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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本报讯 （刘红霞 记者 路
强）“凤翔具备生产优质高产红薯
的资源禀赋，红薯种植历史悠久，
怎样把红薯发展成红火产业，变成
群众致富的‘金元宝’？”日前，陕
西省宝鸡市凤翔区政协主席会议成
员集体督办了《壮大红薯产业，打
造“西部薯乡”》重点提案。

大家深入田间地头、育苗基
地、文化展馆和实验室，在现场察
看的基础上，围绕红薯产业发展壮

大建务实之言、聚发展之力。
“建议扩大红薯育苗、种植、储

藏规模，加大对种植大户、农户家
庭、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带动更多群
众参与红薯种植，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通过品牌营销、网络推广、产品
展销等途径，让虢王红薯不仅在当地
卖得俏，在外地也叫得响。”谢宗怀
委员说道。

赵振华委员建议，要应用红薯种
植全程机械化技术提升种植精度、降

低种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
民收益，全方位推动红薯产业标准
化、规模化、高效化发展。

魏宏岳委员提出，要加强与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大红薯产业技
术开发力度，提高虢王红薯产量和品
质。积极探索引进红薯新品种，让红
薯产业发展更绿色、更优质、更高产。

委员还提出了发展订单式农业，
做到名“薯”有主；立足区域优势，
打好绿色“健康牌”；加大资金投入

力度，做优红薯产业服务保障；培育
引进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等
意见建议。

凤翔区副区长吴国良回应委员们
说，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认真研究、充
分吸收委员意见建议，持续在科技赋能
产业发展、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不断完
善产业链条、加强红薯品牌建设上再加
力、下功夫，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今年以来，凤翔区政协探索建
立以两件集体督办提案为龙头，以
10件民主评议提案为重点，以其他
提案为基础的提案办理工作机制，这
次重点提案督办就是推动提案‘办
结’向‘办实’转变的生动实践。”
区政协主席蒲仪明表示，区政协将持
续关注红薯产业发展，让红薯产业的
藤更广、根更深，香甜浸润民心。

宝鸡凤翔区：红薯铺就“甜蜜”致富路

日前，湖北省谷城县政协围绕
“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
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监督性协
商议题和《关于对南河流域进行综
合治理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协商
活动。

在盛康镇一座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的旧窑厂，委员们看到，经
过改造修复，这里已被打造成集旅
游休闲、民俗传承、农事体验于一
体的农耕文化园。目前，片区18
个项目均已完工，初步形成以特色
产业园区为核心、以现代农业和山
水旅游为两条轴线的立体空间布
局。整个乡村振兴项目涵盖7个村
（社区），惠及7291户 2.2万余人，
年可带来综合经济效益20多亿元。

今年，部分政协委员在提案中
提出，由国家乡村振兴局、财政部
下发的中央专项彩票1.15亿元公
益金，涉及老区人民的根本利益，

应用好用实这笔资金，发挥中央资金
的“酵母”作用，持续提升革命老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把惠及革命
老区的好事、实事办到老区人民的心
坎上。

委员们同时建议相关部门应在南
河流域综合治理方面，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广泛听取民意，不断加强南河
流域建设和提升改造工作的整体规划
和布局水平，要让群众主动参与到南
河流域综合治理提升改造和后续管理
中，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
格局。

为此，谷城县政协将在盛康镇加
紧建设回龙观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等列

入今年专项监督性调研议题，组织委
员到南河流域开展专项监督性视察并
召开协商座谈会。

调研期间，委员们来到南河流域
沿线建设现场，听取规划设计、建设
进展等方面的情况介绍。协商会上，
委员们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
村振兴、持续筑牢产业根基等方面建
言献策。谷城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从
整个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带来的经济效
益，以及产业的长期发展规划等方面
详细解答了委员们提出的问题，表示
将认真梳理汇总并积极吸纳委员们提
出的新建、改造产业基地，升级改造
茶叶加工厂，新建和改扩建乡村旅游

公路，兴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加快
村道提档升级，新建及改造农业灌溉
水利设施等意见建议。

