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和日丽，农历丙申年的春节格外温暖。农历
正月初一一大早，家住河南郑州的汪大众就牵着小
孙子站在小区门口，等待 3位特殊的客人。

上午 10 点，来自台湾的许嘉裕一家三口终于
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汪大众快步上前紧紧握住许
嘉裕的手，许嘉裕的手也轻拍汪大众的手臂，气氛
融洽，看起来就像多年未见的老哥俩。

为了让台湾同胞充分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传统
“年味儿”，亲身体验一番“回家”的感觉，河南省
旅游局精心组织策划了“两岸一家亲，河南过大
年”的活动，台湾游客可以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走
进郑州市民家中，体验更接地气儿的春节。许嘉裕
一家三口就是通过河南省旅游局的“月老红线”和
汪大众一家九口团聚到了一起。

两家人互送具有地域特色的伴手礼，围坐在一
起共话新春民俗，在欢声笑语中包饺子⋯⋯其乐融
融。食物是中国人心中“年味 儿 ” 最 直 接 的 载
体。为了让许嘉裕一家能有“家”的感觉，汪大
众老两口买了一条新鲜的黄河大鲤鱼。因为摸不
清许家人的口味喜好，汪大众的儿媳特意准备了
3种口味的饺子馅。

“这是我第一次在正月初一包饺子，感觉很奇
妙。”许嘉裕说，到大陆来就是寻找传统过年的感
觉。10 多年前，台湾春节时在很多街角都可以看
到卖伴手礼的摊位，现在少了将近七成。“需求少
了，有些人家过春节连对联也不会贴了。”许嘉裕
惋惜地说。

两岸同胞一家亲，根植于同根同源的血脉和精
神。近年来，河南、台湾两地出入境旅游市场呈现
出稳步增长态势。仅 2015 年，台湾来河南游客达
50.13万人次，同比增长 16.13%。

据了解，河南省旅游局还深入挖掘河南拥有
的中华传统人文资源，突出根亲主题，把台湾同胞
耳熟能详、在台湾很少看到的踩高跷、社火等民俗表
演装进了“两岸一家亲，河南过大年”的旅游产品
中，为台湾民众提供了最传统、最亲切的寻根方式。

“接下来，台湾游客还将分别前往登封嵩山
少 林 寺 ， 郑 州 黄 河 风 景 名 胜 区 ， 洛 阳 龙 门 石
窟 ， 开 封 清 明 上 河 园 ， 焦 作 云 台 山 等 景 区 参
观 游 览 ， 逛 春 节 文 化 庙 会 ， 体 验 传 统 的 中 原
民 俗 文 化 。” 河 南 省 旅 游 局 负 责 人 表 示 ， 河 南
各 景 区 还 将 举 办 迎 春 送 福 、 吉 祥 锣 鼓 、 走 钱
路 、 拜 年 祭 祖 等 年 俗 活 动 ， 让 台 湾 游 客 体 验
到原汁原味的过年氛围。

两岸一家亲

其乐也融融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阳光照着成方连片的果蔬基地，红嫩
欲滴的草莓为新年增添了红火色彩。游客
们三三两两结伴穿行在果蔬基地里，体验
着采摘乐趣，不时掏出手机随心拍几张美
图上传网络秀一秀。

2 月 8 日，记者来到江西省龙南县桃
江乡水西坝村的宏昌生态果蔬种植基地
采访。看到记者，基地主人蔡明锋和妻
子肖康丽笑着迎出来。30 岁出头的蔡
明 锋 原 来 是 湖 北 大 学 植 物 遗 传 专 业 硕
士 研 究 生 ，毕 业 后 ，在 武 汉 一 家 生 物 科
技公司工作了 3 年。2012 年底，他决心
返回家乡创业，建立了这片生态果蔬种
植基地。

在一片绿意盎然的田野中，100 多亩
的玻璃房大棚展现在眼前。这就是蔡明
锋的无土栽培果蔬园。玻璃房大棚是采
用先进的气雾栽培技术的无土式果蔬园，
一排排立体人字形蔬果“墙”整齐排布，上
面茂盛生长的各种蔬果琳琅满目，草莓、茼
蒿菜、辣椒的枝条从泡沫板上的小洞里探
出头来，长势喜人。蔡明锋轻轻卸下一面
蔬果“墙”，记者顺着他的指向看，“墙”内分
布着许多小塑料管，管里都是营养液。“运
用无土栽培技术，我们利用管道按时按需
在植物根须部位喷洒营养液，营养液循环
流动，保证植物根系呼吸，蔬果生长不需要
土壤。”

这么多的大棚要多少人来管理？肖康
丽告诉记者，无土栽培园的种植、浇水、施
肥及管理等工作并不繁忙，只需一两个工
人通过电脑智控系统就可轻松完成。大多
数程序都由大棚外的蓝色小屋里的计算机
控制，它是整个系统的“神经中枢”。

