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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新友岁寒新友
张震台张震台（（新乡市新乡市））

墨兰与水仙墨兰与水仙，，相携御岁寒相携御岁寒。。
暗香溢屏外暗香溢屏外，，祝福庆上元祝福庆上元。。

乙巳早春随感
张含田（新乡市）

迟日传春信，东风暖客衣。
树争梅色艳，云啭燕声稀。
倾盏心留昨，浮萍事忘机。
中年凭造化，好景共君祈。

咏松
黄贵德（新乡市）

名冠华夏迎客松，
秀雅伟岸兼从容。
丽姿史誉邀天下，
引得八仙落云层。

春的痕迹
魏松娜（封丘县）

我拾起瓣瓣桃花
绣在
春天的诗行里
蝴蝶
轻吻着花蕊
衔来春的痕迹

我把影子叠成小船
驶向春天的雨季
蛙声，虫鸣
在静谧的夜晚
诉说春的秘密

我静静地
坐在院子里
倾听燕子的呢喃
一声一声
轻轻唱响春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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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退休后，感觉身体还可以，我便充分利
用自己爱好写作的特长发挥余热，先后受聘于我
市两家单位搞新闻报道 10 多年，直到 2023 年才

“告老还乡”，过上了真正的退休生活。
这下孩子们可踏实了，因他们终于盼到爸爸

能回家与妈妈共度晚年了。想到在那生活条件极
差的日子里含辛茹苦把姐弟仨抚养成人确实不
易，他们表示一定要拿出乌鸦反哺之心、掏出羔羊
跪乳之意来好好孝顺二老。

他们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满满的孝敬
情，浓浓的孝敬意，使我们老两口整日沉浸在孩子
们的孝顺之中。

因三个孩子成家立业后都工作、居住在外地，
长子一家在上海，次子一家在常州，就数女儿家离
俺还近些，也在 50公里外的新乡市。为随时掌握
我俩的身体状况，及时关注我俩的衣食住行，孩子
们特意建了个名为“我爱我家”的家庭群，平日里
不是这个打来电话问寒问暖，就是那个发来视频
亲情相见，总是想方设法逗我俩高兴，让我俩开
心：要么说说今天吃得如何可口味美，要么讲讲今
天玩得如何快乐开心，要么告诉俺公司组织“团
建”了，同事们如何尽情游览，要么对俺说单位举
行宴会了，朋友们怎样欢聚就餐。这个说今天获
奖了，那个说本月加薪了……孩子们一个个把笑
意写在脸上，把喜悦挂上眉梢，即使受点挫折、有
点烦恼，也总是“报喜不报忧”，就是想告诉爸妈自
己在外各方面都好。因为他们知道：儿行千里母
担忧——不让爸妈牵挂、操心，也是对我们二老的
一种孝顺啊！

说到给我们买礼物，孩子们更是格外细腻贴
心。

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这话不假。每隔一段
时间，女儿都会和女婿一起开车来看俺，且每次
过来都是大包小包装满整个后备厢，补养身体的
好牛奶，各式各样的鲜水果，我们老两口爱吃的
小零食，日常所需的小物件，来一次真的就像搬
家似的。

姐姐如此尽心孝敬，当弟弟的自然是不甘落
后、不肯示弱了。

大儿子除了不断给我们寄些补养品、买些
舒适的时尚衣服外，连剃须刀、过冬的皮手套
等细小之事都能想到。他还常年寄来医生开

的那些贵重药品让妈妈准时服用，为我们买来
了电子血压计、血糖仪等，让我们平日里经常
检查自己的身体。

小儿子可是家庭成员中公认最“顾家”的了，
家里很多零星琐事他都惦记着并及时操办。诸如
新房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该如何配置购买了，我
用的电脑主机该更换安装了，厨房的水管该装个
热水器了，卧室的冰箱该打开大清洗了，我们老两
口手机里的垃圾该如何清理了，家里需要买个啥
样的自动洗衣机了……方方面面都在他的考虑、
操办之中。

