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2年 9月 7日 星期三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一

“你问现在和过去有啥不一样？一

句话：过去根本没法比！”

跟山东东明鲲鹏新村村民王金华第

一次见面，直爽的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过去那是啥环境、啥条件啊？”她

说：“你是没见过俺原来住的村子、房子，

咋能和这里比？”

王金华一家从紧挨黄河不到 1 公里

的北王庄村，搬到现在高耸平坦、敞亮洁

净的鲲鹏新村，整一年了。

“看看俺这里，跟城里比一点都不

差！”说话间，她的眼里闪烁着光芒。

其实，我也是被吸引过来的。尽管

整个新村都是统一规划设计的，一栋栋

联排别墅白墙黛瓦、古朴典雅，看上去整

齐划一，但走在宽敞的街道上，仍看得出

王金华这处院落的与众不同。门口、围

墙甚至 2 楼的阳台上，摆了足足几十盆

鲜花，红的、黄的、白的、粉的，姹紫嫣红，

争奇斗艳。

“这套房子建筑面积 175 平方米，上

下两层，还带 60 多平方米的小院，布局

很合理，一家人住着够宽敞了。”

聊起过去，别提老辈人了，就以她

的经历，就能好好说道一阵子。原来的

北王庄村就像河滩里的一座孤岛，七零

八 落 地 散 布 着 各 家 各 户 垫 起 的 房 台 。

台上房屋破旧不说，多数院子里也是又

脏又乱。房台之间的道路像条壕沟，坑

坑洼洼，每逢大雨，泥泞不堪，街道变河

流，严重时连上邻居家串个门都得划个

小船去。

“滩里人过去苦啊！不仅出门难，上

学、看病、吃水、用电、浇地……哪样都

难！”陪同采访的村妇联主任陈学美接过

话 茬 ：“ 当 然 ，最 大 的 担 心 还 是 安 全 问

题。过去每到汛期，大伙儿总是提心吊

胆，没睡过安稳觉。”

从青藏高原奔流万里而来的黄河进

入下游，水势渐缓，但也成了“善淤、善

决、善徙”的“悬河”，历史上“三年两决

口，百年一改道”，曾造成不少灾难。

新中国成立后，治黄史册掀开了新

篇章，历经 70 多年的建设，如今堤防日

益坚固，黄河安澜已由梦想变成现实。

但在防汛大堤与主河槽之间的滩区，因

情况特殊，一直水患未除。为躲避洪水，

在这里，百姓盖房前必须先把地基垫高，

建一座房子就要垫一座房台。“三年攒

钱，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曾

是滩区人的生活写照。

东明被称为“黄河入鲁第一县”，拥

有全省面积最大的河滩，王金华所在的

菜园集镇有 14 个村庄都在滩里。王金

华结婚后和丈夫种了几年地，就在镇上

开了间门市做生意。等小有积蓄，急于

摆脱滩里生活的他们，关掉门市，又在县

城买房开起了出租车，一年到头回不了

几次家。

没想到，改变悄然发生，这几年一直

听同乡人说的滩区迁建真的实现了。直

到走进选定的新房，她才相信眼前的一

切，也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新村、这个

院落。

鲲 鹏 新 村 由 原 来 的 8 个 自 然 村 组

成，人口 4589 人，建设房屋 1118 套，如今

已全部入住。鲲鹏新村的名字取自庄子

《逍遥游》，有“大鹏展翅”之意。

如今，像鲲鹏新村这样的新村台，在

东明县就有 24 个，宛若一颗颗璀璨的明

珠镶嵌在河滩上，蜿蜒的黄河像一条灵

动的绸带将它们串联起来。每处村台都

以省级美丽村居示范点标准建设，“一村

一韵，一村一品”。

“在这里生活，比在城里还方便。”

在县城里生活过的王金华对此很有发

言权。“看看，学校、幼儿园、超市、卫生

室、饭店……啥都不缺。更重要的是，

以前需要到镇上、县城办的业务，如今

大 部 分 在 村 里 就 能 办 了 ，不 用 再 多 跑

腿了。”

