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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在浙江义乌打工的小伙子秦国平，如今是老家江西浮
梁县四里八乡的“名人”。他和老父亲在淘宝开了一家网
店“深山老邻居”，一年光笋干就卖了 4000 斤，这是村里人
从前想都没想过的事儿。

正月里，一年难得回乡一次的秦国平还在琢磨着网店
的事儿。他打算从农历正月初三起，在牛马形村挨家挨户
地拜年，“你看，我带了许多外地特产给乡亲们，有新疆葡
萄干，还有台湾小吃，都是从网上买的，就是想给乡亲们宣
传宣传，网络能买到别的地方的土特产，我们的山货也能
在网上卖出去。”小伙子的笑容格外淳朴。

牛马形村位于浮梁县庄湾乡海拔 1000 多米的高山
上，从乡里到山脚下 30 里路，村里至今没通公路，从山脚
下上去还得再走六七里山路。

农历正月初二，恰逢几家人来家里拜年，秦国平的母亲
准备了一桌子菜，干豆角、笋干烧肉、椴木香菇炖鸡、炒木耳、
碱水钯⋯⋯秦国平指着这些菜说：“这都是山里的特产，用土
茶油炒的，我们山里好东西多的是，从前就是卖不出去。乡亲
们好不容易挑下山，到乡里，收货的总要挑三拣四地压价。”

因为有一技之长，秦国平在义乌的一个小区当电工，
他发现小区业主总收到各地寄来的包裹，都是网购的衣
服、化妆品等等。能不能把老家的山货放在网上卖呢？秦
国平动了这个心思。

秦国平坚持只卖真正原生态的绿色山货，还把浮梁当
地制作笋干、炒制春茶、采野蜂蜜的种种过程拍成照片发
在博客上，把山里的风土人情介绍给网友，“深山老邻
居”大受欢迎。“还有从国外买我们笋干的呢，有德国的、美

国的，有时候半夜打电话过来，就是物流解决不了，只能递
到客户国内亲戚那再转寄。”说起生意来，小伙子脸上流露
出几分骄傲。

儿子在浙江义乌管理网店，接订单；父亲在江西浮梁
的深山里收山货，把好质量关，每周五骑摩托带货到县城，
用快递发往全国各地。就这样，深山父子在网购方面摸索
出一套经营模式。

有了销路，牛马形村各家各户生产制作山货的热情前
所未有的高。春节期间，村里好几户人家都在做木桶，“春
天花期时，木桶放到山林里，蜜蜂自己就会飞进来筑巢，就
能采到蜜了。过去，土蜂蜜挑下山卖不掉，只能兑成米。现
在，我在网上能给卖到 60 块一斤。”秦国平盼着能带动全
村人卖山货致富。

深 山 父 子 开 网 店
本报记者 鲍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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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五上午，记者来到山东省安丘市石埠子
镇采访。这里是“中国草莓之乡”，田野里的草莓大棚
一个挨着一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南王家庄村村头的草莓大棚里，记者见到了村民
王志杰。鲜红的草莓，在白花绿叶映衬下分外鲜艳。王
志杰和妻子正忙着采摘草莓。他告诉记者：“我们是在
草莓棚里过的年，拉草莓的客户从初一到现在没断。我
们天天采摘供应市场，农情催人离不开。自己没时间，
亲戚们也没有空。春节走亲戚都是一早一晚，见见面打
个招呼，快去快回，生怕耽误了草莓管理。这两天温度
低，晚上大棚要加盖草苫子，前天晚上下雪，昨天上午
才停，便赶紧除雪透光。天天像伺候孩子一样伺候这些
草莓，大棚里温度始终控制在 20 摄氏度左右。你看，
草莓长得不错吧？”

草莓确实长得好，绿叶白花红果，生机勃勃。更让
夫妻俩高兴的是，今年草莓行情不错。王志杰一边摘草
莓一边告诉记者，元旦后开秤，市场上草莓稀缺，1 公
斤卖 40 元。春节前后，1 公斤 30 元。“这草莓一直能卖
到 6 月，我这 3 亩大棚现在一天摘 50 斤，已经卖了
16000元了。靠草莓挣个 10万元不成问题。”