“我们将采纳政协委员建议，继
续用心建设惠及流域内两万多百姓的
产业根基，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落到
实处。”谷城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在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方面，当地新建、改造产业基地
4500 亩；升级改造茶叶加工厂 1
个；新建和改扩建乡村旅游公路9.6
公里；兴建3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
在改善小型公益基础设施方面，加快
村道提档升级，新建及改造了农业灌
溉水利设施。 （马明刚 阮班明）

湖北谷城县：筑牢产业根基推进乡村振兴

天空被秋风抹拭得洁净而美丽，
原野上氤氲着收获的清香与甘甜，金
做底色的家园被描绘得七彩斑斓。站
在田间地头凝视广袤的原野，宛若置
身于画家梵高景深宏阔的田园画面
里，天地显影了，我亦与之俱化。

春天萌生，夏天滋长，秋天收
获，冬天储藏。按照这样的规律，春
去秋来，永无休止。从视觉、感觉和
嗅觉上讲，春天葳蕤而灿烂，夏天明
亮而蓬勃，秋天芳香而金黄，冬天洁
白而刚强。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相
比于春夏冬三季，它似乎更多了一种
节令与人心形成的默契，忙碌了大半
年，该有收获了。

所以，农民从来都喜欢秋天，喜
欢收获，也少有“悲哉，秋之为气
也”的叹息。依据这样的规律，我国
将每年农历秋分，定为农民自己的节
日——“中国农民丰收节”，既与时
令吻合，又贴近农民群众赏秋的习
俗，实在是合天意、顺民心。

如今，实现了全面小康的农村，
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
高，农业生产的多数环节，已经被机
械化、智能化的作业方式和手段所替
代。于是，留在村子里的人们，除了
干完手头的农活，便有了时间和心情

“赏秋”。在这个庄稼人最爱的季节，
去农村走一走，就能看到摇着蒲扇在
槐荫树下喝茶聊天的；推着童车到田
间地头看景的；三五成群凑在一起，
傍一把京胡唱戏的；摆一张小桌，铺
开“楚河汉界”相约对弈的……

我家族里的六弟媳妇和八弟媳
妇，都是50开外的人了，文化程度
也不高。可是如今对生活的热爱，实
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最近，忙完了农
活有心情赏秋的妯娌俩都爱上了唱
戏，而且逢唱必定化妆，然后做成视
频，发到抖音或朋友圈里，有模有样

的。老伴第一次把她们的视频发给我看
时，让我猜猜演唱者是谁，我想了很长
时间也猜不出来。后来她告诉我，个头
高的是六弟妹，矮的是八弟妹。这太出
人意料了！没想到终日里脸朝黄土背朝
天的农村妇女，竟然也能有板有眼地唱
京剧、唱豫剧，而且扮相化妆和视频美
颜，全是自己一手操办。金色的秋天，
金色的梦想，就在这幸福的家庭里实现
了。我真为她们高兴。

前几天我回到老家，院中的亲人们
围拢过来，大家拉家常聊闲话。我说，
今天咱们这顿饭，既是过节的团圆饭，
也算是全家集体赏秋，是不是能唱的都
来一段。我的提议获得了大家的掌声。
六弟媳妇先来了一段京剧《钓金龟》里
的“叫张义”，八弟媳妇又唱了一段豫
剧 《朝阳沟》 里“走一道岭来翻一架
山”，虽然都是清唱，但个个都唱得字
正腔圆，有模有样。他们唱完后，几个
小娃娃们就开始抢话筒。有唱京剧《红
灯记》“党教儿做一个刚强铁汉”的，
有拿腔作势唱京韵大鼓 《探清水河》
的，热热闹闹好不喜人！

记得古人江淹曾在他的《别赋》里
写下这样的句子：“至乃秋露如珠，秋
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
别，思心徘徊。”秋色让心驰神往，赏
秋的人们同样衬托出生活的殷实和安
逸。置身故乡亲人赏秋的喜庆气氛中，
我想，今天的中国农民，不仅仅是土地
的主人，也是土地的歌者，他们在经营
土地、收获土地的同时，也深深地热爱
土地，感恩土地，欣赏土地。在这个风
调雨顺的大有之秋，正应当放开歌喉，
高歌一曲。

