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吴美霖

“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既能够照顾到
家里的老人，每年又有固定收入。每月食
堂还向我们收购鸡、鸭、野菜等土特产，这
又是一笔创收。”近日，贵州省天柱县渡马
镇共和村甘溪侗寨村民袁梦梅高兴地对笔
者说。

两年前，在省外打工的袁梦梅回到甘
溪侗寨，在一家农家乐务工，各项收入加起
来，高于在外打工，日子越过越滋润。

“功夫村庄”藏在深山中

贵州省天柱县渡马镇共和村甘溪侗寨
共有112户538人，村民素有习武传统，武

术文化浓郁，被誉为
“功夫村庄”。2019
年，甘溪侗寨被列入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第二批国家
森林乡村和第三批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

过去，景色宜人
的甘溪侗寨因地处
偏远，交通不便，资
源并没有得到合理
利用，年轻人纷纷外
出务工。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曾有68户
245 人。2015 年，
镇村寨三级联动，共
筹资80余万元，共
和村党支部带领村

民修建了第一条通村公路。
路通了，甘溪侗寨功夫文化不胫而走，

中央电视台来到甘溪采访报道，2016年甘
溪侗寨还被英国《每日邮报》评为“世界上
最奇异的九个村庄”。一些中外游客慕名
而来。随后，村党支部领办乡村旅游合作
社，并创建了“助推文明树新风”整治滥办
酒席的“合约食堂”，依托当地独特的生态
资源和功夫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业。

功夫文化带热乡村旅游

观景长廊、乡愁记忆馆、研学中心、展
览馆、文化广场、功夫客栈等陆续建成；“合
约食堂+乡村旅游”模式应运而生；中小学
生到甘溪开展暑假研学体验；国内外游客
来到甘溪，留下自己“勇闯”功夫村庄的精
彩记忆。据了解，每年到甘溪的游客突破
5000人次。

看到游客越来越多，在外务工近20年
的杨国先夫妇回到渡马，在甘溪做起了农
家乐，“节假日忙得不亦乐乎，每年纯收入
最低有10多万。”杨国先说。

随着客流量的增大，不少村民主动把
民居改为民宿，“民宿从128元到268元不
等，游客多了，为村集体经济创收，村集体
经济壮大，又可为乡亲们谋求更多的增收

之道。”共和村党支部书记唐安厚介绍。
“这几年寨子变化很大，外出的乡亲纷

纷回来，有的搞农家乐，有的搞特色种养
殖，村里人气旺了。”老党员陶光荣为寨子
的变化开心不已。

八方游客带热农特产品

游客的到来，不仅带动当地乡村旅游
业，也带动了农特产品的发展。“我每年种2
亩功夫菊，可收成100斤干花，每斤干花纯
赚300元。”返乡创业的村民陶绍兵说。

唐安厚介绍，目前，甘溪侗寨20余户
农户发展功夫菊产业500亩，人均年增收4
万元左右；引进龙头企业发展天柱凤柚产
业500亩，提供50个左右就业岗位，人均
年增收1万余元；每年通过接待游客实现
旅游收入100万元；发展土鸡养殖2000余
羽，平均带动乡亲年增收1万元。

2021年，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对口帮
扶天柱县，并与甘溪侗寨于5月“初次相
会”，作为中国武术之乡的佛山与神秘的

“功夫村庄”瞬间擦出了“火花”。“我们将引
导村党支部探索‘功夫文化+’模式，进一步
将甘溪侗寨建成集山、水、产业、乡愁、功夫
为一体的渡马特色诗意画乡。”渡马镇负责
人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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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风明 白雪峰

今年40岁的张翠平，是山西省长
治市上党区苏店镇看寺村人，从事果
木种植和管理20多年，不仅让自己家
富裕了起来，还带动当地果农增收。

自学练就“技术状元”

张翠平原来对果树种植技术一窍
不通，婚后跟着身为果树种植“土专
家”的公公学习，不仅学到了果树育
苗、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还
掌握了一手果树嫁接活儿。

2015年，她建立了自己的苗圃，
开始经营绿化苗木，除了引种，还培育
新苗木品种。几年磨炼，她掌握了苗
木种植和管理技术。在她的努力和精
心管理下，苗木种植面积扩大了，苗圃
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

长年与苗木相伴，张翠平对它们
有着深厚的感情，“水果苗和绿化苗就
像是我的孩子，我每天都离不开它
们。”

每年只要上级举办专业培训班，
张翠平总是积极报名参加，提高自己
的种植和管理技术。她连续取得长治
市新型职业农民初级证、山西省职业
农民技能中级证、长治市新型职业农
民中级证。

2019 年8 月，张翠平参加长治
市第二届果树技能嫁接项目大赛，获
得“太行技术状元”荣誉称号。当年
11 月，她代表长治市参加山西省首
届职业技能大赛，获得果树嫁接项目
三等奖。张翠平成了上党区果树行业
的明星。

果农信得过的“土专家”

