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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站

迎来了节后客流高峰，这能从北京站的进

出站口看出来。由于返程旅客不断增加，

出站口的客流压力很大，而与节前相反，

进站口的旅客并不太多。

为了应对高峰，站里专门在站台和站

内加派人手。由于旅客带的行李普遍较

多，为了大家的安全，站里还在电梯口安

排专人值守，照看上下旅客的安全。返程

旅客中，有很多看上去是旅游归来的一家

老小，有的孩子手里还攥着糖葫芦和风

车，充满了年味。

伴随返程高峰而至的，还有中东部地

区大范围的雨雪天气。恶劣的天气严重影

响了春运，从列车运营就能看出，南方过

来的列车出现大面积晚点。让很多准备在

北京站转车的旅客错过了预订的车次。今

天中午我们服务台接待了一位江西过来的

赵先生，他乘坐的 T146 次列车本该 10 点

51 分到北京，结果遇上雨雪天晚点 2 个小

时，错过了 12 点 20 分发车去丹东的 2251

次列车。了解到这一情况，我们赶紧帮他

联系退票，并联系上了 17 点左右发车的

K27次列车，将他送上车再补票。

其实，这种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延误

的情况十分常见。我们遇到这样的旅客，

通常是先领到专门候车室休息，然后帮助

旅客协调其他车次。我们的目的只有一

个，让旅客尽快出发，将延误造成的损失

降到最低。不过，也希望旅客能多多理解

我们的工作，毕竟天气原因造成的延误难

以控制。 （本报记者 冯其予整理）

访 农 户 听 民 声

2 月 3 日，河北省阜平县北果园
乡边界口村，最低气温降至零下 10
摄氏度。记者来到马成山老人家时，
一大家 10 多口人正张罗着午饭。一
口大锅里蒸着排骨、豆腐、饺子、年
糕、馒头，热气腾腾。

马成山今年 78 岁了，和老伴一
起住在小儿子的房里，大屋被床和锅
台占据了一半空间，桌上的相框里放
着马成山一家去年过年拍的全家福。

“家里人也就能在过年时凑齐了。小
儿子在石家庄落下脚了，孙女也在那
里上学，大儿子在村里务农。”

边界口村所在的阜平地处太行
山深处，是国家级贫困县。2013 年阜
平开展脱贫行动，农民生活有所好
转，但村子里的医疗、教育、环境等问
题仍让马成山老人担忧。

马成山以前开餐馆，几年前才放
手不干。凭借着几十年的积蓄，每月
110 元的养老金和孩子们的接济，老
马和老伴在村子里过得有滋有味。去
年，马成山的老伴突发疾病，由于乡
医院医疗资源薄弱，小儿子带她到石
家庄医治。

“看病花了 4 万元，国家给报销 2
万多元，为孩子们减轻了很大负担。”
说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马成山开心
得合不拢嘴。“只是现在村里的老人
一犯病，都得往城市里跑，要是能在
家门口把病治好，就更好了。”

马成山的三亩地交由大儿子打
点，地理条件和气象条件限制着耕地
的产出。“因为地都在山上，进不了大
机器，流转不起来，只能自己种点红
薯，剩下的地都栽上了枣树。”老马的
大儿子告诉记者。过去一年，阜平大
枣迎来了丰收，然而大丰收没有让老
马家高兴起来，“今年阜平枣收购价
低得很，卖枣就收了 3 万多元，比去

年少挣 4万元哩！”老马的大儿子说。
与大多数村子一样，边界口村的

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留下的多是老
弱妇孺，马成山一家 10 个孙子辈的
孩子全部外出读书和工作。“我们村
里有句话叫‘闺女外嫁有钱村，小子
都去城市混’。”老马说，他不懂什么
叫“城镇化”，但他知道，村里的教育
不行，有出息的都得去城市。

对于马成山和生活在城市的子
孙们，乡愁成了阻隔在他们之间的

“发展的代价”。老马的小儿子说，“在
城市打拼久了就想回老家看看，但是
在村里待上几天又觉得与外界脱轨
了，这很矛盾。”

“村里的教育、卫生、医疗条件明
显跟不上城市发展的脚步，如果能把
村子的软、硬件都好好建设一下，搞
搞旅游产业，边界口是个养老休闲的
好地方。”来自城市的小儿媳妇说。

吃过午饭，马成山领着记者在村
里逛了逛，热闹的敲锣打鼓声将这个
沉寂的村庄暂时拉回了 10 年前人气
还很旺的春节，然而村口那条曾经清
澈见底的河道现在已经枯草丛生。