赏秋赏景亦赏心。我看到了亲人们
“悠然面田亩”的身影，更读懂了亲人
们赏秋的心愿。这不也正是乡村振兴的
一个缩影吗！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赏秋赏景亦赏心
王树理

秋日，走进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永和家园，只见道路干净整洁，各项
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旅游、研学实
践、青年民宿等特色产业众多……作
为船山区全力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样
板，永和家园通过宣传推介、推出体
验式旅游产品和改善旅游整体环境，
备受游客欢迎。

永和家园位于318国道旁，近年
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康养、研
学实践等产业，园区面貌整体得到很
大提升，但仍有许多制约发展的问题
亟待解决。

如何解决永和家园特色产业不
足、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如何进一
步提升景区体验感、提高游客满意度？

“我们组建了青年政协委员助推

乡村振兴智囊团，成立了‘永和家园
特色产业发展’‘如何加大永和家园
推介力度’‘如何提升永和家园的吸
引力’‘永和家园生态停车场提档升
级’4 个课题调研组。”区政协委
员、青年政协委员助推乡村振兴智囊
团团长陈云介绍，2022年7月，在区
政协的支持下，多名区政协共青团界
别政协委员，充分利用青年政协委员
之家阵地，整合永和家园片区中的
市、区两级共青团界别政协委员，辐
射新农人、农业行家里手、优秀青年
代表，沿永和家园C234美丽乡村旅
游道路走访调研，收集村民、游客意
见建议80余条，整理汇总可复制可
借鉴的外地景区建设样板和管理经验
22条。

基于前期调研成果，今年1月，区
政协组织召开“青春聚力政当时，乡
村振兴协手行——永和家园提档升
级”专题协商议事会，就推动文化与
产业融合、宣传特色产业、打造成渝
地区高端农旅品牌等提出多项建议，
引起了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会的高
度重视。

目前，园区已包装孵化“蜀天穗”
品牌，打造智慧农业，建设蔬菜长廊，
完善生态停车场建设。在今年“五一”
期间，举办“永和家园·邀你来玩”系
列活动，带热了船山乡村游。

“ 青 年 委 员 们 踊 跃 助 推 乡 村 振
兴，以青春作笔共绘乡村振兴‘同心
圆’，体现了协商建言的精准性和凝
聚共识的实效性。”区政协主席袁旭
表示，下一步，区政协将把委员联系
服务界别群众工作同发挥专门协商机
构作用、服务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在
倾听民声、汇聚民智、阐释政策、传
播共识中发挥积极作用，持续为船山
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永和家园来了年轻人……
何鸿 罗琳 本报记者 韩冬

“妈，上车，咱们去超市！”“去
超市还开啥车，我不喜欢坐车，我走
着去！”母亲总是这样，无论去哪
里，能走路决不坐车。我开着车，
一路上遇到几个红绿灯，到超市门
口的时候，母亲已经在那里等了。
她得意地说：“还是走路快吧，我就
爱走路！”

母亲在乡下的时候，隔三差五就
去赶集。集市离我家有七八里路，她
走路去，半天打个来回。有时她在路
上遇到开车的同村人，人家要捎她一
段路，她也会坚决拒绝。母亲总对我
说：“人长着两条腿是干啥的？就是
走路的！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坐车，时
间长了腿脚就不好使了。再说了，走
路去多有意思，还能边走边看故
事。”她所说的故事，一方面指风
景，另一方面指路上遇到的人和事。
母亲把这当成一种生活乐趣。

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跟母亲去走
亲戚。母亲牵着我的手在路上走，时
不时停下来看看邻村的桃园，瞅瞅路
边的柳林，或者俯身摘下路边的野
花。小孩子体力不行，有时候我走累

了就赖着不走了，母亲便会蹲下，让我
趴在她的背上，背我走路。现在想来感
觉很惊奇，身材瘦小的母亲背着我走
路，从来没说过累。

如今母亲年纪大了，依旧喜欢步
行。这几年她搬到城里和我一起住，已
经走遍了小城的角角落落。她用脚步丈
量着陌生之地，也欣赏小城的繁华和热
闹。最近我发现，母亲对步行生活感悟
颇深，甚至上升到了“步行人生”的

