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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和睦秧苗节节高，人生情意留
人间。大田小丘是一家，饱满金谷堆
满仓。”一曲悠扬婉转的“阿勒儿”，
叫醒了云蒸霞蔚、波光粼粼的哈尼
梯田。

忙碌的一天开始了。
千百年来，辛勤劳作的哈尼族

人，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这片“中国
最美的山岭雕刻”，不仅养育了一方
人，也为云南打造出一张亮丽的
名片。

然而，近年来，因劳动力短缺、
传统农耕文化缺少传承、稻谷栽种和
梯田保护缺水等“三缺”问题，这片
土地，也面临诸多困难。

“不能名为搞现代化，就把老祖
宗的好东西弄丢了！”对于哈尼梯田
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先后5次作出
重要指示批示，对如何探索出生态效
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新路径指明了
方向。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元阳县政协通过在全福庄开
展以“守护哈尼梯田根和魂”为主题
的院坝协商，探索村民共治保护哈尼
梯田的新路径，助推群众动起来、梯
田美起来。

保护梯田 刻不容缓

走进元阳县阿者科村，翠绿的碧
波层层叠叠延伸至天际，阳光刺破浓
雾，梯田、村庄、森林在山野中若隐
若现，远处森林郁郁葱葱、脚下梯田
波光粼粼，村内炊烟袅袅，鸡鸣狗
吠，俨然世外桃源。

自2013年 6月 22日被列入 《世
界遗产名录》以来，哈尼梯田一直以

其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极强的生命力，展
示着千年农耕文明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理念。

“梯田是哈尼人的根，水是梯田的
魂。”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水田面
积不断萎缩，梯田灌溉沟渠因年久失修
而垮塌、渗漏严重，梯田保护面临着劳
动力短缺、传统农耕文化缺少传承、稻
谷栽种和梯田保护缺水等“三缺”问
题，给哈尼梯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带来
隐患。

为破解“三缺”这一事关哈尼梯田
保护“根”和“魂”的问题，元阳县政
协先后派出4批次人员蹲点全福庄，深
入农户家中、走到田间地头，与老百姓
促膝交流、寻策问计，与农科、梯管、
水务、文旅等部门沟通协商。

通过前期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
见，县政协将协商议事会搬到全福庄梯
田边上，现场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在会
前多方就已达成初步共识。

直面问题 共话良策

2023 年 4 月 28 日，一场以“大抓
哈尼梯田保护”为主题的协商议事会议
在全福庄召开，政协委员和村民们围坐
在梯田边上，围绕如何解决“三缺”问
题交流探讨，共谋梯田保护良策。

世居于此的哈尼村民以大地为纸、
水稻为墨，描绘出层层相叠的梯田山水
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部分群众由
于对梯田多重功能极其丰富的遗产价值
认识不到位，参与哈尼梯田保护管理的
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

“虽然不在同一个山寨，你走进我
家门，就如一母同胞的兄弟。”每当来

了客人就唱起哈尼古歌迎客调的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马建昌忧心忡忡地说，“现
在会种田、愿种田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传统农耕文化和农耕技艺面临消亡的危
险。”

对此深有同感的其他村民也纷纷打
开了话匣子：“近年来，由于季节性气
候干旱问题比较突出，水源逐渐减少，
导致梯田正常灌溉用水不足。”“由于梯
田耕种劳动强度大，产值较低，远低于
外出务工收入，因此出现了农村劳动力
大多外出务工的现象。”

政协委员们深深感到，全福庄村处
于哈尼梯田的核心区，这里共有上千亩
梯田，也是观赏日落、梯田、云海及哈
尼村寨风光的著名景点之一。但是，越
来越多的村民逐步放弃传统民居，转而
建起钢筋水泥楼房，传统的村容村貌保
护难度不断加大。

“在我看来，要组织开展《红河哈
尼梯田保护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等
保护政策法规培训，提高群众对哈尼梯
田生态价值的认知，增强文化自信，激
发村民爱田护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
进哈尼梯田保护和持续发展。”

