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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原汁原味”

“我们去福建古田祭祖，他们说的客家话
和我们是一样的，100%能懂！”69岁的村民张
俭梅说起 2016 年自己第一次到福建省宁德市
古田县祭祖的经历，相隔400多公里的两个客
家山村，因为一口“原汁原味”的客家话，
突然拉近了距离。

“酒是我们客家的家乡酒，猪肉、牛肉都用
大碗装，接待我们的大哥 71 岁了，就像一家人
一样。”张俭梅一边说一边比划，仿佛热闹的宴
席就在眼前。家里的孩子们在哪儿工作，家里
的地收成咋样，山上养的鸡、家里种的红菇能
卖多少钱……说的是家长里短，道的是阔别重
逢的乡情。

2015年8月，琴坛村举办首届客家民俗文
化节，客家山歌、客家拳、客家棍、客家特
色小吃……让外来游客大呼过瘾。客家文化
的名气打响了，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多
了，来琴坛“寻亲”的客家人也多了。

“金华市海西商会的人找到我们村，他们
说，终于在金华找到讲客家话的‘自己人’
啦！”琴坛村党支部书记余根基说，海西商会
是金华市福建籍商人组成的社团，最近几
年，每逢年节，他们都有人到琴坛来，给村
里70岁以上的老人家送礼物。“他们就把这里
当成自己家，总想回来看看。”

在村里的马路上，问来往的男人：“还会打
客家拳吗？”他们总笑着说：“好久不练啦。”可
三两个人聚起来，排好队形，喊出招式，无论年
青年长，大家立时扎下马步，勾拳抬腿，拳法整
齐划一，动作干脆利落。

烧面“烧”出回头客

独特的客家文化、山清水秀的自然风
光，让长年隐居在重山之中的琴坛重新被世
人发现，成为附近城镇居民热衷的休闲去
处。村里的文化礼堂装潢一新，成了展示客
家民俗的“博物馆”；家家户户挂上各式各样
的农家乐招牌……

在众多农家乐中，最显眼的要数坐落在
溪畔山包上的老邹家。

沿着层层石板台阶拾级而上，攀到顶，
是一个水泥砌出的小平台，平台后边偌大的
堂屋，高大又气派。山包下面，箬阳溪弯出
一条漂亮的圆弧。住在这里，清晨推开窗，就能
看到山岚自山间升起，溪水向山下流去。

68 岁的邹子法和 63 岁的妻子张志英一直
住在这里。他们是琴坛村最早开始做民宿的家
庭，也是至今最受游客喜爱的民宿。余根基开
玩笑说：“他们家能火，主要靠他们‘高’。”

不仅是靠地势高，还靠夫妇俩“经营手
法”高。

2005年，琴坛通了水泥路，骑车在村里晃悠
的人也多了。“你们家能不能帮忙烧碗面啊？”邹
子法家里不时有人来问。烧饭就烧饭，邹子法和
张志英就这样开始了“给人烧饭”的副业。采茶
季节，家里的茶园在屋后高山上，进村骑车的

“回头客”给老邹打个电话，张志英就火急火燎
地跑下山，回来给游客烧饭。

“我跑5里地，给他烧碗面，10块钱。”张
志英说完大笑，“那有什么办法，人都到家门
口了，总不能让人饿肚子啊。一个人，也要
烧给他吃啊。”

山歌唱成时髦歌

老邹家不仅能烧饭，还有配套服务——
唱山歌。

说到唱山歌，张志英张口就来了首客家
情歌：“一把扇子两面花，有心有意到姐家，
站了半天无有凳，等了半天无有茶，双手一
插到别家。”一段唱完，意犹未尽，张志英又
顺带把下一段对唱接了上来：“心肝哥哥你莫
怪，这家不是姐当家。过了三年你回头来，
把腿当凳酒当茶。”

从十二三岁上山采茶开始，张志英就学唱
山歌。情歌、送嫁歌、劝赌歌、十月怀胎歌……
张志英的山歌在琴坛村是出了名的好。只要父
亲母亲教过的，张志英唱得滚瓜烂熟。张志英
年轻时，常常是采茶累了，站在山头自己唱一
段，就能听到山那头有人对歌。

“谁能想到，现在大家又来学着唱！”张
志英说，不仅是有客人请她唱，哈尔滨师范
大学来采风写生的学生、浙江师范大学来调
查客家话的学生，都来找她学唱歌。每年村
里举办文化活动，总要邀请她上台演唱。

2019 年，琴坛村的民俗文化节上，邹子
法和张志英带着十几名村民，登台对唱山
歌。邹子法点开手机里收藏的现场视频，指
着屏幕里穿着客家服饰的“歌手”说：“现在
大家都爱听山歌！”

如今，琴坛村被划入浙江省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全村封山育林。“我们现在不进山，
不种地，就在家掂掂饭勺，轻松得很！”邹子
法笑着说，“游客来了爬爬山，在老乡家歇歇
脚，保护山水，文明出游。”