党群服务中心造型别致大气，楼内

便民服务站、警务室、图书室、青年之家

甚至矛盾调解室等，一应俱全。楼前是

近 8000 平方米的村民休闲广场，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经常在这里上演。

在便民服务站，几台崭新的智能化

自助服务机颇引人注意。村党支部委

员王银洞介绍，为解决滩区群众“距离

远、办事难”问题，鲲鹏新村打造数字乡

村 便 民 服 务 平 台 ，整 合 医 保 、社 保 、公

安、交警、民政、卫健、行政审批等 16 个

部门为民办理事项，实现远程连线，将

政务服务窗口延伸到村里。小到出具

证明、咨询业务，大到证件申报审批，都

能集中到每个村台服务大厅“一站式”

办理。对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和劳

力外出务工家庭，村里还成立了由党员

组成的志愿服务队，随时上门帮助他们

解决困难。

从王金华家往西不到百米，68 岁的

张法旺正在门前广场上和几个村民聊

天。他家住的是 210 平方米的 3 层楼房，

是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

张法旺家院里的一角种了一畦蔬

菜 ，架 上 黄 瓜 、豆 角 果 实 累 累 ，架 下 小

葱、辣椒郁郁葱葱，整个小院一派生机

盎然。

张法旺的儿子常年在外跑运输，他

和老伴、儿媳种着滩里的 8 亩地。

“现在种地省事多了，犁地、施肥、除

草、打药、收割，都能用机器干。像今年

麦收，用收割机两三天就全收完了，以前

至少要忙活一个多月。麦子收成变好

了，人却一点也不累。俺生活在黄河滩，

真是赶上了好光景！”说起现在的生活，

张法旺满意得很。

二

离开鲲鹏新村，驾车沿着宽敞的水

泥路继续向滩区深处行驶。

夏日的黄河滩，阳光白灿灿、火辣辣

的，蓝天白云下，满眼墨绿，玉米、大豆、

花生、地瓜……各类作物正铆足劲努力

生长，仿佛能听到它们拔节的声响。

沿 途 ，不 时 有 大 型 运 输 车 辆 穿 梭

而 过 ，几 处 裸 露 的 土 地 上 挖 掘 机 正 在

忙碌。菜园集镇党委组织委员郝瑞党

说，这些都是滩里的老村庄旧址，村民

搬 迁 后 正 在 抓 紧 复 耕 ，今 年 秋 天 就 可

播种。

38 岁的郝瑞党大学毕业后就扎根

滩区，成了一名乡镇干部，一干就是 15
年。为了滩区迁建，郝瑞党和同事们常

年工作在滩区里、村台上，几乎没休过双

休日、节假日，见证了村台规划建设、村

民搬迁安家、旧村土地复耕的全过程。

她说，这里面浸透着太多的汗水、泪水，

当然更多的是感动、欣慰和快乐。

菜园集镇共建设了鲲鹏新村和六

安 新 村 两 个 新 村 台 ，滩 内 13 个 老 村 旧

址 复 耕 后 ，全 镇 将 新 增 2200 亩 良 田 。

同时，村民搬迁后，与鲲鹏新村紧邻的

洪 庄 老 村 台 建 筑 和 县 里 其 他 3 个 村 被

整体保留下来，作为黄河文化遗产保护

起来。

车子驶过原杜桥村复耕现场，视野

更加开阔，烟波浩渺、奔腾不息的黄河渐

渐在眼前清晰可见。

驶入一条田间小路，路旁，一块瓜田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油亮墨绿的瓜秧瓜

叶间，滚圆的西瓜若隐若现。50 岁的程

冠军正戴着草帽，汗流浃背地在田间摘

瓜，往田外背瓜。见我们到来，他顺手抄

起刀来切开一颗熟透的瓜，热情地请我

们品尝。

东明是著名的“西瓜之乡”，良好的

气候、水源、土壤，给西瓜生长提供了有

利的自然条件。尤其是在黄河滩里，半

沙半淤的良化土，最适宜种瓜。

程冠军说，今年开春他在自家地里

种上了西瓜，选用的是抗裂耐重茬、高产

抗病、大红瓤的红天龙品种。为了保证

瓜的品质，他坚持施用有机肥，育苗、压

秧、打杈、对花授粉，忙活三四个月，终于

到了收获季节。

每天凌晨 4 点他就早早起床，趁凉

快到地里摘瓜、运瓜，一天要倒腾三四千

斤，实在忙不过来还要雇人。不少商贩

