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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论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莉）为保障
残疾人小冰麦种植项目发挥作用，切实
提升农村低收入残疾人的增产增收能
力，近日，双辽市残联组成小冰麦项目种
植情况验收工作小组，深入双山镇、永加
乡两个乡镇，到96户农户家对小冰麦种
植情况进行验收、回访。

“我家通过种植小冰麦，日子越过越
好了，今年五一前就已经完成种植，现在
麦苗都长出来了。”在双辽市双山镇幸福
村郭仁喜家地里，郭仁喜的家人高兴地
指着绿油油的小冰麦苗说。郭仁喜家是
双辽市残联在小冰麦项目中扶持的601
户农户中的 1 户，他是一名智力三级残
疾人，因身体原因就业困难，无法维持生
计，生活困难。

据双辽市残联副理事长葛慧杰介
绍，双辽市有持证残疾人13500余人，其
中农村持证残疾人达10000余人。为帮
助残疾农户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双辽市
残联着重发展农村残疾人庭院经济，通
过特色种植项目帮他们实现增收。

2019年，双辽市残联在广泛调研基
础上，全力支持困难残疾人通过种植小
冰麦增加收入，并将此项目落户龙哥种
植专业合作社，吸纳双山镇49户残疾户
入社实施小冰麦项目。残联为每户投入
1800 元购买小冰麦种子、化肥及农药。
小冰麦收获后又种植了白菜、荞麦等二
茬农作物。此项目为残疾农户带来较好
收益，受到残疾群众普遍称赞。当年秋
季，种植小冰麦的残疾困难户平均收入

达到4500元左右。从2020年开始至今，
双辽市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双山镇先后
共有 601 户低收入残疾户参加此项目，
取得了可观效益，实现增收致富。

验收回访中，为不影响残疾人正常
生活，同时保证按时完成验收，验收组提
前与残疾人家庭联系沟通，确定入户验
收时间，做好统筹安排。在验收过程中，
验收组逐户察看了小冰麦的长势情况，
并询问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对该产业扶
持项目的满意度，认真听取每一户家庭
的意见和建议。针对个别地块因播种时
间晚、气温低等原因出现的出苗较为缓
慢问题，验收组要求项目委托合作社对
残疾人进行“一对一”科学化指导，确保
残疾农户利益不受损害。

通过验收回访，残疾群众普遍对小
冰麦扶持项目表示非常满意，认为此项
目实实在在帮助残疾人节约了农资成
本、提高了家庭收入、改善了生活质量，
是惠及民生的好项目。

双辽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
连续 5 年的鼓励强化特色种植，因地制
宜发展小冰麦项目，对持续保障和改善
残疾人基本民生，实现对残疾人从“输
血”式救助向“造血”式扶助起到重要作
用。他们将持续跟进小冰麦项目发展情
况，不断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
激发他们的就业增收热情，以提高残疾
农户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为目标，在乡
村振兴中为持续推动残疾农户生活改善
贡献力量。

特色种植业项目扶持残疾村民增收致富
双辽市残联开展小冰麦项目验收回访工作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
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回
信强调，“厚植爱农情怀，练就
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
台上建功立业”。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期盼，也是时代
的呼唤。

“青年”与“乡村”两个名词
组合，总能激发人们无限的想
象。让青年发展与乡村振兴同
频共振，是一个宏大而具体的
命题。

乡村发展需要人才，尤其
需要青年人才。当有知识、有
技术、善经营的新时代青年与
广袤的乡村土地相遇，可能碰
撞出巨大的创新创造火花。今
年“五一”假期，湖南省长沙县
开慧镇一支平均年龄 23 岁的
创业团队，以新潮的创意为红
色故里增添青春气息。细心观
察可以发现，从创办农家乐和
精品民宿，到打造度假基地与
文旅 IP，乡村发展中处处浸润
着年轻人的智慧和汗水。

乡村是青年大展作为的沃
土，是实现个人愿景的绿洲。
近年来，越来越多青年把乡村
当作干事创业的舞台，或在这
里收获生活体验，或在这里实

现人生理想。有人带着“丰满
的理想”而来，也有人经历“骨
感的现实”后再次“离巢”，而勇
敢且坚毅者，终将获得丰厚的
回报。

青年人往往选择逐事业而
居。产业发展不挂“空挡”，人
才队伍才不会留下“空心”。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山东菏
泽曹县的全国人大代表王银香
的一份调研报告，引发业界专
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过去十年
间，仅曹县大集镇常住人口就
增长了近万人，常住人口的平
均年龄降低了3岁。曹县人口
年龄的“逆生长”，离不开产业
发展的“吸附力”。在湖南，乡
村文旅发展蹚出了一条独具特
色的路子。加大农村产业优化
重组、整合集成力度，推动产业
链条不断延伸，产业范围不断
拓展，乡村必将成为年轻人“心
向往之”的目的地。