除了管理自家的果树和苗木，张
翠平还为农户提供修剪、栽培、上水、
施肥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当地一位果农花高价买回的核桃
苗在生长两年后才发现全是砧木，如
果不采取措施，所有投入有可能付之
东流。张翠平决定对核桃砧木进行

“改接换优”，“不用着急！我来为你嫁
接，既省钱，又快速。”

张翠平在核桃砧木上嫁接了优质
品种，并指导果农管理。经过一年的
精心管护，嫁接的优质核桃品种成活
率达到了100%，长势喜人。果农悬着的心落了地，
张翠平也欣慰地笑了。

在果农、苗农的心目中，张翠平是一位信得过的
“土专家”。许多种植户遇到难题就向她求教，而张
翠平总是有求必应。如今，她担任区里高素质农民
培训实训教师，她的苗圃也成了区里的田间学校和
实训场地。

“不是我多有本事，而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我
们赶上了好时候。”张翠平坦诚地说，“我一直有个梦
想，就是带动村里及周边更多的乡亲种出更优质的
果树和苗木，让大家过上更富裕的生活。”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见习记者 黄威

■ 吴亚平 文/摄

六月的夏夜，山村的灯火如天空的星
星闪烁。

送走了游客，赵庆录、李秀枝两口子坐
在客厅的圆桌旁，随手翻看整理的诗集。
诗意涌来，李秀枝就拿起笔，在本子上开始
创作。

“写得也许不好，但是自个儿的心声抒
发，写完了就自个儿欣赏。这是最好的消
除疲劳的方式。”赵庆录笑着对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解释。

儿女在外地工作、成家，将近花甲之年
的两位老人，就这样过着惬意而又富有诗
意的生活。

小山村因诗而名

“我们村原先叫上庄村，因为出了好几
个诗人、作家，后来就改叫‘诗上庄’了。”赵
庆录向记者介绍。

诗上庄，坐落于燕山脚下的河北省承
德市兴隆县安子岭乡，是个有着500多人
口的小村。这里群峰林立，树木葱郁，溪水
清流，金果飘香。美景育诗人，村里先后走
出了4位中国作协会员、11位省作协会员，
其中，当代著名诗人刘章和他的儿子刘向
东、侄子刘福君并称中国诗坛“三刘”。村
里许多村民都会咏诗，上庄村也因此被誉
为“诗上庄”。

“上庄是我的出生之地、灵魂的家园。
在外人看来，不过是野山、杂树、白云、青
草、走兽、飞禽，还有忙忙碌碌的山民，而在
我，是诗、是画、是经、是史。那是让诗歌开
发的圣土，是让情感喷发的老井！它是我
采不尽的富矿。”刘章在“三刘”合著的《诗
上庄》诗集自序里这样写道。

2012年，《诗上庄》首发式在上庄村举
办，上庄村的村名从此渐渐被“诗上庄”所
取代，小山村也启动了诗上庄模式。时任
承德市作协副主席的刘福君和上庄村“两
委”拟定了五年建设计划，让十里溪沟、8个
自然村，形成了一条“诗链”。短短几年的
工夫，诗歌碑林、诗歌长廊、诗歌广场一一
落成，村里还立起了古今中外诗人的雕塑，
镌刻上他们的经典诗句，打造出诗上庄独
特的人文景观。

2015年 8月，刘福君操办的首届“中
国·兴隆诗上庄”国际诗歌论坛在这里举
行。也就是从这年开始，诗上庄越来越多
的村民“一手锄头一手诗”，创作热情一发
不可收拾。从白发老翁到稚子幼童，读诗、
背诗、写诗，成为乐事；在家里，大人孩子、
夫妻婆媳，也比赛着写诗。

从2015年至今，诗上庄已成功举办
了三届“中国·兴隆诗上庄”国际诗歌论
坛。论坛期间，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诗
人、诗评家齐聚诗上庄，与当地农民诗人
一起举行赛诗会。原来寂寂无闻的小山
村，渐渐名扬海内外，引来无数游客。

2020年，诗上庄被农业农村部列入“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一草一木皆成诗

“每天早晨一睁眼就写诗。山泉水流
淌的声音，像伴奏；大白鹅在水中叫唤，
像唱歌。”李秀枝对记者说，自2015年至
今，她写了400多首诗，整理装订了三大
本诗集。

有感于诗集的整理，李秀枝创作了一

首诗歌：“百首诗集是我家，夫妻二人把诗
抓 ；平日都在农田里，扔下锄镰把笔拿。
夫妻写出诗上庄，到处都是诗行行；男女老
少齐读诗，上庄处处艳阳天。”

山村的夜晚微凉，赵庆录、李秀枝夫妇
热情地为记者朗诵了赵庆录写的《我的上
庄》：

清晨，
我站在村头，
看见一块块竖起的巨石，
那是昆明的“石林”吗？
走近前，

看见巨石上面刻满古、今、中、外名人的
诗文，

哦，我明白了，
这就是我“诗上庄”创有奇迹村貌的“碑

林”。
阳光下，
我来到地头，
看见一行行站在这里的花卉、小树，
那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吗？
走近前，
看见那是绿化我祖国大地的苗圃，
哦，我明白了，
这就是我“诗上庄”勤劳的人们走向富