浙江金华是全国著名侨乡，共有华侨华人5.1万人，
包括归侨侨眷在内的涉侨人口达10万。婺城区有1000余
名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海外40多个国家和地区，区内
居住有3000余名归侨侨眷。

琴坛村位于金华市婺城区箬阳乡，地处崇山深处。一
条清澈幽静的箬阳溪从山峦间蜿蜒穿过，琴坛村的民居沿
溪依山而建。正午时分，记者从唯一的进村公路蜿蜒而

入，远远就能看到，清一色土黄墙面的民居，错落有致地
镶嵌在碧绿山色中，十分亮眼。

土黄色，是客家传统民居与众不同的代表色。客家文
化，是琴坛村与众不同的代表元素。相传200多年前，福
建省宁德市古田县、龙岩市上杭县、长汀县一带的客家人
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扎下根来。如今，琴坛成为箬阳乡唯
一的客家人聚居村。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17日发表《新疆的
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近年来，新疆劳
动就业保障政策体系进一步健
全，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
更趋合理，劳动力素质明显提升，
居民和职工收入稳步增长。2014
年至2019年，新疆劳动就业总人
数从1135.24万人增加到1330.12
万人，年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就业276.3万人次以上；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32万元增至
3.47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8724元增至1.31万元。

白皮书强调，新疆切实保
障 劳 动 者 平 等 就 业 、 获 得 报
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宗
教信仰自由和使用本民族语言
文字等各项权利。积极践行国
际劳工和人权标准，为在更高
层次和更广泛意义上实现生存
权和发展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白皮书全文见第三、第
四版）

己亥大疫起，庚子渐落定。“14亿
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
连心，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
卷！”“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
国人民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
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力
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而坚定的
话语，一如既往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一如既往坚信人民
创造历史的伟力，深刻揭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力
量所系、关键所在。

举目回望，那一个个奔忙而坚定的身影，那一张张
疲惫却坚毅的面孔，是强大信念意志汇聚成一往无前的
钢铁洪流，是无数血肉之躯筑起抵御疫情的新的长城。

光荣，属于英雄的中国人民！

（一）
有些历史性时刻，需要把时间的镜头拉得更长，才

能看清波澜起伏。
2020年 1月 23日，江汉关大钟指向 10时，离汉通道关

闭。中国武汉，一座有着千万人口、被誉为“九省通衢”的超
大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地按下“暂停键”——76个
日夜、1814 个小时，两江三镇归于寂静，黄鹤楼畔流水幽
幽，珞珈山下樱花独放……

当疫情风暴将武汉卷入死生之地、存亡之境时，这
座敢为人先、尽显风流的英雄之城和她的英雄人民，以

顽强不屈的坚守、慷慨悲壮的牺牲、气贯长虹的行动，
为夺取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作出了突出贡献，再次被
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

我们不会忘记，54 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率
先打响了疫情防控遭遇战，他们与病毒狭路相逢、短兵
相接，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掮住黑暗的闸
门，放苍生到宽阔光明的地方，许多英雄烈士牺牲在疫
情防控一线。我们不会忘记，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中不幸
罹难的手足同胞，他们与我们共度了凛冬，却没能如愿
走进春天。我们也不会忘记，在抗疫各条战线上拼搏奋
战的湖北人民、武汉人民，他们是货运司机，是私家车
主，是小店老板，是快递小哥……用一桩桩凡人善举，
用勇敢和大爱，燃起一把火、撑起一片天。武汉市民识
大体、顾大局，一分一秒挺了过来，每一扇紧闭的门后
都有无声的接力，每一次静默的凭栏都是不屈的战斗。4月
8日，当离汉通道再次开启，我们看见你含泪的笑容。

在汹涌的疫情当中，湖北人民、武汉人民不孤单。
从抗疫最前线到防疫大后方，从“天涯海角”到“漠河

北极”，从雪域高原到黄浦江畔，亿万人民并肩站立、携
手行动，筑起打不垮、推不倒的巍巍长城！

是谁，筑就这长城最坚实的根基？是千万名挺身而
出的医务工作者，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白衣为
甲，其心赤诚。

他们是光明的使者、希望的使者！阴云密布、前线
告急之际，一束束光率先刺破黑夜的铁幕，那是除夕寒
夜雷霆出征的陆海空三军医疗队，那是五湖四海集结出
征的 346 支国家医疗队、4.2 万余名医护人员、最顶尖的
院士专家，那是毅然决然联袂出征的夫妻档、父子兵、
兄弟连……舍生忘死、慨然以赴，点燃胜利的火种，照
亮前行的道路。他们是最美的天使！生死一线时，与患
者跳入同一个战壕，拼尽全力与死神搏斗，不抛弃、不
放弃每一个鲜活生命……再臃肿的防护服也挡不住忙碌
的脚步，再严实的口罩也遮不住天使的面庞。他们是真
正的英雄！出征时，街道空荡、病毒肆虐；归来时，人
潮涌动、大地回春。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其大义凛然，
其大爱无疆，其大恩无涯！

