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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雨姐
姐，今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里，有这样一个甜美、亲切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妙趣
横生的故事。如春天的小雨，细腻如丝，润物无声，滋
养着孩子们的心灵。

小雨姐姐本名孙怡，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少儿节目
主持人、高级编辑、多项国际大奖及中国播音主持金话
筒奖获得者，在广播里为小朋友们讲了1万多个故事，故
事时长超过4万小时。今年6月，她即将从节目主持人的
岗位上退休。

守护童话世界

上小学时，老师经常问大家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得
到的回答大多是医生、老师或者科学家。10岁的小雨姐

姐回答说：“我想像孙敬修爷爷那样，给小朋友讲故
事！”或许当时的她没有想到，在广播里给小朋友讲故事
真会成为她一生的事业和使命。

1993年，小雨姐姐怀揣着儿时的梦想，从教育部调到了
北京电台，开始像孙敬修爷爷那样在广播里给小朋友们讲
故事。她还创办了儿童栏目《爱星满天》。1995年10月，小
雨姐姐代表小朋友们去探望冰心奶奶。冰心奶奶拉着小雨
的手说：“小朋友们喜欢你，喜欢听故事，你要多给孩子们讲
故事啊！”冰心奶奶的嘱托和期望让小雨姐姐更坚定了自己
的初心，从那时起一直坚持给孩子们讲故事到现在。

点燃科学火苗

上中学时，小雨姐姐在一次讲座中听到了我国科普
事业的先驱高士其的故事，还读了他创作的作品 《细

菌》，她对科学的兴趣一下子被点燃了，因此上大学时选
择了生化专业。

在成为少儿节目主持人之后，科普也成为了她节目
中的一部分，她希望成为点燃孩子们好奇心的人。她创
作了很多科普童话故事，制作播出上千个 《小问号》 节
目，在北京市残联的帮助下录制了 50集 《国家通用盲文
微课堂》，并和科学家以及科普工作者到全国各地进行科
普校园巡讲。2017 年，小雨姐姐被中国科协等单位授予
了“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称号。

讲述中国故事

小雨姐姐采制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倾听自然》
《我有一个梦想》等儿童节目的英文版已经在 40多个国家
播出。

小雨姐姐说自己很幸运，不仅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还有机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大会、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大会等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
孩子发声。她曾连续三年在丹麦安徒生艺术节上演出

《小雨姐姐快乐故事会》专场，用英语为外国小朋友讲述
金波、白冰、曹文轩等中国作家的原创童话故事。

续写爱心传奇

小雨姐姐不仅在广播节目中讲中华美德故事、安徒

生童话等中外经典故事，还常常走进中小学、幼儿园以
及盲校、培智学校等特殊学校讲故事，传播科学知识，
也会采访学生和老师。小雨姐姐曾说：“虽然我每天工作
十几个小时，没有周六日休息的时间，经常东跑西颠采
访孩子们，但我每天心里都很高兴，感觉一切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小雨姐姐第一次去红丝带学校采访时，给孩子们上
了一堂课。10岁的女孩红梅听了小雨姐姐讲的发明家的
故事，说长大了也要当科学家。在不懈的努力下，小雨
姐姐为红丝带学校的几个孤儿找到了关爱他们的家庭。
她说：“当看到小红梅依偎在新妈妈怀里撒娇，一声一声
叫着妈妈，当她们一起吹生日蜡烛的时候，我的眼睛湿
润了！我真心希望这些艾滋病儿童能有个美好的未来！”

回望走过的岁月，在故事爷爷孙敬修和科学家高士
其的影响下，梦想和科学的种子逐渐在小雨姐姐的心里
生根发芽。不知不觉中，她也成为了播撒爱心种子的人。
近 30年来，听故事的小朋友们陆续长大了，在各个岗位上
发光发热，还在小雨姐姐的
带动下参与到各种爱心活
动中，继续播撒爱心种子，
续写着更多动人的故事。

“亲爱的小朋友，你准
备好了吗？故事开始啦！”
小雨姐姐退休后，会继续
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成
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
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
福作为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党领导农民率先拉开改革大幕，不
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
农村全面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
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
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
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

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大台阶，农民收
入较2010年翻一番多，农村民生显著改
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贫困地区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
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大贡
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强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
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看 ， 稳 住 农 业 基 本 盘 、 守 好 “ 三
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
石”。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
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

以大有作为。
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

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们要
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
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
个国家、这个民族。必须看到，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
然在农村。

——摘自《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强调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 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 李克
强主持 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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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版）

