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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一场大雪过后，山东省商河县显得比
以往更加安逸与隽秀，银装素裹的绿化林
木，破雪而涌的地热温泉，水天一色的“白
龙”大沙河，使小城别有一番韵味。春节期
间，记者来到商河，感受人勤春来早。

巩家村的知名创业家——

网店铺出致富路
殷巷镇巩家村位于商河县城北部，多

年来受制于交通不便，村里人的生活水平
与其他富裕村差距拉大。就在这个不起眼
的北方小村里，却“宅”着一位让村民觉得
不可思议的网络店主。

上午 10 点多，记者走进一个农家小
院。“小张，赶紧打电话联系所有的快递公
司，看看哪一家今天就能发货。”牟新明的
大嗓门中透着一股农村人少有的自信。趁
着牟新明忙碌的时候，记者仔细参观了他
别具一格的家。正屋里几台电脑一字排
开，几名青年不停敲打着键盘，偏房的西屋
则被一排排货架占据着，上面满满堆放着

各式干果。
“2012 年 6 月我在网上注册了‘老实在

干果店’，一开始效益不太好，但最近几个
月，除去成本每月能挣到万把块钱。”原来，
几年前牟新明在村里承包了百十亩沙土地，
全部用来种植花生、地瓜等。单靠贩卖这些
作物虽然也能挣点小钱却远远达不到他的
心理预期。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位爱钻研电
脑的农村汉子发现了网上开店的商机。

“只要生意讲诚信、产品够实在，坐在
家里也能赚钱。”说干就干，牟新明先后在
几家大型购物网站上注册了自己的干果
店。凭借着过硬的产品和实诚的经营，他
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手下已经有了 9 名员
工，成了远近闻名的“宅男创业家”。

“单靠种庄稼实在挣不了多少钱，我们
庄户人也得与时俱进，依靠科技才能致
富。”牟新明说。眼下已经这般红火的店铺
依然没有满足他的胃口，对于将来，牟新明
有着更大的期望，“打算今年将仓库搬到县
城，那样发货更方便，条件允许的话争取开
家实体店，然后向连锁店的方向发展。”

在商河，像牟新明这样放弃外出打工
在家里创业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有的发展
特种养殖，有的选择手工柳编⋯⋯不同的
选择相同的期待，如今的庄户人正在用自
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着幸福生活。

姜范村的貉子养殖户——

春节置办新三件
记者走进贾庄镇姜范村的养殖小区

时，一辆崭新的白色轿车连防擦条都没来
得及撕掉就被匆匆停在了一边，而它的主
人宋路江，正忙着给貉子喂料。

“因为买车回来晚了，得赶紧让貉子吃
上饲料，不能让它们饿着。”宋路江边忙活边
说。“马上过年了，这车算是家里添置的三大
件之一吧，联系买卖、过年走亲戚方便点。再
加上前几天为了解市场动向特意买的笔记
本电脑，考虑到明年让孩子去镇上上学而在
镇上的盛世华庭小区买的楼房，这算是今年
春节我家置办的‘三大件’”。

宋路江春节全新“三大件”的实现，靠

的便是他养殖的宝贝——貉子。
作为山东省绿化模范县，商河 2011 年

森林覆盖率达到 33.16%，众多的林业资源
在助推该县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县的同时，
也为群众提供了致富之道。林下养貉便是
贾庄镇政府确定的一项富民产业。到先进
地区学习、出台产业扶持政策、提供无息贷
款、免费技术培训⋯⋯宋路江就是在这样
的大环境下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仅两年时间，他的养貉小区由刚建时
的 2 亩扩展到现在的 10 亩，存栏量由最初
的 150 只发展到现在的 900 只。“光去年就
卖了 550 只，纯收入 20 多万元，剩下的 350
只是种貉，今年夏天生产后存栏量可达到
2000 只左右。”谈起今后的打算，宋路江信
心满满，“村里已经帮我调好了一块地，镇
上每亩还给 1000 元补贴，我要把养貉产业
做得更大。”

听着宋路江和妻子探讨开春后新房子
的装修问题，看着他熟练地用电脑查询皮
毛市场行情，记者不禁感叹，这才是现代化
的新农村、小康社会的新农民。

春节假期的一天，河北省沧州市炮团小区 1 号楼 3
单元的楼道里弥漫着浓郁的饭菜香味。一共 5 层的楼房，
男女老少端着菜盘来来往往，孩子们楼上楼下跑来跑去。

家住 301 室的李国明一边做着拿手的炸丸子，一边
和记者唠嗑。他说，每逢过年，3 单元的 10 户邻居就聚
到一起吃顿团圆饭，饭菜都是各家做，主家准备主食和酒
水。大家凑在一起唠唠家常，聊聊心愿，这份浓郁的亲情
已经持续了 15年。