这是一次全面动员。人民子弟兵
闻令而动、勇挑重担，不负重托、不辱
使命；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
层干部、下沉干部、新闻工作者、志愿
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走访排查、体
温测量、消毒消杀、转运收治、采访报
道、代购代送……没有“最硬的鳞甲”

保护自己，却有最热乎的双手、最勤快的双腿守护他人，用
千辛万苦服务千家万户。

这是一场全民行动。环卫工人准时出现在清早的街
头，外卖小哥及时送达每个订单，农民兄弟按时播下希
望的种子，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工作。“我们分担
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病毒
被隔绝、爱却从不孤单，在那些难以忘怀的日夜里，每
个人都在进行属于自己、也属于所有人的战斗。

光荣，属于英雄的中国人民！这里，有千万万负重前
行的湖北乡亲、武汉伢子，有亿万万为武汉、为湖北、为
所有人流过汗、拼过命的人，有每一个平常而不平凡的
你、我、他。十四亿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二）
在 《论持久战》 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论断的 82

年后，我们党再次举起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旗帜，带
领全国人民向新冠肺炎疫情发起了荡气回肠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 （下转第二版）

客家古村唱起新山歌客家古村唱起新山歌
本报记者 高 乔

光荣属于英雄的中国人民
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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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火车就看
到了迎接我们的横
幅 ， 我 觉 得 很 温
暖。”今年初，新疆
皮山县的托合提麦麦
提与同乡们一起，来
到精河县一家纺织企
业务工。收入很稳定，日子过得美滋滋
的。托合提麦麦提绝不会想到，这种内心
的温暖和踏实，竟会被有些人定义为“强
迫劳动”。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某些势力出于
意识形态偏见和反华需要，无视新疆为保
障人权所做的巨大努力，搞人权双重标
准，罔顾事实，颠倒黑白。

新疆劳动就业的基本状况如何？是否
如一些国际势力所述那般？9月 17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新疆的劳动就业保
障》 白皮书，详细介绍了新疆劳动就业的
状况、政策以及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等方面
内容，用生动鲜活的实例证明了“强迫劳
动”论调的苍白无力，用扎实的逻辑证实
了某些势力思维的荒谬绝伦。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新疆大力实施就业惠民工程，持续加大就

业培训力度，积极拓宽就业渠道，有效扩
大就业容量，就业形势持续向好，各族群
众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生活质量越来越
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数据最有说服力。白皮书列举了这样
一组数据：2014年至2019年，新疆的劳动就
业总人数从 1135.24 万人增加到 1330.12 万
人，增长 17.2%。与就业数据相对应的是收
入数据。2014年至2019年，新疆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由2.32万元增至3.47万元，年
均名义增长 8.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 8724 元增至 1.31 万元，年均名义增长
8.9%。

成就背后是一系列积极的就业政策。
在岗位创造上，中国政府通过优化当地产
业结构，扩充了就业容量；在劳动者帮扶
上，中国一面通过“扶贫车间”等措施帮
助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一面支持有条

件、有意愿的劳动者创新创业，同时对广
大劳动者开展技能培训；此外，中国还发
挥制度优势，利用国家对口援疆机制，大
大拓宽了当地的就业渠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广大劳动者是自
主自愿、心情舒畅地生产生活的。新疆始
终把尊重劳动者意愿作为制定就业政策、
拓宽就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开展就业
培训、提供就业服务的重要依据。

白皮书引用了这样一份调查：2020年
初，喀什地区莎车县古勒巴格镇奥依巴格
村1288人有转移就业意愿，“923人愿到工
厂车间工作，平均期望月薪 5000 元左右；
365 人愿到外地从事打馕、餐饮、干果经
营、文艺演出等职业……”就业意愿和需
求统计如此细致，足见新疆对劳动者的关
心与尊重。

可笑的是，一些势力对此“选择性失

明”，居然还打着“人
权”的幌子，妄图剥
夺新疆各族群众的
劳动权，使其永远生
活在自我隔绝、封闭
落后的贫困状态，这
是对新疆各族人民

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反动，理应遭到一切
爱好正义进步的人们的坚决反对。

劳动才能改变生活，劳动才会创造幸
福。随着一系列就业惠民政策措施深入实
施，“家家有门路、人人有事干、月月有
收入”的工作目标基本实现。新疆特别是
南疆地区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精神面貌
发生了深刻变化。老百姓日子红火、心情
舒畅、笑容灿烂，这是对“强迫劳动”论
调最有力的驳斥。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强迫劳动”论调苍白而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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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忙时节，琴坛村村民在茶山采摘茶叶。 琴坛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