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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安居一室，拥有一台电视机，父母
可以半天不出门，他们在家看得惬意，
我在单位也工作得安心，两全其美。

自从把父母接进城里，母亲就接过
了电视遥控器。母亲是个爱学习的人，
家里的日用电器，只要教她一两遍，她
就能娴熟运用。父亲不同，他不爱摆弄
电器，怕一不小心弄坏了不好交代。我
们也曾试图让父亲学着自己调台，可父
亲学着学着就心不在焉了，于是只好
作罢。

对此，母亲在一旁只是微微地笑，
并不强求，反正二老早晚在一起，有一
个人会调频就成。母亲乐意调，父亲乐
意看，我倒觉得别有一番意趣，老伴老
伴，老了就是个伴儿，看电视也一样需
要人陪伴。

但当电视频道打开的时候，父亲俨
然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不由分说，第一
要看的是央视一套。新闻是他每天的

“必修课”，从早到晚，连重播也看。母
亲知道，父亲这一生，当了20多年的
村支部书记，开口闭口都是政策，说的
都是国家大事，多年养成的习惯恐怕是
很难改变了。所以母亲从不争频道，只

有在父亲出门的时候才调到戏曲频道。
她喜欢听黄梅戏，年轻时候就爱哼唱两
句，偷个空，过把瘾。于是，父母看电
视的默契自然达成。

今年央视一套播了冬奥会，老两口
看谷爱凌，看运动员们在空中、在地上
旋转的身姿，就一阵惊诧一阵赞叹：

“谷爱凌真了不起！中国真了不起！”前
几天我下班回家，父亲神采飞扬，说这
40多年的变化太大了，没有哪个朝代
有现在这么好。我知道，这段时间他一
直在看党的二十大的相关报道。凭父亲
的阅历，他一定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对比
那些逝去的岁月，他是由衷地对当下这
个时代给予至高无上的褒奖。

一直以来，电视机前很多不为人
知的细节成就了父母的老有所乐。电
视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也打开了他们
的胸怀，是他们解读世界最为便捷的
窗口。每当我看到两位年逾八旬的老
人如此用心地了解着电视里的大千世
界，眼角就不自觉地一热。在我看
来，坐在一起看电视的他们相濡以
沫，不仅是生活上的互相照顾，更有
精神上的共鸣、理解和尊重、包容。

父母的大“视界”
刘玉新

小时候一入冬，母亲就对我说“寒
从脚下起”。因为脚部离心脏最远，血
液供应比身体任何部位都少，加之脚部
脂肪层很薄，保温性能差，因此离地面
最近的脚很容易受凉。我的脚特别怕
冷，每到冬天，穿皮靴、棉毛袜也不管
用。所以每到冬季，母亲总不忘为我

“煨脚”。
刚开始，母亲用汤婆子为我“煨

脚”。夜晚我上了床，母亲便把热水灌进
汤婆子，然后把汤婆子放在我的脚边，
我冰冷的双脚瞬间就被阵阵暖流包裹起
来，不久周身也暖和了。后来汤婆子发
生了一次漏水“事故”，我的脚被烫伤
了，母亲非常自责，便再也不用汤婆子
为我煨脚了。寒冬里我睡觉时喊脚冷，
母亲便解开自己的棉衣扣子，把我的双
脚贴近她温暖的胸膛，我的脚慢慢暖
了，人也进入了梦乡。

时光如流水般过去，也许是到了成
年，我抵御寒冷的能力增强了，冬天我
不再冻脚，也不怎么畏寒了，煨脚的事
渐渐被我遗忘。

今年冬季，家乡特别寒冷，母亲的
脚冻伤了。她擦过冻疮膏，也试过用生

姜水泡脚等偏方，一直不见好转。我不禁
又想起年少时母亲为我煨脚的往事，虽然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电暖宝、电热毯、红
外线取暖器等冬季取暖品家里都有，可我
依然觉得煨脚是防治脚部冻伤最好的
方法。

我提出要帮母亲煨脚，母亲却笑着
说：“我的脚糙得很，还是算了吧。”我坚
持说：“哪个当女儿的会嫌弃母亲脚糙
呢？”说着我就解开自己的衣扣，把母亲
的双脚放进我的怀里，母亲有些不自在，
我忙说：“妈，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小
时候您帮我煨脚，现在我长大了帮您煨
脚。”听了这话，母亲脸上溢满了幸福的
笑容。

