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1976 年到通化县文工团当编剧开
始从事创作工作，到现在累计出版了10部
文学著作，发表了多篇文学作品。零散发
表的作品有的留存了剪报，有的没有，很多
作品已记不清什么时间、什么报刊杂志发
表的。但有个例外，就是发表在《红色社员
报》的作品，保留了大部分剪报，记录着我
和它的一段情缘……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考入东
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中文系有很多文学
青年，都以能发表文学作品为荣，我也不例
外。上个世纪70年代末，省内文学刊物很
少，报纸也不多。不要说在文学刊物发表
作品，能在报纸副刊发个“豆腐块”已很难
得。

有一次，我在《吉林日报》发表了一个
“豆腐块”，编辑让我去取报纸，那时发表作
品都给样报、样刊。在报社走廊里看到一
块展板，上面贴着昨天和当天出版的《吉林
日报》《红色社员报》。报社领导直接在报
上写简评，有的只是一两句话。我是第一
次见到这种评报方式，不拐弯抹角一针见
血！我站在展板前看了半天，对《红色社员
报》上的简评印象深刻，忽然冒出一个想
法：能不能给它投稿呢？

回到学校后，凭借自己在县文工团当
编剧对农村的一些了解，写了一篇散文投
给《红色社员报》。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当时学校图书馆没有《红色社员报》，我只
能利用周日到长春市图书馆去看这张报
纸，看最近都发表什么内容的文学作品，自
己免得走“弯路”。之后又写了两篇，还是
不成，多少有点泄气，怕是写得不对路，决
心再试一次。我把散文《杏子熟了的时候》
工工整整抄到稿纸上，装进信封投进邮筒。

半月后，我收到《红色社员报》寄来的
信封，是一张样报。别提多高兴了！这是
我连续多次给《红色社员报》投稿的收获，
证明写作“对路”。

后来多次给《红色社员报》副刊“松花
江”投稿，作品每次发表后，都能收到报社
寄来的样报。与这张报纸的关系日渐紧
密，索性自己订一份。当时我在长春话剧
院当编剧，同事知道我订《红色社员报》，很
奇怪：“怎么订份农村报纸啊？”我笑了笑没
回答，其中原因只有自己知道。也正是这
次订报经历，给了我写作灵感，很快小小说

《老根叔订报》也在副刊发表。
1984年，《红色社员报》举办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征文活动。征文

要求通过生产生活的巨大变化反映农村面
貌日新月异。抓住“变化”做文章，才契合
征文要求，于是，我想到去农村亲戚家探
亲，他家邻居是个老石匠。过去因手艺好，
做的石磨很受乡亲欢迎，不愁销路。改革
开放后，乡村电磨坊和小型米面加工厂越
来越多，村民不再用石磨了，老石匠不得不
歇业改行。磨的故事生动地反映改革开放
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新变化，有很强的说服
力。《磨》获得三等奖，报社给我寄来获奖通
知书和30元奖金。这张获奖通知书我一
直精心保存，看到它，就会想起与《红色社
员报》交往的日子，就会想到那些可敬的编
辑老师。

后来我离开长春去山东工作，美好的
回忆永远镌刻在心底。为纪念她走过的
70年光辉岁月，捧读深深嵌进时间年轮的
剪报，有默默的感恩，更有深深的祝福！

发表作品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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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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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

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

员。出版长篇小说、纪实文学《国宴-

1949》《云端上的歌》《橘焰》等10部作品。

散文《磨》获《红色社员报》“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征文三等奖

本报讯 记者 刘帅 报道 6月16
日至 18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
亭就防汛准备、产业发展、兴边富民
等工作，到永吉县、桦甸市、临江市
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
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迅
速进入迎战状态，全力做好防汛救
灾各项准备工作，因地制宜培育壮
大特色产业，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
显进位提供支撑。

当前，吉林已进入汛期，胡玉亭
对防汛工作高度重视，实地到有关

重点部位检查督导防汛准备工作。
在四间水库、红石水电站、曲家营水
库，胡玉亭指出，要统筹好上下游、
左右岸、干支流防洪安全，精准研判
水位流量，提前开展预泄腾库，坚决
防止惜水倾向，确保以最大库容迎
接汛期，有效发挥水利工程拦洪蓄
洪、防灾减灾作用，减轻下游地区防
洪压力。在建水利工程要加快建设
进度，确保主汛期到来前达到设计
防洪能力。在永吉县城防工程现
场，胡玉亭强调，要吸取经验教训，
全面做好河道清淤、护岸建设等工