经过两年多的打拼，蔡明锋的生态果
蔬种植基地已经成为龙南休闲观光农业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来这里观光休闲采摘的
游客络绎不绝。仅春节期间，游客最多时
每天预计可达 1000多人。

从一个白领到一名农民，蔡明锋对自
己人生的选择无怨无悔。“我的农业创业梦
能够成真，要归功于国家对发展现代农业

的重视和扶持，也感谢《国务院关于支持赣
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的
出台。”他说。

创业过程中，蔡明锋在土地流转、无息
贷款、农业补贴等方面也得到了当地政府
的有力支持。他掰着手指告诉记者，大棚
外的 10 多盏太阳能杀虫灯是县里农业部
门帮助安装的，还获得了农业产业发展帮
扶基金，成为全国基层农技推广项目和农
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

说起经营方向，蔡明锋有着自己的想
法，他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后，龙南工
业园区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来
龙南打工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对蔬菜水
果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因此他准备将基
地的规模扩大到 500 亩，通过合作超市在
全县建立的 100 多个连锁店，把无公害蔬
菜水果卖到全县各个乡镇。

“雄心开创千秋业，奋志兴家万事成。”
这是蔡明锋写在自己简易工棚上的一副春
联，也是这位植物遗传学硕士的创业梦想。

农历正月初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
夏云镇小河湾村，春光明媚。绕村而过的
文姝河静静流淌，春风吹过，不时泛起一阵
阵细小的波纹。

“到这里过年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 得 住 乡 愁 。”贵 阳 市 民 李 老 伯 手 牵 着
80 岁的老伴在悠闲地散步。小河湾村，
这个依山傍水的苗族村寨通过美丽乡村
建设，让城里人在此找回了温馨的儿时
记忆。

小河湾村有着 200 多年的历史，至
今 自 然 生 态 仍 然 保 存 良 好 。 为 了 让 这
个古朴的村庄焕发新的活力，近年来平
坝区依托美丽乡村建设，秉承道法自然
的理念，不推山、不填河、不砍树，保留了
小河湾村的传统民俗风情和田园风光，
将河道、绿地、广场、木栈道、沿河观光
石 凳 等 有 机 衔 接 ，建 设 乡 村 休 闲 旅 游 ，
使小山村实现了华丽转身。放眼望去，
可 谓 是 坡 坡 花 果 山 ，田 田 蔬 菜 园 ，户 户
农家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小河湾村采
用最先进的膜生物反应技术，实施污水一
体化处理，处理后的废水排入农灌系统作
为农业用水。建立的“村收集、镇转运、区
处理”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实现了生活垃
圾集中收集和处理，村民的居住条件、文化
生活等有了质的飞跃。

43 岁的班兴友过去靠电焊技术在贵
阳打工，去年回乡开起了农家乐。在兴友
客栈，他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每个月的
纯收入达到了一万元，还能照顾家。这真
要感谢美丽乡村建设。”

小河湾村是平坝区生态致富的一个缩
影。平坝区外宣办主任何中国说：小河湾
村总户数 439 户，目前有三分之二的家庭
开办了农家乐，村里 90%的青壮年都返乡
创业，实现了小康梦，人均收入超万元。去
年，平坝区旅游总收入近 50 亿元，同比增
长 20.90%。绿水青山正成为平坝美丽乡
村的名片、村民的聚宝盆。

“在这里过新年，漫步在林荫小道，酒
未沾唇便已醉三分。”贵阳市民邝松堂不无
惬意地说。

在 生 态 果 蔬 园 里 感 受 春 天
本报记者 刘 兴

小河湾村春色浓
本报记者 王新伟

从简单实用的编织袋、塑料桶、纸箱，到漂亮
时尚的拉杆箱、双肩包、手提包⋯⋯春运行囊不断
变换着外在的形式，而从未改变的是，行囊里总装
满了一整年的收获和对家人的思念。

在人潮涌动的西安火车站，记者见到了准备回
合肥过年的王睿和妻子，但他们的行李格外少，每
人只带了一个行李箱装了些衣服。原来王睿今年给
父母带的“年货”是一张工资卡，“家里人现在吃
的用的都不缺，想买啥老家都能买到，不用非得大
包小包地背回去了。妻子今年只为母亲和岳母各买
了一条金项链，算是给老人们一个惊喜”。两口子
平时除了一些基本花销，剩下的钱全攒在这张工资
卡里了。去年过年给双方父母带了 1 万元，今年两
人都升职加薪了，卡里存了 3万多元。

相比之下，刚参加工作的“90 后”李芒可算
是“两手空空”。“行李太多坐车不方便，我就什么
都不带，网购就能搞定。”李芒向记者晃了晃手
机，点开了购物网站的 APP，有陕西狗头大枣、
油泼辣子、柿子饼，还有武汉的卤味等特产。李芒
为父母精挑细选的东西都是网购的，而且已先他一
步快递回家了。