青 年 者 ，人 生 之 华 也 。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34 岁
的 余 小 龙 荣 获 第 二 十 七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他在
家 乡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百 合 小
镇，从种百合到育景点，将龙
山百合做成了“金字招牌”。
扎根泥土、奋跃而上，奋斗的
姿态，将勾勒出绚丽的人生
底色；青春的足迹，将铺展出
乡村最美的风景。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
建功立业

曹茜茜

梨树县立国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理事长唐宝成的引领下，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确保产品品质，合作社种植的香瓜、黄瓜口感极佳，不仅受到梨树及
周边消费者青睐，还远销到沈阳、大连、北京、上海等地。 全媒体记者 刘莉 摄

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繁
盛，为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返乡青年依托短
视频平台，推出大量多元化、个性
化的“三农”题材短视频，生动鲜
活地塑造了诸多“新农人”形象，
展现了农村日常生活场景，传递
并彰显乡村振兴之下乡村文明和
乡土文化的勃兴。

浓浓乡情和乡村美景
描绘一幅和谐宜居的美丽
乡村画卷

山脉河流、阡陌沃野等自然景
观，与古建民居等人文景观，共同构
成了秀美壮丽的乡土景观，承载着
乡村所特有的精神气韵、文化记
忆。在众多“三农”题材短视频中，
关于乡土景观、乡土情怀的短视频
创作尤为突出。返乡青年作为短视
频创作的主力，在将个人对故乡的
热爱细腻表达之余，也体现出可贵
的创新能力。他们借助短视频，将
乡土景观转化为媒介符号，将个人
的乡愁化作鲜活的视听元素，唤起
更多人植根于乡村的记忆和眷恋之
情，在“符号—记忆—情感”的逻辑
理路中生成对乡村文化的认同。

主要短视频平台发起“美丽的
家乡田园风光”“最美乡村”“原生态
乡村生活”等关于乡村景观、乡村回
忆的话题。“三农”自媒体账号或是
聚焦身边的生活景观，或是呈现秀
丽壮美的山川奇观，成为乡村景观
的“记录者”。如某专注贵州乡村直
播的账号，就拍摄了云贵川各地的
山村自然风貌、少数民族部落，将藏
匿于山间、水间，不为人知的自然村
庄与田间美景传播出去。大家从中
感受到了318国道上怒江大桥的震
撼，欣赏了重庆南川盐井梯田的宁
静祥和，品味恩施蝴蝶岩清江大峡
谷的鬼斧神工。

有田园生活的惬意，
有乡村劳动的欢愉，有乡
土情怀的回忆

乡村传统文化在村民的劳动生
活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更蕴藏着
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感。村民们对
劳动工具的设计升级、对乡间美食
的精心烹调、对民间习俗的传承发
扬、对聚落非遗的用心守护，都向外
界展示着属于乡村的地域文化。乡
间的劳作生活、邻里间的家长里短，
共同构筑了乡村日常生活影像，真
实自然地呈现出村民日常生活状
态。人们在这些充满浓郁乡村气
息、蕴含恬淡生活态度、富有农耕智
慧的短视频中，找寻着自己向往的
生活和心灵的慰藉。不少视频账号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书写着属于

自己的平凡生活，推出的短视频充
满着劳动的乐趣。自己下地采摘的
新鲜果蔬，可以烹饪一桌美味；上树
摘得鲜果，便席地而坐品尝起来；可
以在安静的溪边垂钓，或是风风火
火地赴一场与蜜蜂的“约会”，收获
一份劳动的甜蜜……田园生活之美
在这片动静结合的场域中，自然流
露，引人赞叹。

我们可以通过短视频看见乡村
日常生活、乡村民俗民风、乡村美食
制作过程，感受到乡村质朴天成的
劳动智慧。大量民俗文化、民间曲
艺、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借助短视频得以复活、再现或重
拾。在短视频中，我们看到了活
字印刷、造纸术，“亲历”文房四宝
的传统工艺制作，感受了纳鞋底、
刺绣、扎风筝、剪纸、蓝染……这
些短视频细腻而生动地还原了传
统物件，再现了传统工艺制作的
全过程，呈现了乡土社会蕴含的
生活智慧与工匠精神。

饭菜的色香味与家庭
生活的人情味相融，一派
乡村烟火味

道德伦理、社会准则、社群制
度、典章法律等是构成社会规范的
主要内容，据此村民们得以合理进
行群体生活，形成相对稳定持久的
乡村共同体，构建别样的乡村社会
图景。这些规范有别于具象、直观
的乡村景观和风俗器物，以一种隐
匿、抽象的方式渗透在村民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乡村短视频的
重要表达内容。在返乡青年的镜头
之下，可以看到乡村传统礼俗的传
承、乡规乡约的革新、文化仪式的厚
重，乡土文化传统和乡土文脉得以
发掘、激活，更多的好人好事、道德
楷模不断涌现。透过这些生动的乡
村故事，乡村文化的当代实践也蔚
为可观。