从王志杰的棚里出来，碰上村民王子志正挎着一大篮
子刚刚从大棚里采摘的草莓出来卖。今年草莓丰产丰收，
让王子志很高兴。他说，大年初一草莓就卖了60斤，现
在一天摘四五十斤，2亩草莓估计能收入6万元。“春节行
情好，整天在大棚里忙活。白天除了摘草莓，还要疏花疏
果，走亲戚都是晚上去。好在附近村里家家户户大都一个
样，都能互相理解。这叫过年、生产两不误。”

村支书臧全世，不仅要忙自家的草莓，还要为全村
的事操心。他告诉记者，村里的草莓在市农业开发办的
帮助下，都是经过试管脱毒育苗，按绿色标准生产的，
用蜜蜂授粉，施豆饼肥田，不打药，草莓甜度高、色泽
鲜艳。村里 1200 亩草莓，每亩平均纯利 16000 元，每
户增收 4万元。

村边地头上，前来收草莓的车停了 10 多辆，看车
牌有青岛、济南、泰安的，也有北京、上海的。来自青
岛的客商李来田告诉记者，从正月初一下午，他就过来
收草莓。春节市场好，一定要抓住这段行情。

石埠子镇草莓红
本报记者 单保江

寒风凛冽的羊八井草原上,拉萨市当雄县羊八井镇
桑巴萨村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新年赛马活动。疾驰的马
群激荡起滚滚烟尘，健硕的藏家小伙在骏马上纵横驰
骋，穿着节日盛装的村民们卖力呼喊。

在大家都沉浸在激烈紧张的赛马活动中时，远处一
辆银灰色的小面包车缓缓地朝着赛马场驶了过来，随后
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黑色皮藏靴、白色绣吉祥八宝
图案藏装、戴毛帽子的中年男子。他悄悄地站在热闹的人
群边上，静静地观看赛马。趁第一轮赛马结束的空隙，记
者上前与他攀谈了起来。

他叫次久次仁，是桑巴萨村一组的村民。
“赛马是庆祝藏历新年的一种方式。忙碌了一年，全

村人聚在一起热闹热闹、高兴高兴，待会儿我也要参赛。
骑马是我们牧民传统的出行方式，以前交通不发达，也没
钱买车，我们都骑马。现在交通方便了，家里也有钱了，全
村几乎每家都买了摩托车或汽车，骑马的人也少了，现在
很多年轻人觉得骑摩托车比骑马好。”次久次仁说。

次久次仁从12岁就开始骑马，他骑马到过的最远地方
是当雄县城。“小时候，特别想快点长大学会骑马，会骑马了
就可以到县城去买东西。现在想去哪里油门一踩就到了，拉
萨、日喀则、山南⋯⋯全区我差不多都开车到过了,要买什
么就开车去拉萨，不只是去县城了。”次久次仁说。

很快，两轮赛马结束了。等不及听宣布排名，次久
次仁就着急地对记者说：“对不起，现在我要到一公里
外的草原上参加比赛了，得赶紧过去。”说完次久次仁
开着车急匆匆离开了。

村民们也纷纷散开，朝着自己的摩托车或是面包车、
小轿车跑去准备前往新赛场。沿着草原上的车辙，各种车
辆浩浩荡荡地开着，马队紧跟在车队后面奔驰。

到了目的地，次久次仁停好车后就边走边踢腿、扩胸热
身。正式比赛的口令一响，他两腿一夹，策马扬鞭绝尘而去。

三个来回跑下来，次久次仁满头大汗。他说：“是党和国
家政策好，把我们的路修得这么好，我还靠小额无息贷款才
买了车跑上了运输。总觉得欠着银行的钱有压力，想早日还
上贷款，我就比别人跑得更勤才有了现在的好生活。”

次久次仁的家里现在有一辆卡车、一辆面包车，还有
两辆摩托车。他一年到头都开着卡车跑货运，还找了一名
司机开自家的面包车跑客运，每个月有两三万元的收入。

“老婆在家照看牛羊，做家务，3 个孩子都在上
学。现在我什么都不求，只盼着孩子们有出息，考上大
学，能找个工作，不要再像我们一样，没文化只能挣些
辛苦钱。”次久次仁说。

牧民开车去赛马
本报记者 代 玲 夏先清

张士慧是河南南阳市信访局综合科的一名科员，在
信访系统工作已近 5 个年头。2 月 8 日一大早，她在办
公室接待完群众来访，和领导出发看望群众。她告诉记
者，群工部、信访局相关领导年前已去看望了一大批信
访户和困难群众，送温暖的同时进一步拉近了与群众的
距离，推动“阳光信访”工作的开展。