作，提升整体防洪能力，坚决防止发
生倒灌漫堤。在临江市江心岛，胡
玉亭指出，要充分考虑汛期行洪需
要，坚持疏堵结合，加快补齐导水
槽、行洪道、挡水墙、强排设施等方
面短板，确保防汛抗灾有力有效。
胡玉亭强调，当前防汛工作要突出
重点，盯紧薄弱点位，强化精准巡
查，落实有效措施，抓紧补齐短板，
坚决守住无溃坝、无决堤、无伤亡底
线，结合山区特点，做好山洪泥石流
地质灾害防范，确保群众和救援人
员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是推动
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关键一
招。在中国黄金夹皮沟矿业有限公
司，胡玉亭与中国黄金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周洲深入交流企业发展
规划，希望企业挖掘深厚历史文化
资源，创新工业旅游模式，加强周边
环境治理，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
要加强技术改造，提升企业产能，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在农夫山泉临江
长白山饮用水有限公司，胡玉亭鼓
励企业立足矿泉水资源优势，优化
产品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拓宽

市场渠道，提升产能利用率。在
G331 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临江服
务区项目现场，胡玉亭指出，要推动
交旅融合发展，完善公共服务功能，
拓展亲水步道、房车营地等旅游消
费场景，提升游客获得感、满意度。
在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胡玉
亭强调，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发挥
国有企业作用，加快打造棚膜经济
示范基地，配套发展冷链物流，延伸
产业链条、拓展市场销路，为农民就
业增收、推动兴边富民提供更有力
支撑。

胡玉亭到永吉、桦甸、临江等县市调研

以有效执行力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因地制宜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本报讯 记者 吴连祥 报
道 近日，国际米食味品鉴大
会“第二季寻找中国百大米
庄”活动组委会一行走进“中
国皇粮御米之乡”梅河口小
杨乡，踏查“皇粮御米”绿色
种植传奇，与业界人士座谈
交流，推动梅河口市特色品
牌大米走向更加广阔的市

场。
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是

国际权威的大米品鉴交流活
动，也是大米领域全球范围内
参赛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
的大会，被称为全球大米领域
的顶级赛事和大米界的奥运
会。

当天上午，国际米食味品

鉴大会“第二季寻找中国百大
米庄”活动组委会负责人杨关
带领成员来到小杨乡千亩稻
田。大家放眼望去，只见连片
稻田碧绿无边，鹭鸟纷飞，蛙
声阵阵，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画卷尽收眼底，同
时，更感受到了“皇粮御米”的
厚重底蕴。

小杨乡大米协会是助力
乡域大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社团组织。成立以来，协会凝
聚全乡大米产业力量，通过统
一标准、整合资源、共享渠道
和联合推广，全面提升“小杨
大米”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
争力。目前，协会拥有8家核
心大米加工企业，种植水稻

4203 亩。在协会种植基地，
组委会人员通过现场踏查、抽
取土样、水样，视频记录等方
式进行考察评定。

在小杨乡期间，杨关一行
与乡领导、协会及大米企业负
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听取大
米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为“皇
粮御米”产业提质升级、攀高

向新提出建议。
据了解，开展“寻找中国

百大米庄”活动，对于充分发
挥特色产区优势，打造高端农
产品品牌，促进产品质量的整
体提升，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评定成
功后，将进一步擦亮“皇粮御
米”金质品牌。

“寻找中国百大米庄”活动走进梅河口

从“土地瘠薄难
打粮”到“药香满园
助增收”，近年来，通
榆县开通镇光明村依
托村集体合作社大力
发展中药材种植产
业，将资源劣势转化
为特色产业优势。眼
下，村里的丹参、苍术
等中药材长势喜人，
村民正以“本草”为
笔，书写中药材致富
的生动篇章。

村民邵长亮家的 2 亩丹
参即将迎来盛花期，放眼望
去，一朵朵蓝紫色的喇叭花惹
人喜欢。邵长亮正忙着为丹
参“控花保产”。他说，丹参
盛花期若不及时管控，会大量
消耗植株养分，直接影响地下
根系的生长发育。眼下除了
需要人工摘除过盛的花序，还
要为药材精准调配促进根系
生长的“营养餐”。

产业路通，思路更通。光

明村为县城近郊村，曾因土地
沙碱化、资源有限陷入发展瓶
颈。2023 年，村“两委”班子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将中药材
种植定为振兴突破口，以“大
田种植园区创建+庭院示范
带动”模式不断扩大规模。
2024 年，丹参在大田与庭院
种植中喜获丰收，苍术、黄芪、
桔梗等品种试种成功，两年
来，累计带动村民增收215万
元。今年25户农户发展大田
种植和庭院经济共200亩，主

要种植一年生品种丹
参和蒲公英，中长期
品种桔梗、苍术，目前
所有中药材长势良
好。

第一书记于晓
峰介绍，通过这两年
的种植，村民户均增
收五六千元。中药材
产业市场变化很快，
所以村集体合作社一
方面从源头统一采购

种苗，邀请专家技术员统一管
理，另一方面药材成熟后合作
社统一联系经销商，帮助大家
卖上满意的价格。

一株株中药材扎根沙土
地，不仅让“寸土寸金”的有
限耕地焕发新生，更串起了

“种植 - 加工 - 销售”的产
业链雏形。以中药材产业为
支点，撬动乡村振兴的“致富
杠杆”，“本草经济”成为百
姓家门口的“幸福靠山”。

（李桂华 刘鑫嵘）

中药材种植成“幸福靠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