要说儿女们这样做就够孝顺、用心的了，而女婿
及两个儿媳与他们相比毫不逊色。

每次女儿回来，女婿总是挑最优的物品来买，
选最好的食品来购，有时还埋怨女儿买的物品不
上档次，好像女儿怕花钱似的，说得女儿都不好意
思了。

大儿媳往家寄快递向来都是自己挑选亲自寄
的，有时连儿子也不知道。给家里寄物品那真是
出手大方，一点也不吝啬。有一次我们收到上海
寄来的快递，打开一看，竟是大儿媳不吭声第二次
寄来的银手镯。

别看小儿媳整天忙着要照管嗷嗷待哺的小宝
贝，但还是挤出时间不间断地给家里寄来各式各
样的营养糕点及各种新鲜水果和蔬菜，有时一天
能收到好几样。我们给她说过多少次不让再买
了，买多了确实吃不完，她也不听，只好让小儿子
去劝说。儿子笑着说：“说了几次也没用，她是怕
您二老在家不方便买、舍不得吃呀！”

这就是我们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沉浸在孩
子们的孝顺之中，当父母的真的是很知足、很
幸福。

亲情低诉亲情低诉

沉浸在孩子们的孝顺中
陈德亮（辉县市）

本报讯 近日，原新乡广播电台台长司清云先生自
传体著作《一生无悔》问世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
和巨大反响。这些读者中，有的曾是作者的故交，也是
他昔日工作实践的参与者，他们不仅被主人公表现出的
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同时也被自己和作者一起经历过
的那段“峥嵘岁月”所鼓舞。他们纷纷表示：“回顾历史，
重温往事，备感亲切。”

新乡广播电视台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议，司清云先生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活动结束后，新乡广播电视台
还制作了《银发生辉助发展》活动专题片。

新乡日报社党委十分重视老新闻工作者司清云著
的《一生无悔》。大家纷纷表示，“真挚的情感、朴素的文
风”令人敬佩；司清云先生“退而不休、锲而不舍”的精神
让人感动，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他为学习榜样，让自己
的职业道路走得更稳、更远。

司清云先生一生写了 2000 多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全
国20多家报刊上，离休后创办的《尊老爱幼》报在河南全
省范围内发行，读者、粉丝成千上万。当听闻近 95岁高
龄的司清云先生还著书立说，大家敬佩不已，纷至沓来，
以求先睹为快。

“你是共产党员的标杆”“难忘的岁月、难忘的情
怀”……大家边看边摘录《一生无悔》中的箴言警句，并
互相探讨做人的道理、人生的真谛。他们认为，在当今
社会“手机热”的情况下，抽空读一读好的书籍，更能让
精神得到充实与愉悦。

据了解，《一生无悔》作为一部自传体著作，记录了
作者自 1949 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 70 多年的人生历程，
描述了作者从工人到干部、从记者到总编、从小学四年
级学生到高级知识分子的蝶变过程。《一生无悔》共分 9
个部分，第 1 部分“历史的记忆·幸福的回忆”，第 2 部分

“辛勤耕耘·桃李满园”，第 3 部分“笔耕四十载·著文两
千篇”，第 4 部分“迎着困难·走马上任”，第 5 部分“竭尽
全力·为离退休干部职工办好事实事”，第 6 部分“充分
发挥专业协会的作用”，第 7 部分“感恩的情怀”，第 8 部
分“参加社会活动·广交中外朋友”，第 9 部分“家庭生
活·亲情无价”。《一生无悔》内容精彩丰富，语言朴实生
动，事迹真实感人，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是一部可读
可学可鉴、具有社会教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佳品
力作。

（张君）

司清云《一生无悔》
引发社会各界热读热评

艺苑短波艺苑短波

彰显粮食大省的责任担当
——读杨建国《中国人的饭碗》

梁常运（新乡市）

大地漫笔大地漫笔

杨建国同志结合自己的工作经
验，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粮食安全
工作，对中国粮食安全成果经验进行
了系统思考，总结提炼出中国粮食安
全“五力”模型，即：资源支撑力——粮
食安全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
进；农业生产力——粮食安全与工业
化、城镇化相互驱动；改革创新力——
粮食安全与市场改革协调一致；国家
调控力——粮食安全与宏观调控相互
支撑；国际竞争力——粮食安全与国
际话语权共同提升。其本质就是把握
国民经济发展中与粮食安全相关的 5
个关键要素，实现保障粮食安全与促
进国家经济发展共赢。

