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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黄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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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

新 闻

一边是千顷碧波，一边是万亩果林，和熙的暖
风、返青的果树……江苏省丰县大沙河镇的村民老李
介绍，1234 年黄河决口时冲出了大沙河，也形成了
这片湿地。丰县既是黄河故道徐州段的重要源头之
一，也是誉满中外的苹果之乡。从 4536 年开始，丰
县依托较好的气候和水土条件，以大沙河两岸为重点
坚持不懈地栽植果树、发展果业，原来的不毛之地变
为桃李争艳的果海。目前，丰县共有果树面积 73 万
亩，其中苹果面积 89万亩、梨 6 万亩、葡萄、桃及
时令鲜果 : 万亩，:;4: 年各类果品产量 32-9 万吨，
产值 47-8 亿元。果树已成为丰县农民致富名副其实
的“摇钱树”。

果品：实现从“量”到“质”转变

中午时分，大沙河镇食城村村民包效连、包同岭
正在自家的果园内忙着清园和果树修剪。包同岭说，北
京的果树专家张文和刚来过，现在按照专家的建议，再
对病虫枝进行一次修剪。谈到苹果种植，两位果农兴致
勃勃：“侍弄果园，关键要懂技术！”我国苹果有黄土高
原区、渤海湾产区、黄河故道产区和西南冷凉高地四大
红富士苹果基地，丰县属于黄河故道产区。

县农委副主任、高级园艺师师忠轩说，为更好地
掌握果品发展方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县农委长期和
南京农大、南京农科院、中国果树研究所等大专院校
和科研单位保持联系，一方面及时掌握国内、国际上
果品发展方向和新技术，另一方面把生产中出现的新
问题、新情况及时反馈给专家。并定期开展技术服
务，每月召开果树技术人员例会三次，传递技术信
息，指导生产。近几年，丰县果品由“数量型”向
“质量型”转变。

果企：就地加工畅销海外

徐州宁兴食品有限公司，就是被这里的水果吸引
来的罐头生产企业。在企业产品展示厅内，苹果、梨、黄
桃等水果罐头琳琅满目。“在韩、日、欧美、澳大利亚等
国家非常畅销。”公司副总经理车阳春随手拿起一听黄
桃罐头告诉笔者，每年，公司都要消化本地水果 4万吨
以上，提供 43<<个就业岗位，带动几千户果农。

近年来，丰县县委、县政府大力扶持培育果品加
工龙头企业。全县先后投资建造小型冷库 :<< 余座，
中型冷库 :<余座，用于果品冷存贮藏，全县果品贮
藏能力达 2万吨，果品加工能力达 :3 万吨，果品的
贮藏加工能力已达果品总量的 9<=以上，延长了产业
链，提高了水果附加值。

与此同时，县内建成大型果品批发市场 8个，中小
型交易市场 1;;余个，收购网点 8;;多个。积极与南
京、上海、常州、苏州、无锡、嘉兴、温州、宁波等地市场
联络，建立了互为依托的合作关系。同时利用每年举办
红富士苹果节和梨花节之际，在全国 8;多个大中城市
召开新闻发布会、果品贸易洽谈会，提高了丰县果品知
名度，扩大了市场占有率，:;11年丰县果品的产量、产
值、市场占有率均位居全国前列。同时，积极开展网上
销售，:;1:年网上交易额突破 8亿元。

政府：好政策造福一方百姓

大沙河镇食城村村民包同岭说，这些年，丰县果
树种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特别是一些政策
的制定，提高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每年的苹果节啥
的，都是政府为我们搭建的平台。

丰县农委主任张世景介绍说，根据丰县果业振兴
计划（:;11>:;13），到 :;13 年，全县果品面积基本
稳定在 73万亩，更新改造 13万亩老果园，果品产量
提高到 9;万吨；推行标准化生产，到 :;13年，建成
1?3万亩的出口果品示范区和 8 个标准果园，优质果
率提高到 6;=以上；果品贮藏加工能力达到 73万吨；
打造华山镇苇子坑、大沙河七分场、宋楼百年梨园为
中心的果业观光旅游区。实现果业总产值 :; 亿元，
把丰县建成全国著名的优质果品生产基地。