在宛城区新华街道的邓桂芝老人家，只见三室一厅
的房子宽敞明亮，客厅里布满鲜花等节日装饰品，老人
抱着小孙女喜笑颜开。“早年我的丈夫在工作中意外去
世，在宛城区信访局的帮助下，我为丈夫讨了说法，政
府还给了抚恤金。现在信访局的同志年年来我家，他们
和气、没架子、有同情心，让我感动。”邓桂芝说。

下午，张士慧回到办公室，开始处理文件，她把近
期接待的信访记录在案并拟出解决方案。记者观察到她
办公桌上除摆放着白底黑字文件外，还有绿、橙、红 3
种颜色。她告诉记者，这 3 种颜色代表南阳信访案件交
办的等级和督查要求——绿色正常、橙色预警、红色督
查。“三色三级督查”制度实施以来，南阳的案件结报
率和群众满意率均已高于省定目标近 10个百分点。

处理公文至下午 6 点，天色渐渐黑了。“南阳的信
访工作特殊群体多，千头万绪，只要群众需要，年节加
班加点是常事。”张士慧说，“作为一个信访工作者，为
民解难是分内之事，要踏踏实实地做好。”

信访科员的一天
本报记者 徐 达

信访科员的一天
本报记者 徐 达

漫步在湖南省泸溪县洗溪镇 1 公里长的后街，“叽勾
叽勾”的磨浆声不绝于耳，清新的豆浆香气扑面而来，
家家户户敞开着大门，选豆的选豆、磨浆的磨浆。“洗
溪豆腐来喽！”韵味十足的湘西土话带着豆腐香响透一
条街。

“洗溪豆腐”因水质特别和手工制作而闻名。豆腐口
感细腻、滑爽、柔韧，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当地老人介
绍，洗溪豆腐有 1000 多年历史。千年的积淀让“洗溪豆
腐”不仅口味独特，更有浓厚的文化底蕴，长期热销长沙、
株洲等城市，一到春节更成了市民的抢手货。

闻着豆腐香，记者推开一扇木门，庭院里干净整
洁，坪场上热气腾腾，清香扑鼻。60 岁的杨乾义老人一
边将豆腐脑盛在铺着笼布的木箱子里，一边满脸微笑地
说：“订单太多，忙不过来。从腊月廿一以来，都没有
上床睡过，整日整夜地磨豆打浆，累了就在灶门前打下
盹，反正灶火不断也不会着凉。”

老杨家世世代代做豆腐，说起做豆腐，老人的话就
多了，石膏怎么配？腊豆腐怎么薰,老人如数家珍，滔
滔不绝，特别是水，老人说，为了做好豆腐，后街 20 多
户人家集资 10 多万元，从对面河的月亮冲上引来山泉

水，过峒河，跨国道，然后分户到家。杨乾义老人看着
10 多柞豆腐，然后掐着手指算了一笔账，笑眯眯地说：

“腊月会有 8000 元的纯收入。”
高水有好水，好水磨出好豆腐。泸溪县因势利导，

把“洗溪豆腐”作为一大品牌来保护和开发，完成了
“洗溪豆腐”品牌注册商标、QS 认证和生产许可证以及
卫生许可证等申报工作。洗溪镇党委书记张峰说：“挖
掘传统品牌，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是我镇做大
做强做优‘洗溪豆腐’这一绿色产业的目标，也是我们
呼应国家‘武陵山片区开发’的富民工程。”

洗 溪 街 上 豆 腐 香
本报记者 刘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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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除夕晚上，记者来到甘肃景泰县西林村。走进村
里的养殖户陈岳家，一桌热气腾腾的年夜饭已经摆好在桌
上。“以前都是在过年的时候盼着吃好的，穿新衣服，现在
大家对吃的东西已经没啥念想了，过年就图个一家人团团
圆圆。”女主人说。

陈岳从离家不远处的养殖小区刚回来。“去年我开始
养羊，收入还可以，但就是得多操心，除夕夜也不能闲着。”
陈岳一边邀请记者入座，一边开玩笑说，“人过年，羊也得
过年，致富奔小康就指着这群羊哩。”

