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客 学习小组学习小组 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奥克兰、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21年2月3日 星期三 庚子年十二月廿二

今日12版 第11170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2021年2月3日 星期三 庚子年十二月廿二

今日12版 第11170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这张照片，一定很多人都会记得：
脸冻得通红的年轻母亲，左手拎

着鼓鼓的双肩包，右手臂弯里抱着一
个婴儿，背上是个巨大的编织袋行
囊。尽管她的腰被深深压弯了，但眼
神中透着坚毅……

这是 11 年前的春运时节，新华社
记者周科在南昌火车站抓拍到的。

母爱无疆！这张照片，一时间传
遍网络，令无数国人心灵震撼。“春运
母亲”，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

这位年轻母亲叫什么？哪里人？
如今过得怎么样？她的孩子还好吗？
11 年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周科脑
际。因抓拍时仓促，周科未能留下她
的联系方式。

在江西工作期间，周科走遍全省
近百个区县，一直未能找到这对母
女。后来他到山东、广东工作，继续
通过微信、微博等多种方式打听……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之年，他
要找到这位母亲的心情更加迫切。

转机发生在最近。根据近期网民
提供的线索，经过一张张照片比对，

“春运母亲”的身份确定了：巴木玉布
木，彝族人，32 岁，家住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瓦岩乡桃园村。

周科马不停蹄赶赴大凉山。
“还记得这个时候的样子吗？”1月

21 日，一见到巴木玉布木，周科便拿
出了那张照片。

“记得记得，这是我在南昌打工的
时候。”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巴木玉
布木笑了，又哭了！

和 11 年前相比，岁月并没有在她
脸上刻下多少沧桑，她反倒显得更年
轻了些。

在此后的3天时间里，巴木玉布木兴
奋地向周科讲述了11年来家庭的变化：

桃园村位于大凉山深处。全家有6
亩旱地，过去一直种玉米、荞麦、土
豆。肚子能吃饱，但是没有余钱花。
2009 年二女儿出生，家里开销加大。
于是，她决定外出打工。

因为没有文化，只能干些力气活
儿——在南昌一家烧砖厂搬砖。一个

月能挣五六百元。在工地上，二女儿
经常生病，2010 年春节前，她决定带
她回家。

当时不会讲普通话，火车票是找
人代买的。背包中装满被子、衣物，
手拎的双肩包里是方便面、面包、尿
不湿。

回家半年后，二女儿还是因病去
世了……

“那个年代，桃园村只有一条泥
巴路通往外界，出行靠马车，孩子
生 病 后 ， 很 难 得 到 及 时 救 治 ……”
巴木玉布木说着，眼圈又红了。

正当她和丈夫打算重新外出打工
的时候，村干部告诉他们，政府推出

“精准扶贫”，在家门口同样能挣到
钱。她家被列为建档扶贫户。

政 府 派 出 农 技 员 指 导 村 民 种 烟
叶、果树等。她与丈夫把家里的6亩地
全部改种了烟叶。第一年，因经验不
足，夫妻俩仅挣了五六千元。从第二
年开始，收入开始成倍增加，种植面
积也从当初的 6 亩增加到 15 亩。去
年，全家收入10万元。

以前住的是土坯房。一到雨季，
房子漏雨，时常打湿被子，脸盆、木
桶放在床上接雨。家里没电，夜里，
夫妻俩在屋里摸来摸去，寻找漏雨的
地方，然后抱着孩子等着天亮。

2018 年获得国家 4 万元建房补贴，
她自筹7万元在宅基地旁盖起了一栋钢
筋水泥结构的新房。三室一厅的房屋粉
刷一新，干净明亮，还贴上了地板砖。电
饭煲、冰箱、洗衣机等家电齐全。

一眨眼，大女儿巫其拉布木上初
一了。孩子很懂事，学习成绩也不错。

“孩子们上学，走的是宽宽的水泥
路，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的巴木玉布
木，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呢。

很显然，11 年的奋斗拼搏，11 年
的岁月风霜，使这位彝族大姐过上了
幸福生活，也多了一份满足与从容！


2021年1月22日拍摄的身着彝族服饰的巴木玉布木。

周 科摄
2010年 1月 30日，巴木玉布木背着大包、抱着孩子在南昌

火车站匆忙赶车。 周 科摄

“春运母亲”，找到你了！
周 科 陈振凯

麻利地贴上标签，轻轻
地裹上保护膜……几秒钟时
间，薛娟手中的苹果完成了
分拣装箱。

春节前正是苹果销售旺
季，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的人
们又忙碌了起来。2020 年，洛
川县苹果种植总面积53万亩，
苹果总产量95万吨，居全国前
列，是名副其实的苹果之乡。