家乡冬季的夜晚并不是只有严寒和寂
寥，还蕴藏着丝丝温馨与美好。我静静地
帮母亲煨脚，跟她拉着家常。母亲说起我
儿时的趣事，还说她那时帮我煨脚，我一
定要听她讲《西游记》的故事……跟我聊
着聊着，母亲就睡着了，还发出轻微的鼾
声，像个熟睡中的婴儿。我守在母亲身
边，心里暖暖的。想到，等她一觉醒来，
看见我这个女儿，一如十多年前把脚伸进
她怀里的我一般，肯定会笑得很灿烂。

为母亲“煨脚”
程贵涛

这几天，每到傍晚，云南省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老姆登村“150
怒苏客栈”的老板郁伍林就忙得脚不
沾地。他和妻子忙着制作漆油鸡、手
抓饭、菌类火锅等特色美食，招待着
远方的客人。饭后，郁伍林还会弹起
怒族古老的四弦弹拨乐器“达比
亚”，邀请客人们载歌载舞，欢声笑
语久久回荡在怒江大峡谷。

老姆登村地处全国唯一的怒族
乡，坐落于碧罗雪山半山腰。在怒族
语言里，老姆登意思是“人们喜欢来
的地方”。但曾经的这里交通闭塞、
与世隔绝，曾属于中国最贫困的“三
区三州”范围。

“我小时候，家里住的是传统的
老木屋，风吹日晒，下雨的时候还会
淋到雨。穷到没有鞋穿，放牛和砍柴
经常被扎得流血，吃不饱饭更是常
态。”回忆起以前的苦日子，郁伍林
皱起了眉头。

近年来，得益于脱贫攻坚和各级
各部门的帮扶支持，老姆登村基础设
施建设逐步完善，村里依托自然生
态、民族文化等优势，积极推动旅游
业发展，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我
们的生活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小洋楼，水泥路
直通家门口，我们还发展特色产业，特
别是依托旅游业，大家的收入越来越
高，日子越过越好。”作为老姆登村第
一个开客栈的村民，郁伍林亲眼见证了
旅游业给村寨带来的变化。

老姆登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建文介
绍，老姆登村人均耕地只有 0.76 亩，
如果单纯依靠种植业增收致富很不现
实。而通过发展旅游业，村民们彻底告
别了过去背着锄头“靠天吃饭”的历
史，当导游、办农家乐、开民宿……收
入大幅提高。“目前，老姆登已经建成
33家农家乐、客栈，可同时接待1200
多人就餐，年创收870多万元。”李建
文自豪地说。

2021年，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帮
扶下，福贡县还实施了老姆登·知子罗
景区乡村旅游产业公路、换乘中心项目
建设，对原来的崎岖山路进行改扩建，
路旁植树种草、安装路灯，改变了过去
道路狭窄拥堵的状况。同时，开展人居
环境提升、旅游服务技能培训，让旅游
的“金饭碗”质量更高。

今年 8 月，老姆登景区成功举办
“沪滇情·民族风”首届怒江峡谷文化
周活动，吸引了近万名游客观光旅游。

这也让“90后”怒族小伙段福春的民
宿几乎每天都是满房状态。“党的政策
好，帮我们修了又宽又美的新公路，大
巴车直接开进村，游客越来越多，我们
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段福春说。

不仅如此，老姆登村旅游业的繁荣
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在老姆登高
山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茶叶庄园，合作
社理事长和大林带着社员们打包茶叶，
准备销往外地。“现在，许多游客喜欢

到这里体验采茶、制茶和民族农耕文
化，在高山云雾间品茶看景，享受休
闲生活。”和大林介绍，目前老姆登村
茶叶种植面积 3620 亩，年产值达 400
余万元。

如今，老姆登村路畅、村美、产业
兴，村民们种茶叶、种核桃、养蜜蜂、
跑运输、开客栈、做生意，吃上了生态
饭，端稳了旅游“金饭碗”，阔步走上
了幸福路。

半山腰上老姆登半山腰上老姆登 村美路畅收入丰村美路畅收入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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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连东沟生态文化旅游度假
区，一幅山清水秀、红绿相融的优美
景象随即映入眼帘。

地处大连市金州区石河镇小黑山
北麓的东沟村，曾是当地出了名的

“三无”贫困村，而今逆袭成为“绿
富美”，其中蕴藏着用生态美打造乡
村经济的“振兴密码”。

“十几年前，东沟村与外界联系
仅靠一条土路，落后的交通条件使这
个村子一直‘与世隔绝’，村民人均
年收入不到3000元。”见证了东沟村
发展变化的大连市政协委员、金州区
政协主席丛军说，当年东沟村是真的
穷，年轻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