裕的路。
黄昏，
我走进村部，
看见一排排“仙鹤”落在村部广场，
那是丛林中的“莺吟燕舞”吗？
走近前，
看见妙龄的姑娘、英俊的小伙在翩翩起

舞，
哦，我明白了，
这就是我“诗上庄”文明的文艺演出。
啊……
我的“诗上庄”，
你又向小康文明村迈进一大步，
即将走向新的辉煌……

“我觉得这首挺好，有节奏，有味道！”李
秀枝夸赞丈夫道。赵庆录不好意思地说：

“好不好再说，我觉得能写出来就挺好。”
在诗上庄，记者还读到其他村民写的诗

歌。妇女王亚丽创作的《诗上庄桃源居》：
“绿水青山一片天，桃源梦境落人间。如今
我辈居福地，不羡佛来不羡仙。”出过诗集的
农民张金来写的《梨花》：“似雪梨花挤满枝，

冰肌玉骨令人痴。拾来素雅群山醉，惹得
清风瓣瓣诗。”……

“村民们都是见啥写啥，一针一线，一
草一木，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都能成诗。
就连厨房里择菜，田野里除草、打栗子、收
红果，也都作诗。”李秀枝说。

曾经有人对农民写诗表示质疑，刘福
君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百
姓间的口口相传而成的，诗歌原本就来自
民间，村民读诗写诗其实是诗的回归。”

诗歌改变生活

村民们的日子和诗歌连缀起来，山清
水秀的诗上庄在“世外桃源”般的风光外，
多了人文气息，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慕名到
村里参观旅游。一个个农家乐相继开办。
每个农家乐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

2017年，李秀枝和丈夫也办起了农
家乐“关雎农家”。记者看到，他们家门
外种着挂了不少青果的苹果树，墙上写着
《诗经·关雎》诗文，院子里种了一些蔬
菜，客厅里挂着家风家训“天道酬勤”，一
派农家风光。

“我们家现在有8间客房，能住20多
人。一年基本上从‘五一’忙到‘十一’。”赵
庆录说，“一年靠农家乐能挣个5万元左
右，再加上种着40多亩板栗、20多亩山
楂，还有，我是个技术工，打一天工就能挣
300元，一年收入不少。没事的时候就写
写诗，客人来了，我们会和他们一起吟诗、
作诗……”

与诗歌相伴，让李秀枝夫妇和诗上
庄村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日子过得更
加滋润。

侗家功夫引来中外客

诗上庄诗上庄：：有烟火气有烟火气，，也有诗歌也有诗歌

贵州省天柱县渡马镇依托当地独特的生态资源和功夫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业

玉米杂种优势研究获突破玉米杂种优势研究获突破

近日，记者从华中农业大学获悉，该校玉米团队
联合国内相关团队开发出玉米杂种优势利用“新钥
匙”。

据介绍，近百年来，研究人员对玉米等作物的杂
种优势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往往基于单一遗传群体，
对杂种优势的理解存在一定局限性。华农玉米研究
团队以我国育种中常用的24个玉米骨干材料，用
10多年的时间构建了一个玉米人工合成CUBIC群
体。在此基础上，该团队创建了一套迄今为止植物
中最大规模的杂交遗传设计群体，并利用4万多个
F1杂交种，系统解析了玉米杂种优势和特殊配合力
形成的遗传学基础，研究发现了一个“显性－互作”
共调控模型，对杂种优势形成具有重要贡献。

专家表示，通过数学模型决策鉴定杂种优势基
因、寻找性状改良基因的最优组合模式，同时利用基
因编辑技术创制优异变异，有望精准实现育种材料
的千里选一、万里选一，将极大降低育种成本、加速
育种进程。 （据《科技日报》)

北稻南移北稻南移 一年可种四季一年可种四季

近日，位于海南博鳌镇北山村的国家“北稻南
移”优质水稻高产示范田获得丰收，标志着东北水稻
在海南种植成功

据介绍，这款水稻属于粳稻，相比起当地经常
种植的籼稻，生长期较短，品质好，适合在该地区
种植，而且普通籼稻一年最多种三季，而粳稻可种
植四季，全年产量可多出1000多斤。此外，“北稻
南移”选出的优质水稻品种还具备植株矮、抗倒
伏、适应性好等优点。

目前，该示范田第二季“北稻南移”优质水稻种
苗已经插秧，预计7月底可以收获。下一步，北山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准备对种植成功的水稻品种加
大宣传推广，争取各稻田都种上优质品种，助农民
增产增收。

（据《海南日报》）

农技新知新知

斯玉 整理

“一手锄头一手诗”，从白发老翁到稚子幼童，读诗、背诗、写诗、赛诗，成为乐事；诗

歌碑林、长廊、广场、雕塑，十里八村形成“诗链”——

赵庆录、李秀枝两口子在交流诗歌创作。
诗上庄一角。

诗上庄诗歌园。

外国游客在甘溪侗寨学功夫外国游客在甘溪侗寨学功夫。。

新业态新业态新产业·

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