慕名前来收购，车辆就停在地头。他种

植的 20 亩瓜田，差不多有近 10 万元的收

入。如今头茬瓜快过季了，地里套种的

辣椒、茄子也开始收获，因与经销公司签

订了订购合同，完全不愁销路。

相邻的田地里，种粮大户曹颜江的

自走式喷灌机正在玉米垄沟间缓缓移

动，高高的喷头喷射出足有 50 多米长的

水柱。水柱在空中散开，形成密集的水

滴，均匀地洒在田间，完全不需要人工操

作。这场景，让出身农家、从小干惯农活

的我也看呆了。

曹颜江看到我吃惊的样子，憨厚地

笑 了 ：“ 想 不 到 吧 ？ 我 一 个 人 种 了 300
多 亩 地 ，都 是 从 其 他 农 户 手 里 流 转 来

的 。”他 说 ，家 里 喷 灌 机 、旋 耕 机 、播 种

机、拖拉机、三轮车啥都有，基本实现了

机械化。就连喷洒农药，也经常使用无

人机。平时田间管理自己一个人就能

忙得过来，只有特别忙的时候，家人才

来搭把手。

附近绿源农场的穆春平也是位种

粮大户，他家就在菜园集镇的傅寨村。

1997 年 他 到 北 京 创 业 ，一 去 就 是 24
年。在公司业务风生水起之时，有次回

家探亲看到家乡巨变，穆春平动了返乡

创 业 的 念 头 。 2021 年 ，57 岁 的 他 把 公

司交给女儿打理，自己在黄河滩里租地

搞起了现代农业。他看中的就是这里

优质的土壤、适宜的气候和越来越好的

生态环境。

在流转的 500 亩土地里，他建了 150
个新型大棚，种上了良种西瓜、贝贝南

瓜，还有鲜食玉米、甜糯玉米、水果玉米

等新品种，目前都到了收获季，一上市就

供不应求，每亩收益都在万元以上。为

了带动周边村民致富，他从邻近新村里

雇了 50 多人。穆春平的农场不仅采用

机械化、智能化生产方式，还制定了无公

害、纯绿色种植标准，甚至“请”来一批特

殊的“客人”——6 箱蜜蜂，放养在农场

里，让它们给作物自然授粉。

离乡 20 多年，如今的黄河滩，让他

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河滩还是那个河

滩，但眼前的一切已变了模样。他每天

侍弄着农田，也与滩里的小动物们成了

“朋友”。他发现很多小时候常见但后来

消失的动物又回来了，还来了不少从未

见过的新“朋友”。特别是到秋冬季节，

大约会有近 20 万只候鸟在这里越冬，其

中不乏珍稀鸟类，黄河滩成了它们的乐

园。它们在这里栖息、觅食、翱翔、嬉戏，

成为滩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三

滩里人祖祖辈辈与黄河为伴，黄河像

母亲一样哺育着他们。过去，他们敬黄

河、爱黄河，但也怕黄河、怨黄河。如今，

“悬”在头上的水患解除了，人们心里感恩

这个好时代，对黄河、对家乡的爱，也变得

更加深沉、浓烈。幸福的生活让人振奋

激昂，让人舒心欢唱。

在 鲲 鹏 新 村 ，热 情 开 朗 的 王 金 华

是快 乐 的 焦 点 。 每 到 晚 上 ，她 家 的 小

院 都 热 闹 得 很 ，十 几 个 姐 妹 聚 在 这

里 ，唱 歌 、表 演 节 目 ，随 手 拍 下 一 段 段

视 频 发 到 网 上 ，记 录 、传 递 着 滩 里 人

生活的美好。

白天，这些姐妹各有各的工作，有的

在邻近工厂，有的在致富车间，有的在家

里干些手工活计。到了晚上，大家就欢

聚在一起。

和她们相比，在距离鲲鹏新村不到

5 公里的高村，一支视频团队显得更“专

业”，“名气”也更大。我们来到高村，4
位主创人员中的 3 人正聚在她们的拍摄

“基地”——一处简陋的小院里。一问名

字：王冬梅、胡晨丽、周瑞菊，有事没能赶

过来的那位叫李少丽。

这几位中，最出名的“网红”还要数

王冬梅。

这几位姐妹拍视频的想法由来已

久 ，但 真 正 行 动 起 来 是 在 2020 年 12
月。“整天在手机上看人家拍得好，俺几

个也想着拍。大家相互打气，鼓足勇气

拍 了 第 一 期 。”最 先 提 议 的 胡 晨 丽 说 ：

“一开始都不好意思，拍得也确实不咋

样。但拍着拍着大伙找到了感觉，越拍

越上瘾了。”