为帮助贫困村尽快脱贫，大连市探
索推行“好村领差村、富村帮穷村、强
村带弱村”的脱贫攻坚模式。借此契
机，石河镇进行村屯整合，将东沟村并
入石河村。接着，又借助东沟村自然风
光秀美的优势，念好“山水经”、打好

“生态牌”，邀请专业人士为石河村作出
大连市第一个村级旅游整体规划，确立
了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建设了全长
6.41公里的乡级公路“石东线”，将原来
狭窄泥泞的土路变成了7米宽的沥青路。

依托“石东线”，按照“绿不断
线、景不断链”的思路，石河村专门成
立了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始沿路
增绿，建设生态廊道。近年来，随着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岭上花夕、百里花
街、野趣乐园、粉黛花田、东泉假日酒
店等旅游项目得到长足发展，曾经山远
地偏的小山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
旅游好去处，并被誉为“东北生态文化
旅游第一沟”。

路通了、景美了，游客来了。如
何让村民吃上“旅游饭”？石河村党委
决定从带领村民经营农家乐做起。

石河村党委副书记冷丽介绍，为
帮助村民尽快掌握致富门道，村干部
和党员带头开办农家乐，先摸索经
验，再手把手教。同时，选定村民迟
福瑾家的大院建起“田园农家乐”，为
全村父老乡亲“打样”。随着农家乐生
意一天比一天好，“跟跑”的村民也逐
渐多了起来。

如今，石河村的农家乐已由最初
的两家发展到现在的 25 家，其中 14
家被评为“大连市星级农家乐”，日接
待能力达到6000多人，年均户收入约
5万元。农家乐还带动了种植业、养殖
业发展，小米、地瓜、苹果、大樱
桃、草鸡蛋、土猪肉等农产品供不应
求，越来越多的村民从乡村旅游中尝
到了甜头。

在银杏黄与枫叶红相映生辉的景
色中徜徉，于白墙青瓦之间，位于小
黑山“石东线”的“东沟五坊”古镇
风情街便闯入人们的视野。

这条风情街始建于 2004年，既浓
缩了传统经典建筑，又凸显出东北特色
民俗风情。置身其中，就能看到东北传
统的豆腐坊、油坊、酒坊、粉坊、磨
坊，还有陶艺、木雕等大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的工作室，以及剪纸、传
统茶馆、小剧场等各类文化项目，是游
客了解本地民风民俗、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场所。

“月亮山庄农家乐”老板奚慧敏，
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因为石河村穷，
十几年前出嫁时曾决绝地表示：“以后
再也不回这个穷山沟了。”如今她不仅
回来了，还把爱人、孩子一起带了回
来。“曾经的辛酸，已是遥远的记忆。
现在我就想把农家乐办得更大更好。”
奚慧敏说。

而今的石河村，全村 4000多常住
人口中有 1000 多人从事乡村旅游业，
村民人均年收入已经攀升至3万多元，
呈现出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群众富的
美丽乡村画卷。

小黑山麓石河村小黑山麓石河村 景美路通产业兴景美路通产业兴
石朕 吕东浩

近几年，随着碳达峰与碳中和
“双碳”目标的提出，清洁能源的
使用和发展已成为14亿中国人共
同的行动和关注的热点。

还记得10多年前，我国北方
地区空气污染严重。城市和乡村道
路上常常能看到往来的大型煤炭运
输车辆，不仅把空气弄得灰尘滚
滚，还经常堵塞交通。其中最典型
的，莫过于从山西大同到太原、张
家口、保定等地的路段。

不过这些年，一切都变了。前
不久，我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调
研，从山西大同市到忻州市，一路
走来，道路畅通，风景优美，空气
新鲜。在大同吃过晚饭，一位当年
在部队服役期间的老首长领着我去
大同古城墙游览，一边走一边不无
感慨地对我说，近些年大同的城市
环境改善真是效果明显。老百姓街
谈巷议的，都是对政府创建卫生城
市的赞扬。

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人人都能切
身感受到，且能让家家户户都受益
的事儿，老百姓看在眼里，喜在心
上。还有一些虽然是普通人不懂的

“高科技”，却也实实在在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了改变。比如那些太阳能
光伏电热板和从远处看像是从地面
冒出来的巨型降落伞，或者高高举
起的惊叹号似的风能发电机组风车。

在山东商河县沙河镇棘城中街
村一户农民家里，我看到他家的瓦
房上支满了太阳能光伏板。他告诉
我，屋顶上的太阳能光伏板按块计
算，每块每年由电网公司支付 80
元。自己家房顶上现在放了 60
块，每年净收入4800元。有的农
户放一二百块，那收入就更多了。
这些光伏板发出的电直接入国家电
网，不燃煤、不烧气，是真正的清
洁能源。