赵武刚和女友阿云正在等回江西的火车，打扮
时尚的他和身边的白塑料桶看起来明显不搭配。

“这是正宗的陕西汉中浆水，点豆腐用的，这次回
老家创业就靠它了。”赵武刚向记者介绍起了外表
不时尚的“年货”。

前年 9 月份，赵武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广告公司
做文案，每月工资不到 3000 元。“想赚钱咱就得
创业呀。去年我们给阿云家的米皮店开设了微博和
微信公众号，还开展送餐业务。”阿云家的小店在
新媒体推介下，生意量不断上升。去年装修升级
后，已经被几家旅行社认证为游客接待点。今年，
赵武刚带着阿云准备到江西复制这种经营模式，再
闯出一番新名堂。

年货千般样

心情美滋滋

本报记者 雷 婷

本版编辑 来 洁

农历正月初一下午6点，当记者在山东
省淄博市高青县如意纺织有限公司见到该
公司生产处处长朱爱霞时，她刚刚下班，脱
去工作服，换上漂亮的羽绒服。

“过年也不停工？”“今年公司拿到手的
订单都排到了 5 月份，这个春节就在车间
里过了。”朱爱霞满面笑容地说，“辛苦点不
要紧，年在哪儿过都是过。这份工作每月
三四千元的工资按时发，各项保险都交着，
过年福利又好，最开心的是加班还能领到
比平时多的工资呢”。

然而，就在两三年前，朱爱霞和她的同
事们却在为即将丢掉的工作和拖欠了几个
月的工资而愁眉不展。当时，高青如意纺

织有限公司叫淄博钜创纺织品有限公司，
是一家生产和销售高档花式弹力牛仔布和
服装的外商独资企业，有员工 1012 名，在
高青县和淄博市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
到 2013 年初，受纺织行业效益下滑及企业
经营管理不善的影响，钜创公司陷入困境，
职工工资发放都成了问题。

对于如何处理钜创公司的难题，当时
有两种声音：一是企业破产了之，通过拍卖
其 600亩土地用于偿债；二是重新整合，尽
最大努力挽救企业。钜创公司和当地政府
认识到，如果钜创一破了之，1000 多名职
工将被抛向社会，对当地社会发展和群众
生活都将会带来负面影响。反复权衡后，
他们选择了后一种方案。

2013 年春节，钜创公司和当地政府频
繁地与省内外一些公司接触，因产品不匹
配，一时竟没找到合作对象。焦急万分之

际，得知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正在寻求企业
并购，在共同诉求和积极接触下，这两家公
司走到了一起。2014 年 4 月，组建高青如
意纺织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正式签署，如
意集团全面承接了钜创的职工和 3 亿元债
务，溢价收购公司资产。

高青县委常委、副县长崔玉栋告诉记
者，当时钜创重组重整创新了 3 项机制：一
是“公司资产整体托管”机制。借助如意集
团在经营管理、资金实力、销售渠道等方面
的优势，全面托管钜创公司，保证生产不
停、队伍不散、市场不丢；二是“不良债权立
体承接”机制。高青如意以债务置换、承担
和抵押转让等方式，获得主要债权银行对
钜创公司的全部抵押物和债务，从而化清
原公司的债务纠纷，减少地方金融风险；三
是“普通债权差额累进受偿”机制。根据重
整计划，为不同额度的债权人分别设置偿

还比例，赢得了占大多数的小额债权人的
理解和支持，使重组阻力大大减小。

这些举措使企业重组工作得以顺利推
进。钜创公司经如意公司接手后，企业资
产有效盘活，职工利益和就业得到保障，银
行债权获得维护，普通债权人也得到相应
补偿，实现了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处理这件事，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
贯彻落实好中央精神，尽可能多兼并重组，
少破产清算，要做好职工安置工作，想方设
法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崔玉栋说。

据崔玉栋介绍，这种做法，其后在高青
县另外几家企业也有实践。据悉，如意集
团日前已计划投资 20 亿元在高青建设如
意产业园，进行棉纺、牛仔布、服装的一体
化生产，力争将高青县打造成国内最大的
牛仔布生产基地。

山东高青：

企业重组活 过年生产忙
本报记者 马洪超

上图 农历正月初一，福建省永春县电力

公司职工为当地孤寡老人送去年货，并为他们

家贴上喜庆的春联。 本报记者 石 伟摄

左图 2月8日，湖北襄阳古城护城河畔，

民间艺人在舞龙、扭秧歌闹新春。 安富斌摄

江苏省 兴 化 市 戴 南镇董

北村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建成

国内最大的阳光生态石斛育苗

中心，春节期间游客不断。重庆

市九龙坡区海龙村购买了 1000

盆石斛盆景，免费送给村民们

过年。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沐友德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