自从拍了第一期，她们几乎每天都

拍。每天拍摄、剪辑、合成、发布成了必

修课，到现在已经拍了 560 多期。

谁写剧本？导演是谁？摄像师呢？

灯光师呢？音响师呢？……我抛出的这

些问题，引来她们一阵哄堂大笑。“你问

的这些啊，都在这里呢！”

通过你一言我一语的介绍，我了解

了她们的基本分工和流程：选题有时是

某个人的提议，大家同意就开拍，有时是

坐在一起共同商量确定的；导演真没有，

各自随性本色出演；摄像师是谁不出镜

谁来干，如果遇到大家同时出镜，就拉个

邻居来拍；设备就是一部手机，光是自然

光，声是同期声。胡晨丽最热心也最能

干，前期策划、后期制作、打字幕、上传发

布，基本上都是她。

“网络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

让外面的世界看到了我们。我们是农村

人，讲述身边欢乐的农村事，用爱传递农

村人的乐观向上。”这是她们在网络上的

自我介绍，也是她们的创作原则。她们

说，滩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越

过越红火，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也是

当代新农人的职责。一段段真实生动的

故事，通过她们操着方言风趣幽默的表

演，呈现的全是滩区人原汁原味的本色

生活。

出了胡晨丽家的小院，河滩里的农

田是她们的另一主要拍摄场所。收麦、

薅草、锄地、浇水、施肥、挖蒜……这些就

是她们日常干的农活；剜马蜂菜、掰嫩玉

米、摘鲜豆角、下河捉河蚌……劳动之

余，田间乐趣非常多；腌西瓜酱、做凉面

条、煎槐花饼、制面瓜曲、蒸红薯叶馍、漏

酸汤面鱼……看似平平常常的家常饭，

成了诱人的乡间美食，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品尝。

接地气的作品赚足了人气，目前她

们在短视频平台的粉丝量突破了 57 万，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反映滩区生

活，她们还紧跟形势，多做一些应时宣

传，疫情防控、防煤气中毒、防溺水、倡导

尊老爱幼、促进邻里和谐……用喜闻乐

见的方式，传播满满的正能量。

告别“水窝子”，搬进新房子，奔向新

生活。大河奔流远，幸福歌未央。一幅

幅新的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黄河岸边好光景黄河岸边好光景
潘若松潘若松 回家乡浙江浦江，石埠头村村口

的道路是必经之地。每次不经意地抬

头，都能看见村口高高竖立的牌坊，牌

坊上写着“江南一埠”四个大字。这总

会让我想起一桩往事。

2013 年，我见到风尘仆仆赶到北

京来的黄惟善。他拿出旧村整体拆迁

改造的图纸，认真地对我说：“村里要

在村口造一座牌坊，以纪新村之胜。

既然是牌坊就要取个名字，你是咱们

家乡的文化人，能否帮忙取个名？”

这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很早就创

办民营企业，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

经验。2003 年，黄惟善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

我生长的村庄与石埠头村仅一路

之隔，又在乡政府工作多年，因此，对

石埠头村知根知底。之所以叫石埠头

村，是因为该村以前是浦阳江畔的一

个埠头。据老一辈人讲，作为钱塘江

上游重要的支流，浦阳江上一度千帆

云集，而石埠头村，就是南来北往的客

商停舟歇脚的地方，石埠头村因而十

分富庶。

沧海桑田，如今的浦阳江早已不

再通航，石埠头村也失去了“靠水吃

水”的本钱。黄惟善上任之初，经过多

方考察，从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村名得

到启发：“石埠头村作为浦江的南大

门 ，离 义 乌 小 商 品 市 场 仅 10 多 分 钟

车程。人们不是把经商办企业比喻

为‘下海’吗？如果把村里的电商产

业做起来，相当于打造一个网络海洋

中的埠头，吸引外地客商来我村进行

电商交易，岂不能重现昔日千帆云集

的辉煌？”