“要认真落实各类补贴政策，健全
完善哈尼梯田生态资源补偿机制，每年
给予哈尼梯田遗产区内水稻种植户一定
资金补助，调动群众种植水稻的积极
性。”

“要设立相关公益岗位，恢复推行
传统的木刻分水法和‘赶沟人’‘守林
人’等传统管理方式，确保每一片林、
每一丘田、每一条沟渠和每一个水源点
都有专人巡视、管护。”

……

议事会上，大家纷纷建言献策，拿
出“金点子”。

建议给力 成效初显

经过一番热烈讨论，会议达成三项
共识：组建哈尼梯田耕种互助队，帮助
无劳力、弱劳力家庭疏通沟渠、耕种梯
田；组建党员干部和村寨中明白人、带
头人+哈尼四季生产调、哈尼乐作舞宣
传队，群策群力推进哈尼梯田保护；增
强哈尼梯田管养力度，加快恢复推行传
统的木刻分水法和“赶沟人”“守林
人”等传统管理方式。

很快，该协商议事建议得到了新街
镇党委、政府的采纳和落实，会后即成
立了“镇农技人员+村干部+村党员”
组成的工作专班，进驻全福庄村摸清底
数，开展党员干部和村寨中明白人、带
头人+哈尼四季生产调、哈尼乐作舞宣
传队宣传，搭建哈尼梯田耕种互助队。

目前，元阳县已修缮梯田核心区大
小水沟189条、654公里；组织动员新
街镇、攀枝花乡等乡镇村民修复、复耕
复种梯田2100余亩；在梯田核心区推
广“稻鱼鸭”综合种养4.52万亩，亩产
值预计将达8000元以上，惠及群众4万
余户；开展人居环境大整治，完善村规
民约，在梯田核心区投放钩背垃圾箱
100个、果皮箱306个，实现遗产区公
路沿线村寨和旅游景点全覆盖，为哈尼
梯田保护注入强劲动力。

哈尼梯田有颜值，更有内涵。农耕
文化、哈尼乡愁，是红河人文景观的

“根”，亦是红河文化的“魂”。可以想
见，壮美的梯田将在精心呵护中不断擦
亮底色，增添亮色。

守护哈尼梯田的根和魂守护哈尼梯田的根和魂
李芳李芳 郭健郭健 蒲自龙蒲自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吕金平吕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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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雪，尤其爱塞外高原的雪。
当兵时，我所在的部队辗转于张

家口、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和山西雁
北、忻州一带。这里是华北地区风最
大、雪最多、气温最低的风口子。5
年时间，5 个严冬，我充分领略了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的壮丽山河；吮吸了大雪飘飘带去的
圣洁与纯净，解读了大千世界的无上
清凉；经历了呼啸的白毛风携裹着零
下30多度的严寒，向驰骋于疆场的
将士们发出的挑战和叫板，磨砺抗严
寒化冰雪的铮铮铁骨。如今，50年
过去，我依旧对严冬里飘落的大雪情
有独钟。

在这个严冬季节，我总会做一些
与落雪有关的梦。有时是“大漠沙如
雪，燕山月似钩”的斑斑驳驳、光怪
陆离。有时则是多年前的“旧影重
现”。有一次，我就梦到了50多年前
的一个冬季，大雪压塌驻地窑洞砸到
耕牛的事儿。

那时，我们部队疏散在张家口市
宣化县定方水公社定方水村。那天夜
里，我们正在熟睡，突然听到“饲养
场窑洞塌方”的呼救声。作为子弟
兵，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以紧急集合的
速度从床上爬起来。等我跑到院子
里，才发现纷纷扬扬的大雪已把天地
搅得一片混沌。我们赶到饲养场的时
候，指挥连的官兵们已经把塌方了的
窑洞门口清理出来了，两头耕牛除了
有一头砸伤了一条后腿，其他并无大
碍。可是，指挥连的几位战友却被冻
肿了耳朵，还有两位同志在清理窑洞
塌方时，手上、脸上都受了伤。