作者在改革创新力——粮食安全
与市场改革协调一致部分，围绕种业科
技创新应用，提出“要保证我国的粮食
安全，必须保证我国的种业安全，特别
是要将主要种植的粮食品种掌握在自
己手上”等真知灼见。作者指出，种业
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我国
种子行业发展起步较晚，种子市场直到
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初步建立，但发
展缓慢。自 20世纪 90年代我国一系列
种子行业改革政策出台以来，我国种子
行业逐步走上了产业化、市场化的道
路。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文
件，开启了我国传统种业迈向现代种业
的新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下决
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的指示精神和中
央决策部署，我国种业现代化与科技创
新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种业安全保障
能力显著增强，二是种业自主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三是企业竞争力显著提高，
四是种业发展环境显著改善。以国务
院出台的有关种业工作文件、全国人大
常务委员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为主要标志，构建了我国现代种
业的顶层设计，形成了种业发展的“四
梁八柱”。目前，种业支持政策体系不
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行政管理体系和部门协调机制有效确
立，创造了现代种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
的 1/10，用全国 1/4 的种植面积生产了
28%的小麦，每年小麦产量都在 700 亿
斤以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省粮食
生产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
先后5次到河南视察，每次必谈“三农”、
必讲粮食生产，强调“粮食生产这个优
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要求
河南“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
当新作为”。河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聚焦国家种业、粮食安全需求，作出
建设中原农谷的重大决策部署。2022
年4月，河南省政府印发了《中原农谷建
设方案》，2022 年 11 月，河南省委、省政
府印发了《关于加快中原农谷建设、打

造国家现代化农业科技创新高地的意
见》，科学确定了“立足中原，服务全国，
面向全球，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见成
效、五年成高地、十年进入全球一流’的
目标，全力打造创新之谷、开放之谷、绿
色之谷、智慧之谷、融合之谷”的建设目
标任务。新乡市委、市政府坚持把中原
农谷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最大发
展机遇，积极承担中原农谷建设任务，
制定出台《中原农谷核心区建设规划
（2022—2035 年）》，对中原农谷核心区
建设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经过3年来
的超常规推进、高标准建设，中原农谷
成功入选全国种业创新基地名单（全国
仅有 3 个），实现“八大领域”育种全覆
盖，35个新品种通过国家、省级审定，保
藏种质资源18万份，国家生物育种产业
创新中心、神农种业实验室等省级以上
创新平台总数达 58 家，中农发、先正达
等种业企业总数达82家，拥有种业研发
团队 53支、科研人员 390名，河南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
校在中原农谷布局实验室、试验基地，
中原农谷科技孵化中心、中原农谷种子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中原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交易中心等项目建成使用，全种业
创新生态初步形成，“三年见成效”目标
顺利实现。

2024年 5月 2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
视察中原农谷时强调：“国家支持粮食
生产的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减弱。”2025

年 1 月 7 日，省委书记刘宁调研中原农
谷时指出：“要聚焦种业种质种苗种群，
整合优质科研资源，加大种业关键技术
和重点品种研发力度，在打好种业翻身
仗上展现更大作为。”2025年1月18日，
省长王凯在河南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
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5年开
展中原农谷建设新一轮三年行动。
2025年 2月 14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公布

《全国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领域（2024—
2028年）》，指出要增强我国农业产业竞
争力，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聚焦
十大重点领域，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
技自立自强。其中“农业新品种培育”
方面的主要目标：以种质资源保护为基
础、自主创新为核心、供种安全为底线，
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
险，推动育种技术体系迭代升级和生物
育种研发应用，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优良品种，加快实现重要农产品
种源自主可控，筑牢农业现代化的种子
基础。

中原农谷新一轮三年行动，要强化
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工业化思维、数智
思维、资本运作思维，以实现种业科技
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为目标，强化
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快推进技术创
新、品种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为建设现
代农业强国、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彰
显责任担当、贡献智慧力量。