习主席语言文风朴实，形象生动。“打铁还

得自身硬”、“实干兴邦，空谈误国”、“鞋子合

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等，已被很多人耳熟

能详。最近，中央提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用的也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

病”等普通百姓听得懂的语汇。

管子曾说过：“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

观备者观野。”国家最高领导人手握重权，言谈举

止、思维观念均会直接影响国家未来发展方向。

因此，从一国领导人的言行举止细节，往往能看

出一个国家的未来气象。习近平清新朴实的语言

风格，不仅使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平添人格魅力，

也使中央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进一步拉近。更

重要的是，这种文风和学风变化，看似是细枝末

节的事儿，实则会对一个时代思维方式和行为习

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乃至左右国

家的发展进程。不夸张地说，文风是观察一国或

一个时代兴衰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语言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社会风貌的直观体现，

有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表面看，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人群都在使用同

样的语言来交流想法，阐述问题，表达观点。但

实际上，由于社会阶级的分化，不同阶层使用的

话语体系和语言风格差异颇大，折射的价值观也

大相径庭。从历史看，政治精英阶层语言风格越

是追求华丽，讲究四六对仗，国家越容易走下坡

路。语言华丽看似是“有文化”的体现，实则是

思维贫乏、作风浮夸的直观体现。正是因为没能

力抓住事物本质，才会言不及义，夸夸其谈。魏

晋名士热衷清谈，成天谈些“不打粮食”的话题，

结果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宋明理学讲求名节，

整天讲“男女之大防”，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由此

导致空谈误国。

普通民众的语言，往往充满生活气息。更重

要的是，由于有丰富的生活实践作根基，这些俗

语往往饱含人生哲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要想

不断走上坡路，学风和文风往往健朗质朴，注重

经世致用，清新活泼，最好能一语中的。而文风

反映作风，在文化质朴清新的背后，往往是自信

笃定，真抓实干。

因此，但凡卓有见识的政治领导人，无不将

文风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问题，提升到国家

和政党兴衰的高度。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专门撰

写 《反对党八股》一文，历数“党八股”的种种

危害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

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等等），认为这种僵化的

文风“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并提出“要使

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

的文风”。:;4;年 3月，习近平主席也曾专门论述

弘扬优良文风，并强调“短”、“实”、“新”。新一代中

央领导集体能有意识改进文风，使用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语言表达执政思想，实际也是在感情、思维

和作风上更加贴近人民的体现，再进一步说，这也

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文化征兆。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今年的春天来得似乎特别迟，我们踏上高原，开始了菊
美多吉先进事迹的采访。最初接到采访任务时，脑子里一直
闪现出一个大大的“谜”：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一
名普通的藏族干部，他去世时年仅 88 岁。如此短暂的人生，
他能有多少故事，又能带给我们多少感动？

!“他就是我的孩子”

采访中，每一个与他交往过的人，在我们面前总能滔滔
不绝地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虽然许多人不会说普通话，翻
译过程中也难免丢失一些细节，但他们的脸上却“写”满了
感激和惋惜。

在道孚县龙灯乡，我们见到了一对年迈的老人白多和尕
她。白多身患残疾、腿脚不便；尕她患有白内障，双目失明。谈
到菊美多吉，老人们很激动。原来，老人们过去一直住在乡政府
对面的山沟里。所谓的房屋，就是一顶破旧的牛毛帐篷。:;;2

年，菊美多吉调任龙灯乡乡长后，第一时间来到他们家“做客”。
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帐篷里下着小雨。菊美多吉摸了摸又湿又
薄的垫子流泪了，承诺要帮老人们改变困苦的生活。

背水、捡牛粪、磨青稞……白多原以为菊美多吉那次过
来就是转转、说说客套话，没想到竟成了他家的常客，家里
的活全让他给包了。:;;5 年春节前，菊美多吉兑现了当初的
承诺，给老人在乡政府附近“安”了一个新家———老人从此
告别了潮湿的帐篷，住进了一座红色木石结构的藏民居。