从梦中醒来，慢慢回忆梦里的情

景，深感我之所以经常梦到大雪飘飘，
恐怕是因为青年时期塞外高原生活给我
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吧。

说到雪，我又想起一年寒冬时节，
我应邀去山西五台山考察。我们一行人
由北麓登顶，只见雪花纷飞，漫天皆
白；凛凛长松，倒卧涧溪，好一派北国
风光。行间，五台山竹林寺方丈妙江和
尚信口吟道：“石罅飞泉冰齿牙，一杯
龙焙雪生花。车尘马足长桥水，汲得中
泠未要夸。”彼时，我有感于佛门弟子
的乐观、放达，后来看《五台山志》才
得知，这首诗是元好问《台山杂咏十六
首》 中的一首。以修行为本的僧家弟
子，能在冰天雪地的季节，独怜五台，
苦行修道，可见冬天的大雪确实可以磨
炼有信仰之人的志向，这大概也是“宝
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
理吧。

最近不少地方普降大雪，我想到近
年来随着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冰雪运动已经成为百姓体育生活的一项
重要内容。冰雪不仅给张家口、崇礼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化，就是整
个坝上草原，也因此变得充满生机。尤
其是随着冰雪季的到来，看到越来越多
的冰雪运动爱好者冒着严寒奔赴塞外高
原，我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激动，内心
深处总有一句“让冬季的大雪来得更猛
烈些吧”的心语呼之欲出。

梦与现实的交会和重叠，总有不断
显影和挥之不去的记忆。而我的冰雪
梦，则是一首经历过冰天雪地的人的
歌。你听，“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
洒洒漫天遍野……”唱着这首歌，我愿
意继续踏雪而行，那正是我的心声。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塞北的雪 冰雪的梦
王树理

对门沟村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
城子街道，以盛产玫瑰香葡萄和陆地
大樱桃而闻名，但受宣传乏力、产业
单一、市场化程度不高等因素制约，
多年来果品销售始终不够理想。

几年前，甘井子区政协委员、大
连盛元映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志刚在导演拍摄大型纪录片《精准
扶贫“最后一公里”》时，设身处地
感受到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2018年年底，结合自身专
业，他带领团队以对门沟村为“基
地”，开启了对乡村振兴课题的探索
之路。

时间不长，胡志刚便发现对门沟
村存在的一系列急需破解的问题，诸
如乡村文化如何挖掘？特色品牌怎么
创建？休闲旅游该咋搞？电商人才哪
里来？

“以文化赋能激发乡村发展活
力。”经过大量实地考察调研，胡志
刚决定和同事们一道，依据当地盛产
葡萄和樱桃的产业优势，协助村里创
建乡村品牌体系、策划乡村节庆文
化、规划乡村文旅产业、培养乡村本
地人才、搭建乡村电商平台、再造乡
村盈利模式。

此后，胡志刚凭借自身职业特点
和在当地的影响力，自然而然地成了
对门沟村的“村级网红”。从2018年

起，他先后为村里策划主办了多场大型
活动，包括 3 届“甘井子区葡萄文化
节”、4 届“对门沟村樱桃节”、1 次

“甘井子区助农纾困艺术采风大行动”、
1次“对门沟村葡萄认养行动”……通
过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不仅使对门沟
村树立起自己的品牌，果品销售渠道不
断拓宽，而且销售价格也比以往提升了
近30%。

与此同时，通过为村民培训电商技
能等途径，帮助对门沟村探索出一条以

“品牌节日+短视频+电商直播”，线
上、线下融合销售的新路径，使“农村
电商”在村里落地生根，让品牌势能得
到充分释放。2020年，对门沟村获得
大连市政府颁发的“电商直播试点基
地”牌照，从单一的种植产业村逐渐变
成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5年间，对门沟村葡萄产业获得了
国家级绿色食品证书，成为甘井子区