乡村短视频中的乡村社会规
范呈现，多具有小切口、生活化的
特征，在看似平淡日常的叙事中，
折射出现代乡村的社会价值观。
返乡青年在家乡的影像实践中，传
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将
现代化的乡村价值理念传递给更
多人。

新时代的青年们，将传统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和 乡 村 文 化 的 振
兴繁盛，渗透在每一帧乡村数字
影像实践之中，向世人展示中华
文 化 海 纳 百 川 的 内 涵 与 价 值 。
在他们的带领下，有更多的人驻
足欣赏“美丽乡村”，有更多的人
了解风土人情，也有更多的人书
写了属于自己的“归园田居”，构
筑 起 新 时 代 乡 村 文 化 振 兴 的 美
好蓝图与壮丽篇章。

短视频里的乡村美好生活
欧阳一菲

在中国·梨树首届花楸节开幕式
上，梨树县人民政府相关领导、四平现
代农业科学院院长向吉林省楸之源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授予“四平现代农业
科学院（吉林省梨树黑土地学院）农科
服务小院”牌匾。

据了解，此次花楸节是梨树县积
极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新思路新办法
的具体体现，也是该县实施“4+1”全
产业链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更是一
次以特色产业为媒提升梨树形象、叫
响梨树黑果花楸品牌的盛会。梨树
县围绕“打造中国北方最大的乡村文
化旅游目的地和东北地区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这一目标，充分利用丰富
的旅游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探索
春天赏花、夏天赏果、秋天采摘赏叶
的独特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模式，以
花楸为媒，赏花会友、诚信迎商，全力
推进农业观光、文化旅游与产业振兴
融合发展，催生新业态、培育新动能、
打造新引擎，把首届花楸节作为推介

和宣传梨树的重要载体，大力发展文
化旅游产业，打造现代农业观光休闲
基地，不断提升绿水青山的“颜值”、
彰显金山银山的“价值”，切实增强广
大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梨树县
相关领导表示，真诚希望四海宾朋多
来梨树走走、看看，更欢迎有志者前
来梨树这片热土上创新创业、投资兴
业，共同发展黑果花楸、发展梨树特
色产业，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梨树
产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据悉，吉林省楸之源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本着拉动地
方经济的原则，以黑果花楸种植为主
导产业，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发展，
黑果花楸种植面积已达 5000 余亩，基
地分布在十家堡镇、孟家岭镇、万发
镇 等 地 ，年 产 花 楸 鲜 果 可 达 5000 余
吨，不但改善了生态环境，加快推进
文旅产业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还
能带动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拉
动地方经济增长，为梨树县乡村振兴

提供新动能。目前，该公司生产黑果
花楸提取液、花楸原汁口服液、花楸
咀嚼片等系列健康产品。黑果花楸
又称不老莓，是集食用、药用、园林和
生态等价值于一身的珍贵树种，花叶
美丽，散发淡香，入秋果实累累，花木
有观赏价值，果实营养丰富，被广泛
应用于食品、酿酒、制药、保健、美妆
等产业领域，具有极高的经济附加值
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开幕式结束后，有关领导和嘉宾到
展区参观品鉴黑果花楸产品，并走进

黑果花楸种植基地，一簇簇、一团团洁
白剔透的花朵翘首枝头，在微风摇曳
中飘出淡淡芳香，众人徜徉在漫山遍
野的黑果花楸花海中，欣赏着正在竞
相绽放的花蕊吐绿和一望无际秀美壮
观的山川家园。

未来，梨树县将继续扩大黑果花
楸种植，依托科研院所研发新品种，
向着深加工产业发展，推动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新模式在梨树黑土地上真
正落地生根，让健康产品惠及大众，
走向全国。

黑土溢金迎客来 花楸飘香惹人醉
——中国·梨树首届花楸节隆重开幕

全媒体记者 高鸿

黑土溢金，花楸飘香。梨树县委、县政府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延伸“4+1”全产业链为主线，促进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实现文旅全面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5 月 15 日上午，由梨树
县人民政府主办，吉林梨树经济开发区、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十家堡镇
人民政府承办的 2023 年“中国·梨树首届花楸节”活动开幕式在十家堡镇
何家村隆重举行，旨在进一步宣传梨树特产资源，推介梨树特色产品，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壮大文旅观光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
项目落地，推动地方经济稳定增长不断跃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