白多至今仍记得搬家那天的场景，
菊美多吉背着他趟过了那冰冷的夏普龙
河。白多说：“我一辈子无儿无女，从
没人这样关心过我们，他就是我的孩
子。”

!身患高血压忘我工作

百姓是菊美多吉最牵挂的人，而菊
美多吉也是百姓最敬佩的干部。道孚县
海拔逾 8;;;米，采访中我们稍有奔走，
就会气喘吁吁。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
身患高血压的菊美多吉却从没有退缩
过。许多接受采访的同事告诉我们，菊美
多吉在下乡的过程中经常提到“脑壳
疼”，但往往都是简单地向老乡要点去痛
片，又继续工作。直到他去世，许多人才
知道，他是一名严重的高血压患者。

对于菊美多吉的去世，龙灯乡原卫
生院院长冯林斌有些“内疚”。他回忆
说：“有一次，菊美多吉送一名村民的
孩子前来就医，我发现他的脸色很差，
给他测了血压，当时是 45;。我提醒
他，那么高的血压还在这儿玩命。他竟
然一改平时的严厉，笑嘻嘻地对我说
‘不要那么紧张。小点声，你怕是别人
听不到哦，没什么大事嘛。’带着我给
他开的药，他又继续工作去了。”

更让百姓敬佩的是，为了顺利推进
一些民生项目，菊美多吉这位康巴汉
子，常常会“不顾一切”。瓦日乡鲁村

是个条件恶劣的偏僻山村，村民出行只靠一条人行路，车辆无
法通行，每逢雨季，地质灾害频发。为了给鲁村修建通村公
路，菊美多吉到县交通局申请项目，四处筹集资金。有村民因
道路靠近自己房子而反对，他就一家家做工作，甚至翘起双拇
指说着“卡祝拉威”。那是藏族人不轻易用的仪式，相当于汉
族的磕头跪拜。

!对家人留下无限牵挂

在菊美多吉家中采访时，母亲一言未发，独自一人在偷偷擦
着泪水，拨弄着念珠。作为家里的“当家人”，菊美多吉有一个愿
望，给父母安个新家。几年前，他打算翻修家里的老房子，所需的
建材、木料都准备好了，但因资金短缺，加上工作忙碌，只好作
罢。直到如今，他家的房子还是整个村子中最旧、最破的。

康巴汉子最多情，他把情和爱都给了老百姓，把群众的利
益举过头顶。

他走了。:;4:年 3月 :3日，道孚县在体育广场举行菊美
多吉同志追悼会，全县 4;;;多名党员干部和群众，冒着蒙蒙
细雨前往悼念，表达沉痛哀思和无限怀念。

雪山无言。菊美多吉，高原人民懂你的心，记你的情，思
念着你，直到现在的每个月，老百姓都会自发地为你点亮一盏
盏酥油灯。

菊美多吉，你永远居住在高原人民的心里。
（据新华社成都电 记者叶建平 隋笑飞 党文伯）

:;48 年 3 月 42 日，他去世整整一年。但记者每到一个地

方，瓦日乡的老乡们都说他刚刚还在这里，说他在牧民定居房

的修建工地上奔忙，说他在草原帐篷里促膝宣讲……他就是四

川道孚县瓦日乡乡长菊美多吉。

帮困难群众搬新居 为偏僻山村修公路

藏族乡长“把群众利益举过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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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讲话为何群众爱听
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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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49 日，来自北京的“鸟巢魅力”魔幻体

验馆登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近百幅精彩 8@版魔

幻立体画呈现在市民眼前，画作集趣味性、艺术性

和互动性于一体，人们争相“进入”画中合影，感

受“人在画中游”的视觉盛宴。图为观众体验互动

“街头霸王”8@画作奇幻艺术。

张 畅摄（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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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美多吉与妻子昂旺巴

姆结婚时的合影。 资料照片
#菊美多吉生前的工作照

片（8月 43日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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