听着乡亲们喜不自胜的介绍，
我终于明白，怪不得现在从北到

南，从东到西，出现了那么多风电
机和光伏发电设备，这不仅是对国
家电网的有力补充，更是实现“双
碳”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力
军。这些清洁能源无污染、无工业
废渣、无大批量劳动力的重复投
入，既能让群众“旱地里拾鱼”，
又能让国家电网有充裕的能源储
备，是件一本万利的大好事。

同时，这些清洁能源设备用最
直观的技术手段把人类对大自然利用
的门槛摆在明面上，让人们懂得了学
习科学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为年轻
人竖起了求知的目标，也让人们于光
能、风能之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更
多的科学幻想和追求欲望。

前些年，我曾对那些矗立于大
漠戈壁风场的风力发电机叹为观
止。如今，这些新技术的开发与利
用已经摆在家门口，群众对这些技
术的利用已经非常成熟，尽管其中
还有需要提升和改进的空间，但是
它所起到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
能源储备和利用本身。我想，我国
政府之所以底气十足地向全世界宣
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十分成功的
实践与经验。随着未来在攀登科学
高峰道路上的持续努力，在更多领
域里进行探索，我们对于清洁能源
的利用，必将走在世界的前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大自
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
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
发展。”相信以此为指导思想，必
定会推进我国能源革命的深入发
展，那些如同博物馆中展品般丰富
的新能源设备也会越来越完善，越
来越充满科技感。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清洁能源“博物馆”
走 进 寻 常 百 姓 家

王树理

“口感香脆、回味悠长，‘千年
圣果’名不虚传！”这两天，在浙
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举办的第五届世
界布商大会上，来自各地的专家学
者、中外客商等对一粒坚果赞不绝
口——这个产自会稽山古香榧群的

“稽东香榧”作为指定产品亮相布
商大会，受到参会人员的欢迎，产
生了不小的名气。

“变化就在这两年，多亏了政
协委员前后奔走、牵线搭桥，一度
陷入发展窘境的稽东香榧才能一路

‘高歌猛进’。”柯桥区政协委员、
香榧企业代表黄炯感慨道，区域农
产品在盛会上受到欢迎，无疑为家
乡的数千榧农带去了信心，为香榧
行业发展注入了强心剂。

原来，稽东镇地处小舜江源
头，位于全球首个以山地经济林
果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
会稽山古香榧群的核心区域。作为
全国香榧原产地和主产区，该镇有
香榧近5万亩，榧农3400余户，常
年干果产量约60 万公斤，总产值
超亿元，坚果产业已成为当地农
民的“民生产业”、“共富产业”。
但长期以来，由于加工工艺传
统、产品单一、品牌竞争力弱等原
因，稽东香榧的影响力一直“养在
深闺人未识”，每年香榧季，能不
能卖得光、卖出好价钱，榧农都要

“看天吃饭”。
如何在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同

时，提升品牌竞争力，进一步打开
优质农产品销路？今年，在柯桥区
政协文化文史和教科卫体委和稽东
镇政协工委牵头推动下，组织开展
了以“打开优质农产品销路，助力
南部山区共同富裕”“提升香榧产

业 助推共同富裕”等为主题的专
题协商活动，同时向相关界别委员
和专业人士发出“英雄帖”，依托

“民生议事堂”和“协商驿站”，共
同探寻稽东香榧“突围”的路径，
助推稽东香榧产业做大做强。

“不妨从打造一批可听可看可
感、惠及榧村榧农榧企的亮点入
手，如推动稽东香榧亮相重量级节
会，进一步提高产品知名度。”柯
桥区政协常委、区政协文化文史和
教科卫体委主任吴青青建议。

在政协的积极对接下，稽东香
榧动作频频：作为会稽山古香榧群
代表亮相首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大会；与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以“无榧不醉酒”为主
题，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进行陈列
展销。

“要把以香榧为代表的优质农
产品包装好、开发好、推介好，更
好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百姓
致富。”柯桥区政协委员、会稽山
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傅祖康说，目前市场反馈很不
错，相信再通过一段时间的推广，
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
青睐。

近年来，柯桥区政协着力打造
“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协
商驿站”等平台，持续推进政协工
作向基层延伸，围绕区域产业转型
升级、经济社会发展、强村富民工
程等，高质量资政建言、凝聚共
识，形成了具有柯桥辨识度的政协
工作品牌，为打造现代化“国际纺
都、杭绍星城”，实现共富先行新
图景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效果。

稽东小香榧进了“国际群”
郦曼丽 本报记者 鲍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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