西林村虽然是个灌区村，但人均耕地少，群众的农
业收入也有限。近几年，大家伙依靠交通便利的优势，

兴起不少专业的养殖户。陈岳乐呵呵地说，“我以前贩
羊，发现育肥羊是条不错的路子，就跟几个贩羊户一起
合伙盖了养殖小区，去年出栏 100 多只羊，收入能有七八
万元，对咱老百姓来说，找对了致富的门路就是最值得
高兴的事了。”

“其实我这只是刚开了个头，离小康日子还远哩！”陈
岳告诉记者，“你看连着多少年了，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为
支农强农在谋划，我琢磨着，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不就是为
咱农民好日子打算吗？过完年，我想着再把规模扩大一
下，收入还能再多点，然后我再买辆客货两用的车，跑跑运
输，争取早点过上小康生活！”

农历正月初五，河北内丘县金店镇大留村整洁有序，
身穿黄马甲的保洁员李冬菊正忙着清扫鞭炮纸屑。“过年
了，村里人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垃圾也多了，各种包装
袋、厨余垃圾，加上近几天断断续续下雪，路上铲雪，工作
量比平时要多 3倍。”

李冬菊每天负责和谐大街和孝廉大街的保洁，一上
午已经倒了两车垃圾。“看到环境变美了，感觉付出挺
值。”路过的村民笑呵呵地说：“是啊，村里的环境卫生从
没这么干净过，农民少生很多病。”

过去，农村垃圾随意倾倒，街道无人清扫，垃圾围村
威胁着农民的健康。邢台市从 2012 年春开始了农村环
境卫生集中整治运动，2 个月时间共出动劳动力 563 万
人次，清理各类垃圾 3200万立方米，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运动式清理垃圾不难，难的是如何让农民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通过一年时间的持续推动，目前邢台市建
立了农村垃圾清洁工程长效机制。记者看到，每村建一
个无害垃圾填埋坑和若干固定垃圾池，每个乡镇配有封
闭式垃圾清运车。

身穿黄马甲的保洁员成为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大
留村共有 16 名保洁员，李冬菊说：“我们这 16 个好姐妹
最大的 63 岁，最小的 45 岁，每天说说笑笑干着活，晚上
一起扭秧歌，心情很愉快。”

在干净整洁的环境里，村民们不乱倒垃圾的好习惯
也在逐渐养成。李冬菊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每个人都
养成清洁卫生的好习惯，“希望村民朋友能够理解我们的
工作，每天定点垃圾入池，这样不仅保护了环境，也减轻
了我们的工作负担。”

除夕下午，记者来到浙江省宁波宇润电器公司员工胡
德军的家中，倾听这位“90后”农民工的心路历程。

胡德军的家在公司附近，不到 20 平方米的屋子略显
局促，客厅里还搭起了一个简易厨房。胡德军说：“这是父
母的住处，我住在公司的单身宿舍里，平时只有白天才能
过来陪陪他们，过年连放好几天假，感觉很幸福。”

这份幸福来之不易。2009 年胡德军来到宁波，进入
了生产微波炉、电冰箱等电器灯具的宇润电器公司上班。
因为体会到技术的可贵，他坚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肯动
脑子钻研，先后在芯柱、扣丝、封排、玻壳、装头等岗位锻
炼。胡德军说，宁波对外来务工人员很包容，他并不喜欢
被称为农民工，而更希望被称作“90后”新蓝领。

2011 年初，厂里新上了一批设备，原来负责产品封排

的技术员辞职回家，要是没有人能够顶上去，就意味着生
产线无法正常运转，整个车间急得团团转。“让我来试试。”
胡德军的一句话掷地有声。胡德军依靠自己扎实的技术
功底，很快弄清楚全部流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在一
个月工资接近 6000元。

2012 年夏天，他租了这套每月 350 元的一室一厅，把
父母接到浙江，力所能及地打点零工，也有很可观的收
入。“父母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胡德军告诉记者。

春节放假前，胡德军被评为公司优秀员工，拿到了
3000 元奖金。这笔钱除了部分用于购买年货和专业书籍
外，他全部用来给父母买了新衣服。他坚定地说，“虽然压
力很大，但作为一名‘90 后’新蓝领，我会努力靠双手改变
家庭的面貌，铺就幸福的生活道路。”

农村保洁员的新希望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养 殖 户 赶 着 羊 群 奔 小 康
本报记者 李琛奇

“ 新 蓝 领 ”走 上 技 术 致 富 路
本报记者 杨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