“美丽乡村示范村”，村里的葡萄和樱桃
成功跻身大连市知名品牌——“大连礼
物”行列。

胡志刚和他的团队还有更长远的打
算：按照“优化品牌、强化流量、电商
筑基、文旅拓展”的理念，围绕助农惠
农，发挥自身优势，结合打造餐饮、民
宿、研学、文创、康养等产业项目，不
断激活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为
推动村域经济发展助一臂之力。

当政协委员来到对门沟村……
方海征 吕东浩

不久前，我打电话给奶奶，告诉
她2024年的日历不要买了，我从网
上帮她买，可奶奶却说她早从集市上
买好了。虽然没看到奶奶买的日历，
但我知道她买的肯定又是那种一天一
页、印着黄道吉日的手撕“老黄历”。

其实奶奶并不迷信，但农村市场
上卖的日历大多是这种风格。还记得
早年间，大家都中意手撕日历，那时
的日历也很“卷”。每到年底，集市
上便开始吆喝着卖日历，价格从几角
到几块不等。这些日历不仅拼尺寸价
格，也拼内容。有的主打幽默笑话，
有的主题是猜谜、美食、生活小妙
招等。

日历买来当书看，当然得选一本
可心的。不过，随着手机的普及，这
种老式日历的主要消费人群大概就只
有老年人了。奶奶每年都早早买一本

“老黄历”，阅读性减弱，奶奶就发挥
其最大功效，把日历当手账本使用，
哪一天交了电费，哪一天买了花生油
……随手一记，有日期有真相，查阅
起来倒也方便。

前段时间，我看到朋友网购了一

本漫画日历，有图有文字，风趣幽默，
是一本可以反复阅读的治愈系日历。朋
友和奶奶一样，也喜欢把日历当手账
本，每天在日历后面写上几笔。每天记
录一件幸福的小事，虽然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但也有轻盈美好可以记
录，一年下来，就是一个拥有365件幸
福事儿的精神富翁。

于是，我也网购了一本漫画日历寄
给奶奶。我知道奶奶不会如朋友那般每
天记录心情，便让她遵从自己的习惯用
日历就好。至少每天翻一页崭新的日
历，看到有趣的漫画和充满生活智慧的
文字，可以会心一笑。

那天电话里，我听父亲说，奶奶
收到日历后，虽然一边看一边唠叨着

“哎呀呀，浪费呀，瞎花钱，这些钱买
点啥不好呢”之类的话，嫌我乱花
钱，不会过日子，但脸上却有掩饰不
住的笑容。

我想好了，新的一年，我要时常给
奶奶打电话，问问她这天的日历上画了
啥漫画、写了啥话儿，然后跟奶奶讲一
件我当天的幸福小事儿。毕竟，心里装
满小星星，生活才会亮晶晶呀。

送奶奶365页“笑容”
马星雨

那天，我和几个闺蜜聊天，说起
学生时代当“学霸”的往事。可让我
没想到的是，一旁的老妈出其不意来
了句：“你说你成绩那么好，重点高
中竟然没考上。”这件事一直是我学
生生涯中的“污点”，可以算是我人
生中的“至暗时刻”。没想到老妈哪
壶不开提哪壶，专门揭我的短。

等大家走后，我气呼呼地冲老妈
嚷起来：“妈，您也太不会说话了，
干吗说我没考上重点高中，这不是让
我难堪吗！”没想到老妈理直气壮地
说：“没考上重点高中有啥丢人的，
你后来不是也考上大学了吗，还有
了这么好的工作。我说这件事，其
实是想说你当年很有股子倔强劲
儿，虽然没上重点高中但没服输、
没放弃，咋就成了揭短？我还觉得
是好事呢！”

老妈这样一说，我的火气也就
消了。其实，生活中很多事都是这
样，我们把曾经的失败当成一种心理
负担，其实换个角度想，可能也有积
极意义。而爱“揭短”的老妈，经常
有意无意提起我人生中那些不怎么风