“以前水清啊个清，现在山上净是挖
矿的，环境也不行咯！”马成山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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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行 山 村 的 喜 与 盼
本报记者 孙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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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日，农历正月初六。沿着蜿蜒在田间地头的
农村公路，记者来到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吉潭镇榜溪
村江下湾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建设点。20 余栋崭新的
3 层新楼依次排开，整洁美观。大红的春联、高挂的灯
笼、满地的烟花爆竹皮，以及不时传入耳中的欢声笑
语，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家家户户的“幸福范儿”。

在一栋新楼前，村民王桂尧将记者引入新居参观
起来，“年前刚搬进来的，还不错吧，这里是主卧，这里
是客厅，这是刚装好的太阳能热水器⋯⋯”领着记者楼
上楼下逛了个遍后，王桂尧意犹未尽地招呼记者在沙
发上坐下来，讲述他如何告别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坯房，
住上宽敞明亮的新楼房。

据了解，2012 年 7 月底，赣州市全面启动农村危
旧土坯房改造，建房的村民不仅享有政府发放的 1.5
万元至 2 万元不等的补贴，还能获得贴息贷款。2013
年，仅寻乌县就拆除土坯房 5116 户，设置了 30 个集中
建设点，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装修，全年开工
建设新房 8083 户，完工 4371 户。喝着王桂尧泡的功夫
茶，看着他家布置时尚的客厅，难以想象这就是一位普
通农民的家。

王桂尧告诉记者，不单是土坯房改造，县里还组织
干部驻村驻点，开展“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活动，将
公路修进了村小组，并且指导乡亲们发展果业致富，农
村的面貌、村民的收入一年胜过一年。

“2011 年以前，村里通往外面只有一条 2 米多宽
的黄泥路，农用车开进来都费劲。现在路修好了，果业
合作社也成立了，又有‘三送’干部的帮扶，乡亲们致富
奔小康的劲头更足了。”王桂尧告诉记者，家里去年光
种植脐橙就赚了 15 万元，今年他又加大投入，已经买
好 200多株幼苗，正准备这几天就种下去。

“尽管建房欠了些钱，有经济压力，可我还是觉得
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幸福，生活充满了希望，今年肯定会
有一个好收成。”王桂尧说。

返乡农民的创业梦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农历正月初五，湖北省罗田县三里畈镇张家塆村
里年味正浓。当记者走进杨华容大妈家时，她正逗着 3
岁的小孙子玩，屋子里面欢声笑语不断。年近 50 岁的
杨大妈分外精神，她和丈夫何炳清大叔有两个儿子，都
在外打工。大儿子已结婚生子，小儿子正在找对象。

“自从我这胖孙子断奶之后，儿媳就跟着儿子出去
打工了。现在小孩儿已经到了上幼儿园小班的年纪了，
由于在外面上学不太方便，所以就在家。”杨大妈说。

谈到小孩上幼儿园，杨大妈止不住话头说，现在
村 里 的 小 孩 子 大 多 到 镇 里 的 学 校 上 学 ，路 程 有 点
远，学校统一用车来接送孩子。每天早上 8 点将孩子
送到村口的集合点，等着车来。中午孩子就在学校
吃午餐。

“一个小孩，一学期大概要花 1500元左右。相对于
邻村的私立幼儿园来说要贵，也不太方便，但在教育质
量上我们比较放心。”杨大妈说，自己儿子在外面打工
很辛苦，小孩子的教育很重要，不能像她们这代人，因
没有读书上学而失去很多机会。

除两个儿子之外，何大叔也常年在外面打工挣钱，
家里的农活儿也基本上都闲置了。“在家干农活和做些
手艺活，一年到头也挣不到 2 万元。我现在在浙江永康
打工，一年可挣到 5 万元左右。虽然在外务工有些辛
苦，但心里很踏实。”何大叔说。

何大叔心里一直就有个愿望。“大儿子结婚，我们
在村里给他盖了个 3 层的楼房，花了 20 万元左右，虽
然房子住着很舒适，但小孩子的教育和医疗等方面还
不是很方便。所以，二儿子要结婚，我们合计着在镇上
给他买套商品房。”何大叔说。

有何大叔类似想法的村民不在少数。据他介绍，在
村里近 70 户人家中，已有 13 家在镇上买了商品房。

“我们在镇上看中的房子有 120 平方米，大约要花 30
万元。除了首付 10 万元，其余的可以分期付款。虽然感
觉有些吃力，但只要我们在外面继续打工，买套房子还
是很有希望的。”何大叔说。