“高度”。有次她对我说：“你别动不动
就开车了，走路有啥不好的？开车太快
了，出门一趟急急忙忙，没意思。慢慢
走，不慌不忙的，多好！”我理解母亲
的话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生路上要学会
放慢脚步，领略慢生活的乐趣。步行人
生趣味多，一路上有沿途风景，有各种
故事，多么开心自在，多么从容不迫！

如今，我也尝试着和母亲步行。走
在路上，母亲一会儿指着路边的店铺
说：“瞧，这里新开了一家包子铺，哪
天咱去尝尝。”一会儿又指着一棵树
说：“这棵树开花了，可好看呢。”而
我也从这样的行走中，感受到了生活
的乐趣。

母亲爱步行
马俊

刚吃过饭，就收到母亲的信息，
叫我赶紧去家庭群里看看，又有大事
儿发生，马上就要开“发布会”了。

我打开家庭群，刚好赶上大舅正
在发红包，随手一点，运气还真不
错，估计又有好事发生。果然不出我
所料，大舅上来就给大家亮了一曲他
最拿手的《穆桂英挂帅》，群里各种
风格的“掌声”瞬间飘过一片。“大
哥，赶紧说正事儿去！”小姨催促
着。“别急，这不是刚开始嘛，谁家
发布会不先热热场啊，心急吃不了热
豆腐。”

原来，是大舅家喜提新车一辆，
这也算是我们大家庭的喜事儿一桩，
自然是要热闹热闹的。看着群里你一
言我一语讨论得很热烈，我想起就在
半年前，我们这个群还是个“无声”
群，就跟大多数微信群一样，有事儿
才招呼一声，没事儿平时就只有养
生、养花、点赞转发之类的。有好几
次我想退群，还是母亲说，“这都是
至亲，你要是退了万一遇见事儿，还
找不找别人帮忙啊。”我无奈只能任
它留着。

直到有一天，不知谁在群里放了一
曲《好汉歌》，大家开始活跃起来。有
人说这歌经典，多少年都听不腻；有人
说要不咱们组个团一起全民K歌呗……
毫无预料地，家庭群开始活跃起来。后
来，几个带头老大哥一合计，说干脆咱
们也学学人家电视上，有大事小事都弄
个发布会，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乐
呵，这才像一家人嘛。

于是，谁家里有喜事了，先发红包
再通知，大家一起跟着高兴。遇到难事
了，每家每户都出个点子，能帮忙的帮
忙，不能帮忙的看看有什么人脉可以
搭。有时候谁家互相之间有了小矛盾，
经过群里几位长辈劝解，也都能很快平
息、和平度过。

不得不说，自从有个家庭群里的
“发布会”，大家都感觉亲戚之间的关系
更近了一步。以前我最怕过节串门，现
在也能和长辈们聊聊家常，收到他们

“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的嘱咐。过
去，我总觉得老一辈人就会认些死规
矩，但在家庭群里，我看到大家积极、
团结、热情的一面，也带领着我们这些
晚辈们更有信心地奔向美好生活。

家庭群里的“发布会”
周晓凡

本报讯 （赵伟峰 记者 高新
国）国庆节前，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市民中心就将投入使用，这是该县政
协聚焦短板弱项、发展大局、社会事
业、民生民意抓提案质量，使委员

“金点子”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动力源”的具体体现。

县城没有标准的文化馆、图书
馆、美术馆，缺乏全民健身设施，需
要尽快建设市民中心，抓紧为县医院
扩容……针对刘国权、白建明等16
名委员提出的“补短板”提案，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去年在南部新
城启动“五馆五中心”项目，除了文

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和全民健身中心
外，还增加了档案馆、科技馆、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党群服
务中心。同期，县市民中心投入建设，
县人民医院二期工程拔地而起。