由中宣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
组织的“沿着高速看中国——红色之旅”主
题报道车队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后，呈
现在记者眼前的是，到处鸟语花香，一派生
机勃勃的乡村振兴场景。

“鸡窝渡”变成“栖凤坞”

穿过阳朔县城，记者到达遇龙河万景码
头。阳朔镇鸡窝渡村就在码头边上，因坐落
于群山环抱中，形似鸡窝而得名。

在村口，几间风格古朴的精品酒店格
外引人注目。进村后，只见全村房屋风貌
统 一 ， 道 路 宽 阔 整 洁 ， 房 前 屋 后 瓜 果 累
累，村里建起了一栋栋民宿酒店，百姓安
居乐业。

进村的柏油路干净宽阔，一座座小楼灰
瓦白墙，房前屋后有小花园、小菜园。在村
口，几间风格古朴的精品酒店格外引人注
目。记者走进一家名为蔽龙阁的精品酒店，
青砖墙、雕花窗、高天井、宽堂屋，处处彰
显着当地民居风格。据店主介绍，他们家的
酒店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村民告诉记者，以前鸡窝渡除了村口的
几个民宿酒店门前环境尚可外，村里猪牛乱
窜，房屋凌乱，真的像鸡窝一样又脏又乱，
与村外的风景格格不入。

2019 年 7 月，作为遇龙河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首个综合整治村屯，鸡窝渡投入资金
2000万元，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环境整
治，动员全村 160 户，挨家挨户做工作，拆
除违法建筑、废弃栏圈，新建微花园、微果
园、微庭院。

改造后的“鸡窝渡”，成为了桂阳高速沿
线一处山清水秀、交通便捷的“栖凤坞”。当
地大力培育精品农业、养生度假、精品民宿
等旅游新业态，鼓励有条件的村民积极参与
旅游开发，全村旅游从业人员 200 余人，竹
筏漂流、民宿、农家乐、特色小吃、租车
等，成为热门就业选择。

记者来到遇龙河的上游，两岸青峰起
伏、稻田连片、白鹭翩飞，河心不时可见
竹筏漂流，游人如织。从鸡窝渡村一家民
宿酒店的餐厅向外望去，遇龙河风光尽收
眼底。鸡窝渡村目前有 8 家各具特色的精品
民宿酒店。

陶秀琼是鸡窝渡村党支部书记。她告
诉记者，在桂林至阳朔高速没开通前她做
导游，年收入才 1 万多元，当时游客还不
是很多；该高速开通后游客多了，她就开
起了民宿，生意很好，一年有 8 万元左右
的收入。因村委会工作比较忙，她就把自
家的房子租给老板做民宿，租金一年收入
10 万元。

环绕鸡窝渡一周，记者见到了虫鸣鱼
游的景色。鸡窝渡村民还为自己的美丽乡
村创作了一首歌谣：“一江河水清幽幽，两
岸青山绿油油。天上神仙都羡慕，千万美景
任我游。”

村里开了间法式餐厅

记者走进崇左市江州区新和镇卜花村发
现，这里还有法式餐厅。

设计感满满的原木椅子、工业风的混凝
土墙面和铁艺书架，尤加利叶和香槟玫瑰点
缀着纯白的桌布，小黑板上写着菜单：美式
咖啡、卡布奇诺……这是一家舒适而低调的
法式咖啡厅，最适合路过的游人品杯咖啡，
歇歇脚。

这家看似寻常的“卜花法式餐厅”，是全
国较早开在农村的法式餐厅。

这里之所以建起法式餐厅，最重要原因
是世界酵母产业巨头——法国乐思福集团落
地于此。合资建厂不仅为江州区带来了发展
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也带来了 160 多位在
此定居的法国工作人员，给法式餐厅提供了

客源。浙江卓创乡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在此进行乡村风貌提升，建立卜花民宿的时
候，这间法式餐厅也应运而生，面向国内外
的游客和当地人开放。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美味的中
餐，也可以享用纯正的西餐、西点、咖啡，
感受西方饮食文化和壮乡美食之间的碰撞。

没有发展乡村旅游之前，卜花村还是一
座不起眼的普通农村，垃圾随处可见，建筑
杂乱无章，更无景观可言。

自从崇左市江州区政府与浙江卓创乡建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合作以来，卜花村的
民居褪去了自建农房不具设计感的外观，化
身坡式屋顶和仿木结构结合、白底青砖搭配
的“文艺范儿”建筑。

2019年 7月 29日，法式餐厅正式开业的
日子，村子里的游客络绎不绝，乐此不疲拍
着照的游客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太漂
亮了！”