黄惟善很快在石埠头村干出了名

堂。在他的努力下，该村的整体搬迁

和旧村改造工作圆满完成。

那次见黄惟善时，他的行程安排

得很紧，除了见我，还要去见有关专

家，寻求新农村建设的良策。为了节

省时间，我特地赶到他的住处，与他见

面。得知他此行的缘由，我说：“离浦

江不远的东阳横店，有一块石头上镌

刻着‘江南一镇’四个大字。咱们不妨

借用一下，叫‘江南一埠’，如何？”看着

他想探个究竟的眼神，我解释道：“这

个‘一’字，可以理解为众多埠头中的

普通一埠，既表示谦虚，又暗寓勇争第

一的意思。”“你的建议很有道理，我带

回去递交村两委会讨论。”虽然他在村

里的威望很高，但他一直保持着民主、

谦虚的作风。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江南一埠”

牌坊竖立在石埠头村村口已近 10 年

了。这些年来，“江南一埠”的名声越

来越响亮，被吸引到该村创业的外地

客商越来越多。这块牌坊见证了石埠

头村日新月异的变迁。2020 年，石埠

头村获得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称

号，村集体资产由 2013 年的 10 万元增

长至 2018 年的 2 亿元。

去年中秋节，回家过节时，黄惟善

邀我去村里的党建书吧和电商直播间

参观。黄惟善同时邀请了两位回家乡

过节的大学教授，让我们一起为村里

的电商直播平台提提意见。

直播间就设在村两委办公楼的 2
层，电脑、高清摄像头、直播专用手机、

麦克风、环形补光灯等设备一应俱全，

墙上的显示屏正在循环播放网商园的

交易情况。在这里，我们遇到正在准

备直播的村民张敏亮。他告诉我，每

晚 8 点，他都会准时来到这里，简单的

准 备 之 后 ，开 始 长 达 3 个 小 时 的 直

播。在直播间里忙碌，成了他生活的

日常。直播打开了张敏亮所经销的沙

发垫的销路，他在多家平台上开起了

网店。如今，村里的多家入园企业以

村直播间为样本，建起了直播间。

黄惟善带我们在村里走了走。村

中整齐的排屋院落掩映在绿树之中，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道路两旁四季花

木赏心悦目……说起村大道的名字，

黄惟善讲了一个故事。

旧村改造完成之后，黄惟善决定

给村里的主干道取个好听、易记，且有

意义的名字。他广泛征求意见，将村

中大道命名为“梧桐路”，又将村里新

造的 3 幢 32 层大厦命名为“凤凰楼”，

以表达求贤若渴、希望“有凤来巢”之

意。既然叫梧桐路，路上就该有梧桐

树，黄惟善说干就干，发动党员干部带

头，村里男女老少齐上阵，在村前村后

遍植梧桐树。如今，这些梧桐树枝干

粗壮，树叶茂密，清风过处，树叶飒飒

作响，仿佛在呼应着浦阳江上澎湃的

潮水。

石埠头村完成旧村改造后，急需

产业项目入驻。黄惟善得知县里鼓

励发展电商产业，便马上带领村干部

一 起 到 义 乌 、杭 州 等 地 开 展 市 场 调

查，勾画了在石埠头村创建“江南网

商 园 ”，实 现 村 、园 一 体 化 发 展 的 蓝

图。村里的构想得到有关部门支持，

占 地 100 多 亩 的 江 南 网 商 园 很 快 建

好并开张了。

为了吸引电商企业入驻，黄惟善

使出了“三板斧”，联合银行给经营户

办“网创贷”、减免租金、完善基础设施

配套。“三板斧”用出，成效立竿见影。

网商园数月内就签约入园企业 150 多

家，交易额节节攀升。

为了让村民真正成为电商海洋里

的“弄潮儿”，黄惟善专门请了电商培

训导师，让村民学电商，开网店。黄惟

善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近 20 年来，一

心扑在村集体事业上。有一天深夜，

在村里忙了一整天的黄惟善回到家里

坐在沙发上累得睡着了，恍惚中感觉

到有人在给自己盖被子，睁开眼睛一

看，原来是自己的八旬母亲。母亲见

他醒了，心疼地说：“惟善，你这么劳

累，何苦呢？”黄惟善认真地告诉母亲：

“既然村里的党员群众信任我，我就应

该努力干。只有全心全意为大家谋

划，才能取信于人。我不图别的，就图

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如今，“千帆相竞”的盛景已在石

埠头村重现。村民收入节节攀升，走

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

下图为石埠头村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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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鲲鹏新村新房。 李 跃摄

图②为村民王冬梅（左一）等在拍摄视频。 李 跃摄

图③为村民程冠军在瓜田摘瓜。 潘若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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