光的经历，帮我克服这些心理障碍。
还有一次，我跟老公炫耀自己这些

年工作一直顺风顺水。老妈却在一旁
说：“要是一开始你就这么顺，可能就
落到外地了。还不是因为走了一段弯
路，才有今天的发展。”老妈说的是我
刚参加工作那年，因为实习单位比较
赏识我，把我留下了。可后来我才发
现，实际工作做起来跟想象的完全不
一样。一年的试用期我表现平平。这
给我的打击很大，也让我怀疑自己的
能力。那段经历，也是我非常不愿提
及的。

看我有些尴尬，老妈又说：“当时
你为回不回家乡发展矛盾的时候，还是
我劝你回来的，说想让你守在身边。”
这次，老妈虽然揭了我的短，但还是很
维护我。我也明白，老妈总是提起我这
段不愉快的经历，其实是在告诫我不要
因为现在工作比较顺就得意忘形，而是
要保持谦卑自省的态度。

都说知女莫若母，这个世界上，老
妈是最了解我的人。虽然她爱揭我的
短，但起到的作用却是有益的。有个爱
揭短的老妈，也是一种幸福。

老妈爱“揭短”
马俊

“满意61票，基本满意9票，满
意率98.6%。”近日，四川省达州市政
协召开常委会会议，随着主持人宣布
达州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第226号提
案《关于坚决抗稳粮食安全责任，打
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重要承载地
的建议》 的测评结果，出席会议的
71位常委报以热烈掌声。

近年来，达州市克服诸多不利因
素，全市粮食产量再获全省第一，实
现十连冠。为持续擦亮全省粮食产量
第一这块金字招牌，打造更高水平的

“天府粮仓”重要承载地，加快建设
全国粮食供应链区域协调基地。在市

政协五届三次会议期间，市政协农业和
农村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向大会提
交了《关于坚决抗稳粮食安全责任，打
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重要承载地的
建议》，呼吁通过出台扶持政策、加强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升农机化水平全
力提升粮食产能。会后，该提案被列入
年度重点提案，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领
衔督办。

在提案办理过程中，市政协农业和
农村委牵头组织相关界别委员，与提案
办理单位进行多次面商，并广泛开展调
研工作，召开提案办理工作专题推进
会，让提案办理真正落到实处。

据悉，为全力提升粮食产能，达州
市出台了构建撂荒耕地整治长效机制推
动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八条激励措施及实
施细则，对复垦撂荒地达到规模的经营
主体或农户进行奖励补助。探索推行

“长藤结瓜”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研
发推广“宣式U型渠”等专利技术，累
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52万亩。建立“科
研院所+企业+合作社+基地”协同创新
机制，着力破解丘陵地区农机进田难、
成本高等难题。

“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普查征集工作，收集 151 个农作物种
质资源进入国家库保存。”“全面推进化

肥减量增效行动，完成污染耕地治理
2.7万亩，建成绿色种养循环示范区20
万亩，化肥农药使用量继续保持零增
长。”“建设农产品交易市场6个，建立
直供直销网店 （点） 63个、农产品配
送中心8个，形成通川区‘电商物流+
共同配送’、达川区‘城乡物流共配+
多站多网合一’等典型经验。”“向农户
提供‘代清理、代烘干、代除杂、代储
存、代加工’服务，年节粮 1378 吨，
计价约352万元。”……市政协委员杨
和平在调研中掌握的数据同样令人
振奋。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沟通、汇报、
面商、调研等工作，使委员的意见建议
真正落到实处。”达州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张杰表示，市政府将持续夯实粮食安
全“压舱石”，继续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着
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定粮油、
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打造更高水平
的“天府粮仓”承载地，绘就更加壮丽
的丰收画卷。

四川达州：

政协“粮方”充盈“天府粮仓”
唐有全 本报记者 韩冬

近年来，贵州省
麻 江 县 以 党 建 为 引
领，结合市场需求推
行蔬菜、水果等种苗

“订单培育”，促进农
业产业提质增效，助
力农民增收，取得较
好成效。 罗文刚 摄

上图：党员志愿
者在坝芒乡栗木村油
菜苗培育基地选苗。

左图：党员志愿
者在坝芒乡栗木村将
选好的油菜苗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