15 年间，聚会成了大家春节最重要的一项活动，10
户人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邻里纠纷。说起聚餐的形式，和清
海笑着说，“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聚会每年选 3 个家庭，
每个家庭设一桌酒宴。男主人一桌、女主人一桌，各家的
孩子再坐一桌。聚会前，先要开一次餐前预备会。每家派
一个代表，分别汇报一下各家为聚餐准备的菜肴。”

饭桌上，大家推杯换盏，谈笑风生。二楼的娶了儿媳
妇，四楼的新添了外孙子，大家为这一年各家的喜事乐事
相互祝贺。同时，每个家庭还要派个代表说说新年的心愿。

住在 101 室的丁桂香阿姨说，盼着老邻居们健健康
康、和和美美，儿女们工作顺顺利利，孩子们学习进步。

和海清说，国家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让人充满希望，
希望咱这退休的老同志也都能赶上。

李国明说，节前从报纸上看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咱老百姓的收入肯定会越
来越高。我们准备买个大些的房子搬家，但老邻居的情
分可不能断。

农历正月初五，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记者来到新疆
阿勒泰市北屯镇，探访定居牧民的新生活。

敲开叶尔肯和玛依拉的家门，奶茶香伴着欢笑声传
来。这是一户哈萨克族家庭，一家人正在客厅看电视。
说明来意，热情的男主人叶尔肯把记者引进屋，“快进来
坐坐，先暖和暖和！”

“这是厨房，这是卫生间，那还有一间专门存储牛羊
肉的冷藏间。”记者环视起这个 88 平方米的房子，布局紧
凑实用，舒适温馨。女主人玛依拉递来奶茶和油果子，

“三个卧室，老人一间，我和爱人一间，两个孩子一间。我
们第一年在新家过春节，非常开心。”

“感谢国家的好政策以及对阿勒泰的援助，这套房我
们才花了 4.3万元，还不如装修花的钱多。”玛依拉说。

这家人原来在阿勒泰市的二牧场，搞养殖和种地。
3 年前，为了能多赚点钱，他们搬到了北屯镇，刚开始租
房住，去年 10 月搬进新家。现在，叶尔肯在阿勒泰和北
屯镇间跑运输，一年能挣四五万元。

叶尔肯新家所在的“定居兴牧”小区，共住着 300 户
哈萨克族群众。目前，整个阿勒泰地区定居的牧民已经
有 1.4 万户，占牧民总数的四成多。“国家给建新房、分饲
草地，还专门为定居牧民建设水利工程，定居的牧民越来
越多了。”叶尔肯说。

“北屯镇的工厂、商店和餐馆挺多的，找个工作不难，
以后条件好了，我们还想开个便利店。”玛依拉说，“国家
出台了好政策，只要我们努力干事，小康生活并不遥远，
家业定会节节高！”

2 月 11 日一大早,细雨蒙蒙。贵州省锦屏县大同乡
稳江村篮球场上的广播声划破了山村的寂静。一场群众
自办自演的村首届春节文体活动即将在这里进行。

从浙江打工回家过年的村民杨光兴，早早地赶到运
动场，参加这里的活动，“村里好多年没开展这样的活动
了，我一听到消息，想方设法买了车票赶回家来。”

和杨光兴一样，稳江村有 300 多人在外务工。从贵
阳打工返乡过年的姚祖发说，“春节组织点活动才能更有
年味儿，让大人孩子们一起热闹热闹。”

得知村里开展活动经费困难，100 多名返乡农民工，
你 100元，我 200元，纷纷捐款凑活动经费。

“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可农村过年的文化活动
不多。现在好了，家家户户过年都来这里，特别高兴！”刚
参加完篮球比赛的一位姓阳的返乡妇女，来不及擦去汗
水，气喘吁吁地对记者说。

稳江村首届春节文体活动举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
闹，既有地方特色的苗歌比唱，也有时兴的流行歌舞比赛
和表演；既有篮球、拔河比赛，也有猜灯谜，还有挑箩筐等
农事竞技。

台上演唱的人有模有样，台下观看的人有说有笑；参
加竞技比赛的，动作憨态滑稽，不在乎是否专业。活动现
场热闹非凡，一派自娱自乐氛围，“闹”出开心的大年。

在我国北部边境城市内蒙古呼伦贝
尔，新鲜蔬菜一直是春节期间价格波动最
明显的商品之一。今年春节，受冬季长期
极寒天气影响，这里的果蔬价格怎样？农
历正月初五，记者来到该市海拉尔区大云
蔬菜水果超市一探究竟。