蔚州古城背街小巷坑坑洼洼，存
在停车难问题。去年，陶毅、高江等
7名委员提出相关提案，在组织古城
街巷改造微协商的基础上，县政协召
开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题协商，推动职
能部门对古城内92条街巷实施综合
整治。同时，利用棚改拆迁空地新建
3个停车场，缓解古城内停车压力。
今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在

办理相应提案中，重点对城区公厕实行
标准化提升，受到游客好评。

针对李俊峰、王秀丽等23名委员
提出的“增加公园数量、提升城市面
貌、缓解交通拥堵”的提案，县政府将
城区公园建设纳入民生实事快速推进，
并就谋划中的县城二中西侧公园多次征
求委员意见建议。在去年新建福来街、
福来南街纵向联通几条路的基础上，今
年将新建东西向、南北向两个关键节点
工程，打通光明南街断头路，进一步缓
解城区交通拥堵压力。

吴宏林、段俊敏等19名委员提出
“加快全县文旅融合发展”的提案，得
到县文旅局等部门重视。针对蔚州古城
和暖泉古镇旅游开发滞后问题，县政府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陆续开放景点，暖
泉古镇新业态开始复苏，40多家精品
民宿在古城、古镇、古村堡间如雨后春
笋般兴起。

委员“金点子”蔚县“动力源”

升 级 智 慧
养殖平台、装
修 多功能会议
室、安排人员参
与 接 待 工 作
…… 近 日 ， 正
在忙碌中的重庆
腾达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总监
黄德利高兴地
说：“第十九届
中国羊业发展大
会下月就要在重
庆大足区召开
了！”

黑 山 羊 是
重 庆 大 足 区 的
畜 牧 特 色 产
业 。 区 政 协 一
直 关 心 关 注 大
足 黑 山 羊 产 业
发 展 ， 多 次 开
展 专 题 调 研 ，
组 织 委 员 建 言

献策。在今年初区政协三届二次会议期
间，韦杰委员提交了《关于发展大足黑
山羊产业的建议》 的提案，呼吁从政
策、资金、人才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做
好销售服务及大足黑山羊品牌的保护；
摸清全区每个街镇可利用农业设施用地
规模及地块，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
扶持本土企业生产黑山羊饲料，稳定养
殖繁育种群。

5月，韦杰收到提案主办单位区农
业农村委的办理回复。复函表示，将继
续把大足黑山羊相关项目纳入2024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产业
项目予以扶持；将区里现有部分园地用
于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协调各镇街预留
部分园地用于大足黑山羊羊场建设；科
研机构、企业只要有符合大足黑山羊饲
料加工和研发的相关建设内容，均可按
文件申报项目补贴。

据了解，区政协委员们持续助力大
足黑山羊产业发展，通过提案、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和大会发言等方式，已经提
交相关建言 10 余篇。如冯中见委员
《关于推进大足黑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建议》，从规范保种扩繁、全产业链
发展和落实要素保障等方面出谋划策；
叶华海委员《关于加大宣传推广和落实
机构保障来推进大足黑山羊发展的建
议》，呼吁申办中国羊业发展大会，成
立黑山羊科研机构。

大足区政府制定了《大足黑山羊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和 产 业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2—2026 年）》，建成了重庆市首
个4层立体式养羊场，可实现年出栏1
万只，还建成了年产量达1万吨的大足
黑山羊饲料加工车间。大足黑山羊核心
育种场建设项目也已开工，项目建成运
营后，将进一步扩大种群规模，提升选
种、育种、供种能力，增加年供应种羊
数量。

区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委
正在积极参与第十九届中国羊业发展大会
筹备工作。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养羊
及相关行业企业家、专家学者将通过羊
业发展高层论坛、羊产业发展研讨会、
羊产品展示、经贸洽谈等形式，共同探
讨产业发展的新方向新路径，大足黑山
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必将得以提升。

政
协
﹃
牧
羊
人
﹄

陈
世
会

本
报
记
者

凌
云

近期，安徽省安庆市
岳西县的香榧陆续成熟，
村民们利用晴好天气抓紧
采摘。近年来，岳西县充
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改
造茅草山建设香榧产业基
地，让昔日的荒山披上了
绿装，也为村民增收开辟
了新的渠道。

吴均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