记者看到，卜花民宿包括 3 栋单层民

宿、4 栋双层民宿和 1 个露天泳池，有 22 个
房间共30张床位。在配套体验方面，民宿配
有露天泳池，大草坪上是亲子活动区，法式
餐厅及其酒吧是配套休闲设施，消费体验项
目丰富。

今年春节，来自广东、上海、浙江、山
东的旅游房车来到卜花村，在停车场宿营。

“作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卜花成为
一个打卡新热点。作为兼职解说员，我就接
待了来自广东、云南、福建和天津、重庆等
省市的 20 多个考察调研团队。”卜花村第一
书记陆志敏说。

卜花村在产业发展上，重点培育“甘蔗
生产+”、种养相融、产游相融、“土地整
治+”4 种产业发展模式。其中，甘蔗种植
1.5 万余亩，产值近 4000 万元；引进温氏集
团肉鸭养殖项目，群众可入股分红；建设如
意龙腾漂流、热气球、法式餐厅等旅游项
目，卜花村郡造屯15户贫困户通过参与民宿
管理、花船经营等增加收入。

“红军岩”上游学热

雨中的白面瑶寨，烟雨迷离，山下是清
澈的溪流，山顶白云飘飘，美不胜收。

记者从山下爬上这座瑶寨时看到，瑶家
山歌迎宾，唢呐吹起，跳起长鼓舞，一起打
糍粑。记者感受到了大山深处的热情，峡谷
中美丽的风景。

沿着 包 （头） 茂 （名） 高 速 一 路 南
下，记者来到了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周
家村白面瑶寨，这是一座仅有 40 余户瑶族
人家的少数民族村寨，一年竟吸引 10 万游
客前来观光。

在白面瑶寨下，有一块巨石从陡峭的山
腰上横伸出来，因形似龙舌，得名龙舌岩。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大工委主任周恩平指着巨
石告诉记者，1934 年红军长征经过龙胜时，
曾在这块巨石下刻下“红军绝对保护瑶民”
的标语，因此龙舌岩被称之为“红军岩”。

以前，由于白面瑶寨交通闭塞，道路不
通，观光游客进来很不方便，老百姓生活也
非常艰苦。

“要想富，先修路。”龙胜各族自治县副
县长蒋文明告诉记者，自从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后，来到周家村白面瑶寨的游客成倍增
长，昔日的红军长征路变成了今天的致富路。

路修通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白面
瑶寨通过与旅行社合作，过上了“唱起山歌搞
旅游”的日子，村民们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就业
等形式参与旅游开发，收入得到大幅增长。

记者放眼望去，如今的白面瑶寨，古朴
的木制“半边楼”整齐地立在半山腰的斜坡
上，寨子里还建起了红瑶博物馆、旅游步行
道、停车场以及污水处理、村寨亮化等设施。

“现在党的政策非常好，我们的生活也过
得红红火火。”谈到现在的生活，白面瑶寨的
村民王艳菊笑得合不拢嘴。她告诉记者，目
前寨里已有12家农家乐和民宿，主要是旅游
接待、歌舞表演、制作瑶族服装、经营农家
乐和民宿、销售土特产。

寨子里共有47户人家，其中12户开设了
民宿和餐厅。周家村村民委主任李运友介绍
说，旅游服务采用集体经营的模式，旅游收
入会上缴一部分给集体基金，用作寨子的发
展和集体分红。

李运友记得，自从2008年寨子里修通水
泥硬化路以来，外出务工的人都陆陆续续回
来了。如今，随着寨子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已经很少有人再外出打工了。

对于收入变化，村民秦新发深有体会。
他对记者说，2010年刚回村时每月收入大概
有 1000 元；2013 年就涨到了 2000 元；2015
年—2017年增长更快，寨子里日接待游客量
能达到上千人，他家里有 6 间民宿和餐厅，
一年的流水可以达到30万元。

今年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带动红色旅游
升温，3 月以来，来到“红军岩”游学的人
更多了，最多一天超过500人。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小雨姐姐——

为孩子播撒爱心种子
任彤彤

乡村振兴让“天上神仙都羡慕”
本报记者 陆培法

乡村振兴让“天上神仙都羡慕”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晨曦中的阳朔县漓江段风光旖旎。刘 峥摄 （人民视觉）

◀6 月 13 日，龙胜各
族自治县迎来一年一度传
统节日梳秧节。图为当地
民众开展民俗巡游。

潘志祥摄 （人民视觉）

▶崇左市江州区新和
镇卜花屯村村民乐队。

本报记者 陆培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