近日，记者到洛川县采访看到，苹果现代产业园区里厂房鳞次栉
比，货车、叉车、快递车交错行驶，一片繁忙。这里有规模以上企业
40多家。

薛娟就在产业园一家企业上班。她从生产线上拿起一个红彤彤的
苹果，向记者笑言：“说不定这个是我家果园产的。”原来，薛娟本身
就是一位果农，平时在园区上班，等到了春季施肥和秋季采摘的时
候，她就回自家苹果园干活。收获后，苹果卖给园区企业。

12年前，薛娟和爱人从外地来到洛川县，承包了 5亩苹果园。之
所以选择到洛川，是因为这里产的苹果好卖。薛娟说，“洛川的地理
和气候，很适合苹果生产。产出的果子艳丽，耐贮藏，还有很多微量
元素。”

薛娟的爱人很勤快，平日里，果园就交由他打理。“他管果树就像
管孩子一样，所以每年收成都不错。”薛娟说，2020年，仅果园收入就
有10多万元。

“我四季都不闲着，一年赚两份钱。”说完，薛娟捂嘴笑了起来。
常云也在产业园上班，不过，与薛娟不一样，她是“全职”的。
记者见到常云的时候，她正忙着安排车辆，给各地的订单发货。

她是园区企业青怡股份的一名员工，负责生产监督、订单发货等工
作。虽然刚来公司只有半年，已经成了业务骨干。

常云家住“苹果第一村”——洛川县永乡乡阿寺村。1947年，阿
寺村青年李新安从河南用毛驴驮回200株苹果树苗，在自家6.7亩麦田
上试植，开启了洛川县大规模种植苹果的历史。

虽说是阿寺村村民，之前常云却不种苹果，她在永乡开小卖部。
2020年，孩子到洛川县城上学后，常云才到了苹果现代产业园区上班。

“来这上班，既方便照顾孩子，收入又稳定。”常云说，园区离县
城中心只有 3公里，骑摩托、开车也就不到 10分钟。如今，常云和丈
夫都在园区上班，每人每个月工资4000多元。常云说：“看着红红的苹
果，经常想到红红的日子。”

在青怡股份，记者发现，车间的一侧，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另
一侧，人头寥寥。青怡公司负责人廖林告诉记者，那是一条全自动化
生产线，能够根据苹果的重量和品质进行自动分拣。像这样的生产
线，园区中有将近40条。

生产线是如何做到自动分拣的？当苹果从冷库运输到车间之后，
经过回温库，进入生产线，经过拆袋、洗涤、擦干后，到生产线关键
环节——光选机和品质筛选机。苹果进入光选机后，机器会根据重量和
果型将其分类，然后送到品质筛选机。品质筛选机用红外技术测试苹果
的酸度、糖度和是否霉心。这样每个苹果被分好类，进入分装环节，最后
由工人装箱。

“最近这段时间，每天公司都要运走大约 10 万斤苹果。”廖林说
道，“订单都满了，许多经销商已经订到年后了。”

如今，“洛川苹果”的品牌价值已达到600多亿元，苹果成为延安
农业的第一大主导产业。在“洛川苹果”的带动下，延安各地种植的

“延安苹果”也成了知名品牌。在延安脱贫致富过程中，苹果产业功不
可没。

本报北京2月2日电（记者严冰） 2月2日是第25个世
界湿地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十三五”期间，中国
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全面提升，新增湿地面积 20.26 万公
顷，湿地保护率达到50%以上。

湿地是全球重要生态系统之一，具有涵养水源、净化
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和固碳等重
要的生态功能，对维护生态、粮食和水资源安全具有重要
作用。据悉，“十三五”期间，中国新增国家湿地公园 201
处，截至 2020 年国家湿地公园共 899 处。新指定国际重要
湿地15处，组织开展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年度监测。

据悉，“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全力推进湿地保护立法，不
断完善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建设，并实施一批湿地保护修复国
家重点工程项目，做好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国家重大战略
的湿地保护修复工程。还将构建国家、省级和湿地地点的三级
监测体系，不断加强湿地监督管理。

此外，中国还将深度参与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
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履约事务，贡献湿地保护中国方
案，并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深化湿地合作，积极探索
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效模式，引导人们转变生产生活
方式，促进改善湿地所在地民生，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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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

中国新增湿地面积20.26万公顷

春 节 临 近 ，
部分文化志愿者
走进湖南省永州
市道县乐福堂乡
龙村，和村民一
起挂灯笼、贴春
联，大红灯笼挂
满村里的各条古
巷，年味十足。

蒋克青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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