“蔬菜不但新鲜，也比市场上便宜得
多。”正在购买平价蔬菜的市民李阿姨特地
坐车赶到大云超市，“一斤黄瓜能比市场上
便宜三四元呢，左邻右舍都争着到这里买
菜。”作为海拉尔区首家“菜篮子”工程政府
指定平价蔬菜店，大云蔬菜水果超市开门
刚满 1 个月，就名声在外，于是迅速开设了
4 家连锁分店。记者看到，超市里蔬菜品种
齐全，顾客络绎不绝，“我是专门开车来的，
要多买些给亲戚们带回去。”市民罗先生双
手拎满各种蔬菜，满意而归。

“我们的菜价能比市场便宜三分之一，
不少小商贩都到这里进货，春节期间太忙
了。”超市老板张桂珍忙前忙后，“春节前，
菜价一直上涨，要不是政府一再支持鼓励，
我根本办不起来这个平价超市。”

张桂珍对平价超市充满信心，“相信
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证，平价超市
这条路一定会越走越顺。我今后的目标是
要把连锁店的数目发展到 50家。”

“目前，蔬菜平价超市、柜台等已成
为市民购买蔬菜的首选处。”呼伦贝尔市
海拉尔区商务局局长丁永说。

今年，海拉尔区将在市民聚居区建设
20 个“菜篮子”工程政府指定平价蔬菜
店，其蔬菜价格至少低于市场价格 15%。
新的一年，海拉尔市民将享受到更多“菜
篮子”的实惠。

春节期间的一场鹅毛大雪，给浙江省
诸暨市供电局生产物资仓库的院子覆上了
一指多厚的积雪。银装素裹的广玉兰树，
让储运班班长冉进文想起了家乡。

“我的老家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永靖县的刘家峡镇，下雪后，白杨树上会
结很多冰凌，迎着阳光看可美了。”2003
年，华北电力大学毕业的冉进文进入浙江
诸暨供电局工作。保障应急抢修物资的供
应，成为他这些天的首要任务。

大到小房子似的智能变压器，小到一
个螺栓、一组熔丝，全部需要在冉进文这

里出入。“灾情就是最大的命令，尤其是
在雨雪天气频发的春节。”冉进文说。于
是，回甘肃老家过年便成为奢望。

离 不 开 岗 位 ， 就 让 家 人 来 这 里 团
圆。今年，冉进文把自己和妻子的父母
都接来诸暨过年。除夕夜，一家人打算
照甘肃规矩包饺子。“虽然假期要值班，
但 有 了 这 顿 饺 子 ， 就 跟 在 老 家 过 年 一
样。”冉进文说。

和冉进文一样，老家在湖北武汉的梅
青，也需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度过除夕夜。
在供电局总调度控制室当调度员的梅青，

已经是第 3 次因为加班独自一人留守在诸
暨过年。前几天，他让新婚妻子回了老
家替自己尽孝。

“除夕晚上，我是正值班员，不能有
半点马虎。”梅青说，监控调度需要时刻
关注异常信号、第一时间发现故障，立刻
通知相应供电所巡线、快速找到故障点、
做好安全措施、进一步隔离和抢修。对于
整座城市的电力供应来说，梅青在的房间
相当于人的大脑。

“明年，也许能回家过年。”梅青说，
“坚守自己这班岗，辛苦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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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果蔬平价超市

一定越走越顺
本报记者 郎 冰

河北沧州市：

邻里聚餐聊心愿
本报记者 朱 磊

河北沧州市：

邻里聚餐聊心愿
本报记者 朱 磊

新疆阿勒泰市：

定居牧民盼兴业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贵州锦屏县:

农民喜过文化年
本报记者 王新伟

本版编辑 张 双 郭存举本版编辑 张 双 郭存举

下图 2 月 15 日，市民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健身锻

炼。当日北京天气晴好，许多市民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

享受春日温暖。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左图 春节期间，北京莲花池公

园举办大型嘉年华表演活动，为市

民提供了一个游园娱乐、逛庙会的

好去处。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上图 2月15日，

河北狼牙山滑雪场游

客依然很多。当日是

春节假期最后一天，

游客们尽情享受着假

日快乐。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2 月 12 日，一道名为《青蛇戏珠》的菜

品吸引了众多游人的目光。当日，杭州清

河坊历史街区举办“蛇年百家宴”，10 余家

餐饮商户推出特色菜肴，邀请市民、游客免

费品尝。 吴 煌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