（作者系新乡市政协一级巡视员）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当银幕上老楼加装的电梯缓缓升起，当胡同里的居
民不再因停车而焦虑失眠，《您的声音》用镜头语言为城
市治理写下生动的注脚。在“接诉即办”机制推行6周年
之际，新上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一条“12345”市民
热线为纽带，用真实影像与细腻叙事，为观众呈现出一幅
超大城市治理的生动图景。影片不仅是一部城市治理的
纪实档案，更是一曲献给基层工作者的时代赞歌，一次对

“人民至上”理念的深刻诠释，以及对城市治理短板的清
醒叩问。

人民至上：胡同褶皱里的政治温度
影片将镜头对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停车纠纷、网

格员奔走调解等民生场景，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从政策文本跃然于市井烟火中。清晨的焦虑、深
夜的哽咽、暴雨夜的应急对讲声……这些声音既是市
民生活的真实切片，也是城市治理的“等高线”，标记着

“人民”二字在政策设计中的分量。每一个电话背后都
是个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而每一次“即办”则是制度
对民意的庄严承诺。数据显示，北京市接诉即办机制
自 2019 年开始累计受理诉求 1.17 亿件，解决率从 53.1%
提升至 93.7%，印证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绝非空
话。正如影片主题曲《答案》所唱：“不是所有的问题都
有答案，但每一种连线都能被看见。”这种“看见”背后，
折射的是城市治理的温度，也是将“人民至上”从口号
转化为行动的实践智慧。

基层工作者：城市毛细血管中的“无名英雄”
影片没有宏大叙事，却以近乎纪录片的真实质感，揭

示了基层工作者的“不易”与“不凡”。社区工作者奔波两
个小时只为见上 144 户居民中的 1 位，不到 40 岁的社区
女书记顶着斑白的头发与“难缠”的老太太反复耐心地沟
通问题，话务员在电话旁连续 10 小时倾听市民抱怨，街
道干部为推进改造方案反复与居民协商……这些场景没
有戏剧化的英雄主义，却因真实而更具冲击力。基层工
作者日均处理海量诉求，既要应对居民情绪，又需协调多
方资源，其压力可见一斑。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每一个
12345 电话首先汇聚到街道社区，他们用琐碎的工作助
推城市管理。”片中网格员“与打过热线电话的居民成为
微信好友”的细节，更凸显了基层治理从“任务执行”到

“情感联结”的升华。这些无名英雄以“事在人为”的韧
性，重塑了现实中的英雄定义——他们没有腾云驾雾的

“超能力”，有的只是在琐碎中坚守、在压力中创新、在误
解中前行。

“显”绩与“潜”绩之辩：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拷问
我们常说，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某些高频诉

求的反复出现，折射出“被动响应”与“主动治理”的张
力。部分领导干部热衷显性政绩轻民生“潜”绩，基层
干部想为不能为，部分单位能为不愿为，形式主义的
侵蚀叠加资源错配的困局，也为“接诉即办”写好“后
半篇”文章带来了挑战。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必须摒
弃“唯结果论”的功利思维，转而以市民获得感为标尺，将“小事”视为检验执
政能力的“大事”。影片中，外国记者对北京治理奇迹的赞叹，恰是对这种治
理观的国际注解。当各国在为超大城市治理陷入困惑时，北京用一条热线
证明：治理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每个市民感受到“被听见”的尊严。

《您的声音》既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接诉即办”改革如何重塑超大城市治理
逻辑；也是一把尺子，衡量着党员干部是否真正将“民生小事”视为“国之大者”。
它用扎根大地的真实力量告诉我们：真正的“人民至上”，需要领导干部走出办公
室，倾听市井巷陌的叹息与欢笑；需要制度设计者将政策文本转化为可感知的情
感共振；更需要整个社会珍视那些在琐碎中坚守的基层工作者——他们用平凡
之躯，托举起超大城市治理的脊梁。

当城市的天际线不断延展，唯有始终铭记“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
盼，我必行之”的执政理念，方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守住那分最珍贵的人
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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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节过后，年的气氛日渐浓厚，
新春的氛围如水中的涟漪荡漾开来，
荡得人心起了褶皱。提起过年，我印
象最深的是大年初一的五更早起磕拜
年头、讨压岁钱的情景。