留守儿童的就学路
本报记者 何 川

黝黑的皮肤，眼镜后面是一双深邃的眼睛；举手
投足间，质朴自然流露。这位头上已经有几根白发
的年轻人，就是甘肃省景泰县大安乡铧尖村农民张
治军。大学毕业后，他满怀抱负，想去南方闯出一片
天地。“其实，当时在广州、深圳等地打工赚钱，为的
就是以后可以回乡创业。”张治军憨笑着说。两三年
的外地漂泊，使得张治军更加眷恋故乡一山一水，牵
挂故乡发展。回到家乡后，张治军在建筑队上干过
粉刷、装修等工作。

后 来 转 变 思 路 ，看 准 了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的 好 前
景。“其实，农业是祖祖辈辈都干的，也是我们西北地
区发展的薄弱环节。我从靠天吃饭的山区走出来，
看到了现代灌溉、农业机械化、规模种植、土地流转
等新鲜的事物。为什么我就不能发展家乡的农业
呢？”张治军说起话来，言语间充满对农业的热爱。

“做一个职业农民，还能享受到很多国家好政
策。”张治军告诉记者，现在种粮农民有政策性补贴，
补贴标准按照粮食播种面积、3 年平均粮食产量、粮
食商品量各占一定比例进行计算分配确定，“只要我
们好好干，肯定能干好。”

张治军在景泰县漫水滩乡漫水滩村承包了约
200 亩土地，开始了他回乡之后的创业致富梦。没有
种地经验就向老农民学习，没有种植技术就找人帮
忙，人手不够就出钱雇人种地⋯⋯

2013 年，张治军承包的 200 亩地全部种了玉米
和葵花，除去用人成本，净赚 10 万元左右。“找到方
向，就找到了抓手。”尝到甜头的张治军决定，明年还
要吸取经验，继续加油努力，再多尝试一些新品种、
引进一些新技术。

在此之间，张治军一直在景泰县县城租房住。
“今年我们家刚买到了廉租房，等以后日子好点了，
我想换套大点的屋子，把还在山区生活的父母接过
来住。”张治军说。

张治军

甘肃省景泰县
大安乡铧尖村人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是广大农民的播种时节，也是他们盘算新年景的时节。连日来，本报记

者深入太行山区、西部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走村访户，了解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和现代农民的吃

穿住行，亲身感受他们的新生活，倾听他们的喜与盼。

人勤春来早。2 月 6 日，记者来到
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年味
还未散去，药农们早已下地干活了。

在阳溪镇阳坝村笋子槽组的山

坡上，雷玉军夫妇正在地里忙碌。春
寒料峭，夫妇俩的脸被冻得通红，精
心查看着初冬期间种下的党参。

“已经立春了，田间管理必须跟
上，才能确保秋天有个好收成。”雷玉
军告诉记者。

此前一直四处辗转务工的雷玉
军，3年前回到家乡开始种植中药材。
目前，已种植党参近 20 亩，去年毛收
入约 30万元。

记者放眼四周，山坡上满是村民
忙碌的身影，翻地、起垄、播种、覆膜，
每个环节一丝不苟。

笋子槽组种植中药材的历史很
长。村民李光富就是其中之一，在过
去的 20 余年里，他依靠种植党参、
玄参等中药材，不仅供两个孩子上
大学，还盖上了新房子，生活过得很
滋润。

整个阳坝村，村民们全依靠种植
中药材走上了致富路，家家户户住上
了小楼房，骑上了摩托车。

据 阳 坝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刘 勇 介
绍，该村去年种植玄参 3000 余亩，
产 值 500 多 万 元 ；种 植 党 参 1360
亩，预计 3 年后可创收 3300 多万元。
此外，该村还种植了 300 多亩天麻、
太子参及其他常规中药材，年产值
将近 300 万元。村里户均存款将近
10 万元。

道真自治县是贵州省的中药材
主产区，素有“黔北药库”之称，辖区
内中药材品种多、产量大，现有 600
多种。

根据该县制定的中药材产业发
展规划，2016 年全县的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 50 万亩，其中示范基地 25 万
亩，年产值超过 15亿元。

黔 北 药 农 的 致 富 经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马成山

河北省阜平县北果园
乡边界口村人

王桂尧

江西省赣州市
寻乌县吉潭镇榜溪
村人

杨华容

湖北省罗田县
三 里 畈 镇 张 家 塆
村人

雷玉军

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
自治县阳溪镇阳坝村人

春节期间，江西寻乌县广大干部进村入户，帮助群众解决居住条件改善和果业产业发展等问题。图为 2月 6日，

驻村干部何炳南（左）在王桂尧的果林里指导春季果树防虫。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