中排练，是给我家
新房刮腻子的大姐悄悄告诉我的，她说要

耽误一周工期，去北京陪参加冬奥会开幕
式的孩子。大姐说话时满脸自豪。一周后，
大姐回来，又自豪地跟我说：“孩子在北京
吃得好、住得好，还统一发了羽绒服，就是
排练太紧张太苦了，可孩子说‘不苦，多光
荣的事呀’。”

开幕式当晚，一张蓝色节目单开始
在老家人的微信群里传播，“消息灵通人
士”告知：“孩子们是第 11 个节目：唱
《奥林匹克颂》！”晚上10点许，44名身
着虎头衣、脚踩虎头鞋、头戴小红帽、脖
系红围巾的阜平孩子，分列4队，昂首挺
胸，整整齐齐，喜气洋洋，站在“鸟巢”高
高飘扬的奥林匹克会旗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之下，用近乎完美的希腊语开口
无伴奏合唱，惊艳了世界。

孩子们眼神清澈、动作可爱、声音
干净，一开口，那歌声空灵如水，清纯如
雪，似从奥林匹亚山而来，似从喜马拉
雅雪峰之巅而来，似从960多万平方公
里的华夏神州而来，似从全世界所有热

爱和平、热爱奥林匹克运动的人们心中
而来；又似从古老富庶的燕赵大地而
来，从英雄壮美的八百里太行而来，从
青山绿水、富裕小康的老区阜平而来，
从孩子们思念的城南庄、胭脂河、铁贯
山而来……

表演结束后，演出视频、新闻报道、
祝贺祝福，特别是孩子们从“鸟巢”给家
乡人民拜年的视频，顿时刷屏。直至深夜
一点，我仍意犹未尽，仿佛又过了一个除
夕。想必许多阜平人民、所有爱这帮孩子
的人也都是如此。

我们的“马兰花”，最终不负众望，精
彩呈现，值得家乡亲人热烈欢迎。初五傍
晚，迎着绚烂的夕阳，“马兰花合唱团”载
誉而归，我编写的“天籁童声唱响世界舞
台，阜平孩子尽展时代新貌”的欢迎标语
分列高速出口两侧。欢迎仪式简朴而隆
重，热情洋溢的致辞、贴心厚重的礼包、娇
艳喷香的花束、温暖久违的怀抱，让孩子
们激动万分，再次用天籁童声向全国人民
拜年：“虎年大吉！”

在世界舞台上，尽展新时代阜平老
区孩子真诚、淳朴、阳光、自信的新面貌，
我们的“马兰花”做到了！

立春了！不久，太行山深处的马兰花
又将盛放在又一个崭新的春天。我们期
待着……

冬奥会开幕式绽放“马兰花”
张金刚

今年春节，因为疫情，我本不
打算回老家过年。但腊月二十七，
早早回家的兄弟姐妹打来电话，说
近九旬的老父亲身体不好，渴望我
回家一起过个团圆年。放下电话，
我赶紧联系在老家担任村支部书记
的同学，询问防疫政策。在做好各项
防护工作后，我终于在除夕年夜饭前
赶到了家。

见子孙们全部赶回家团圆，之前
一直卧床的老父亲也精神起来，甚至
能下床走动了。除夕夜，全家十几口
人围坐在桌子前，父亲的笑容始终挂
在满是皱纹的脸上。母亲对我们说：

“你爹身体好起来了，都源自你们的
孝顺，大老远都赶回来过年，全家团
圆，这份亲情比什么药都灵验啊！”

正月初一刚吃完早饭不久，门外
突然鞭炮声齐鸣。一家人正在纳闷，
只见村支部书记带着好几个人进来。
他一进屋就握住父亲的手，笑容可掬
地说道：“老人家，这下您开心了
吧，儿女们都孝顺，一起回家过年，
兄弟姐妹们平时和睦相处，全家大团

圆啊！”并拿出一份春节大礼包递到父
亲手上，说：“为鼓励更多在外务工经
商的儿女们孝敬父母，常回家看看，并
在每年春节回来与父母团聚，从去年
起，村上新设了一个‘新春孝老爱亲
奖’，奖励一个春节大礼包，还附赠8
个幸福团圆礼花炮。希望每一户都孝敬
自己的父母，让他们健康长寿，安度晚
年。”

我们当即将村上赠送的8个幸福团
圆礼花点着了，爆竹声响起，村民都围
过来看热闹。从村民们羡慕的目光中，
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而这幸
福则来自我们兄弟姐妹平时孝敬父母，
尊老爱幼，春节阖家大团圆。

虽然这个春节假期我在家待的时间
并不长，但看到父母苍老脸上露出的笑
容和渴望，与他们共享人间天伦，就比
什么都幸福。其实，我们的父母一天比
一天老了，他们不图我们给金山银山，
也不图子孙一下子能取得多么大的成
绩，只希望我们尊老爱幼，团结向上，
和睦相处。儿女们做到这些，就是对父
母最大的孝敬和安慰。

新年里的“孝老爱亲奖”
汪志

收到微信上父亲发来的“表情
包”时，我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女儿，下班了吗？”还是那熟悉的问
候语，后面跟着一个正在哼哧哼哧吃
饭的胖兔子表情包。虽然只是很平常
的话语，但搭配着搞笑的表情包，却
让我顿感温暖。滑动屏幕，翻看着我
和父亲的聊天记录，几乎每次都有表
情包的碰撞。

很久之前，我发给父亲一个小狗
的表情包，还不太懂表情包使用的父
亲误以为我想养狗。而现在，父亲几
乎能看懂我发来的所有表情包，甚至
还能接上我的梗，偶尔还像我的同龄
人那样和我斗图。而事实上，父亲并
不是一个喜欢追逐新鲜事物的人。

大学时，我收到父亲发来的第一个
表情包，是那种五光十色的“中老年必
备”表情包。“爸爸，你的表情包太落伍
啦。”我笑着敲出回复。“是吗？我不太懂
你们年轻人的东西。”那边父亲接着发
来一条语音。关上对话页面后，我很快
便将这次对话的内容抛之脑后了。

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在我发了一

条带哭脸的朋友圈后，父亲很快便给我
发来了一个“神马都是浮云”的表情
包。要知道，这其实已经是很久之前的
网络流行语了，不过对父亲这样不热衷
网络的人来说，能知道这些流行语就已
经很难得了。正是父亲的这个表情包，
让因为工作陷入瓶颈而伤感的我不禁破
涕为笑。原来，无所不能的父亲初入互
联网，也如同稚童学语，无论学问多
深，也得从头开始。

后来，父亲每次聊天中都会发送表
情包给我。那些表情包或憨态可掬或搞
怪荒诞，但都是父亲为了融入我的生
活，体会我的喜怒哀乐而做出的努力。
于是，我渐渐不再恐惧悲伤侵袭，也不
再担忧陷入泥泞般的困境。因为我知
道，不管我跌得多狼狈，都有父亲的爱
和鼓励陪伴着我。

回到宿舍，窗外的月儿已高悬天
空，些微星子点缀在一旁。我再次打开
手机，看着父亲发来的表情包，如同沐
浴在爱意的阳光里。父亲的爱就藏在这
些细节里，剥离生活带给我的苦涩，告
诉我，“他永远在默默地守护着我”。

父亲发来“表情包”
杨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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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里暖意融融。“双奥之城
新气象——2022中外媒体北京行”城市形象特色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国内外25
家媒体的38名中外记者与市民一起做花灯、学国画、串珠子……深度体验北京
多彩便民生活，直观全面地了解北京居民社区文化和志愿服务情况，了解北京
在完善民生服务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成果。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