年三十的晚上，心中的小鼓已经
敲响，那是兴奋激动期盼的小鼓。此
时，母亲已经把初一拜年的新衣压在
了盖着的两层被子中间，并叮咛我们
要早早睡觉，初一起五更去给街坊邻
居长辈们拜年。看着那崭新的衣裤和
地上放着的新棉鞋，心中的喜气和幸
福早已洋溢在红扑扑的稚嫩的小脸
上，这幸福也被带入年三十晚上的睡
梦中。那分喜悦，那种期盼，像一个在
沙漠中长途跋涉口干舌燥的旅人发现
了一眼甘泉，像一位辛勤耕种的老农
面对田野中黄澄澄的麦子，更像一位
久别家乡的游子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想着马上到来的五更要去拜年讨压岁
钱、品甜甜的糖果、吃热腾腾的年饺，
试问哪个孩子不兴奋、憧憬、向往呢？

大年初一天还没有亮，我就急
切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满心欢喜地
穿上新衣裤，匆匆打盆洗脸水洗把
脸，来到当堂客厅。这时奶奶和父
母已经吃过饺子，奶奶坐在正对门
高高的方椅上。椅子旁边是一张高
高的红漆方木桌子，桌子上一边一
个放着两个烛台，烛台上点着两支
红艳艳的新蜡烛。跳动的烛光瞬时
点燃了我那颗激动兴奋的小心脏。
方桌上摆上几盘已经调好的荤素下
酒菜，在跳跃的烛光下显得那么诱
人。酒菜飘出的香味扑鼻而来，酒
菜的旁边摆放着一瓶陈年老酒和一
双新筷子，还有几个小酒杯。大方
木桌前边已经铺好了一张芦苇席
子。我和妹妹快步走向席子，对着
奶奶双手作揖。紧跟着，我们两个
双膝跪地，撅起屁股，双手扶在地
上，头向下碰着地面，恭恭敬敬地磕
个拜年头，边下跪嘴里边说：“奶奶，
又一年了，孙子给您磕头了。”奶奶
连忙从椅子上站起身子，拉起我和

妹妹，嘴里连声说道：“自己家人磕
头干啥？”边说边欢喜地笑着，心满
意足地从自己的对襟棉袄内衣袋里
颤抖地掏出两张 5 毛钱的钞票，塞
到我和妹妹的手中。看着手中那蓝
紫色的 5 毛钱钞票，我们心中那分
幸福真是无以言表。给奶奶拜完年
后，接着是给父母磕头拜年。然后，
我和妹妹抓紧吃几个热腾腾的年
饺，便匆匆跟着父母到爷爷辈、伯叔
辈的左邻右舍家中去拜年。

走在乡村的土街上，只见人来人
往，熙熙攘攘的村民互相问候，嘴里
说着祝福新年的话语，那场面透出的
邻里关系是那么的淳朴，村民脸上的
笑容是那么的真挚。我们的村子不
大，有 1000 多口人，大家都十分熟
悉。正因为如此，彼此之间的辈分关
系、亲戚关系，大人们心里十分清
楚。父母领着我和妹妹先从本族近
亲开始拜年，进门前父母提前告诉我
们该如何称呼接受拜年的长辈。爷
爷奶奶，或伯父伯母，或叔叔婶婶，我
们则是嘴里叫着纳头便拜在正堂的
竹席上。看着我们那一个个撅起的
小屁股，白胡子爷爷、白发奶奶那布
满皱纹的脸，就像裂开了的核桃，嘴
里说着“不磕头，不磕头”，手里忙着
拿出瓜子、糖果、核桃、米糕团等零食
塞在我们的口袋里。我们这些孩子
则是来者不拒，欣然接受。一会儿我
们衣裤的口袋里已经塞得鼓鼓囊囊，
肚子也吃得圆圆鼓鼓。

拜年一家挨着一家，等我们给
村中的长辈全部拜完年之后，天已
经大亮了。跑了将近一个时辰，尽
管身体已经困乏，腿脚已经发麻，但
是，心中的喜悦和激动之情却久久
不能平静。

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比以前好
了很多，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春节拜
年的形式也多了起来，但在我内心深
处，儿时那甜蜜温馨而又略显滑稽可
爱的拜年一幕，却如镌刻在石头上的
碑文，久久无法磨灭。

忆儿时磕拜年头
张全海（新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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