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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东是四川省曲艺研究院

的曲艺演员，今年为送文化下乡准

备的节目是《红歌联唱》。值得一提

的是，他的妻子姜雯也在今年的文

化列车上。“我们以前是四川大学

的校友，我是声乐专业，她是舞蹈

专业，后来一同进入四川曲艺研究

院工作，更是连续七八年一起参加

文化列车演出，为老百姓送欢乐。”

张晓东对记者说，“虽然连续不断

的演出会让人感到疲惫，但每一次

听到老百姓热烈的掌声，就再一次

精神了起来。”

在今年的活动中，每一场演

出，姜雯都要表演 5个舞蹈节目，

所以每到一个演出场地，她的第

一件事就是练功热身，让身体尽

快适应室外的温度，确保上台时

呈现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张晓东

的节目是歌曲演唱，演出前更是

要不时地哼唱，打开嗓门。

今年的启动仪式在峨边举

行，之后，演职人员兵分两路分

别在峨边县和马边县的乡镇进

行演出。启动仪式后的第二天早

晨 8 点，张晓东、姜雯和队友们

从峨边县城出发前往马边。由于

路途遥远，为了不耽误演出时

间，他们只能在车上解决午饭。

经过了 7 个多小时的颠簸，张晓

东所在的演出小分队终于抵达

马边县演出现场。看到观众席已

坐满了人，所有演员顾不上舟车

劳顿带来的疲惫与饥饿，迅速投

入到演出的准备工作中。张晓东

说：“虽然在基层没有耀眼的舞

台，但正是这样的院坝式舞台更

能与观众们贴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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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里有个“院士小院”

文化大餐送到百姓家门口
——四川省第二十二届文化列车开进乐山

本报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罗园

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的拉祜

族群众刘扎丕第一次听到介绍中

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时，他下意识

地愣住了：“院士是啥？”

今年 36 岁的刘扎丕家住云南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云山村，

过去他一直在与贫斗争，但却苦于

不知如何增收。

当刘扎丕得知，村里的活动室

要变成“院士小院”，院士们还要在

当地租土地，用现代科技种植洋芋

时，他内心依然有个问号：“种个庄

稼有啥科技含量？”

不仅是刘扎丕，当地很多人一

直这样认为，按照祖辈的方式耕

地、播种、覆土就可行，哪来这么多

讲究。

澜沧县地处我国“直过民族”

聚居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6.3

年，素质性贫困是这里最为突出的

致贫原因。

“村里以前也种洋芋，但个儿

小。”云山村委会主任吉有清今年

56岁，在他的印象中，大家种土豆

的方式特别简单，在牛耕完旱地

后，把自家的土豆挨个放在沟里，

盖上土，坐等收成。

2015 年中国工程院开始对澜

沧实施定点结对帮扶，当刘扎丕第

一次在“院士小院”聆听朱有勇培

训时，他震惊了。洋芋有这么多叫

法，还要选择品种、脱毒种薯、建垄

打沟……

村民过往在冬季要么把地闲

下来，要么种些小麦、油菜，基本没

有收入。但在 2016 年的培训结束

后，刘扎丕就报名种植冬季洋芋，

这是当地首次尝试在冬季种植。从

2亩到 4亩，再到近期种下去的 13

亩。种植面积扩大的背后是洋芋的

量与质的提升。2019 年上半年，刘

扎丕的马铃薯收入超过2万元。

“种植科技培训覆盖了所有的

生产环节。”澜沧职中对外培训负

责人洪剑鸣说，在“院士小院”开班

培训有四个阶段，教授洋芋种植基

本知识、发放种薯给村民种植、采

收评奖、总结经验。

他认为，这样培训与以往培训

最大的区别就是，田间地头变成了

课堂，院士专家不仅布置“作业”，

中途还到地里抽查“作业”，最后还

为“作业”评奖，以此督促大家将培

训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中，从

而转变传统种植模式。

“去年我种的洋芋获得了单个

重量冠军。”说起种洋芋，村民张云

珍喜笑颜开。在接受院士专家培训

后，按照学到的理论知识种植，当

季收获最大的洋芋就有1.41公斤，

还获得了5000元奖励。

“有了科技的引领，村民从‘要

我发展’变为‘我要发展’。”中国

工程院派驻云山村的第一书记何

朝辉说，村民过去不知道洋芋种

薯还有休眠期，切块后就等着全

部发芽进行种植，有的甚至不切

块直接将洋芋放在地里，导致部

分种薯带病种植，影响外观和产

量。而自从院士在村里开班培训

后，不少村民带着农具便匆匆挤

进“院士小院”，向院士团队请教

种植技术要领。

自“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指导

班”2017 年在当地开班起，以各个

产业示范点为实训基地，来自全县

各乡镇的学员参加了马铃薯和蔬

菜、林下三七、中药材资源与种植

等实训课程。仅冬季马铃薯优质高

产新技术就使每户平均增加收入

12000元。

不仅如此，在去年“双十一”，

“院士小院”还开设了扶贫电商班。

60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在拼多多电

商平台上成功开店 38家。半年内，

电商班还将进行三次培训，确保大

家掌握电商运营管理技能。

“思路一变天地宽。”澜沧县

扶贫办负责人说，在中国工程院

的定点帮扶下，“院士小院”正在

辐射带动当地土豆、三七、茶叶等

产业快速发展。云山村贫困发生

率 有 望 从 最 初 的 42.93% 降 至

1.09%，贫困的拉祜山乡将告别绝

对贫困。

（新华社 杨静）

四川省总工会
组织三趟免费专列
接农民工返乡过年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1月 11日

中午时分，从北京出发的k4219次列

车缓缓地停靠在成都西站，70多名川

籍在京务工人员拎着大包小包、笑容

满面地从火车上走了下来。站台上，

四川省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已经为他

们准备好了一份新年礼物——一个

装着春联、伞、毛巾、手套的红色大礼

包。记者了解到，除了下车礼包外，四

川省总工会组织的各列返乡专列还

给每位农民工朋友准备了上车礼包，

里面是方便大家在车上使用的一些

生活用品。

记者了解到，此趟专列于1月 10

日凌晨从北京发出，共有 940名川籍

在京务工人员乘坐，除了在成都西站

下车的 70 多名务工人员外，其余人

员先后在广元、绵阳、德阳站下车。今

年 38岁的自贡人舒其宏是这趟列车

的一员。他告诉记者，这趟幸福返乡

的旅程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家

乡的牵挂和温暖，将成为今生难忘的

回忆。

据悉，今年，四川省总工会组织

了三列“温暖回家路·工会伴你行”免

费列车，分别为北京站至成都西站、

深圳站至达州站、东莞东站至成都

站。从深圳发出的专列已于 11 日上

午到达达州；16日从东莞发出的专列

将于18日抵达成都。

“一方面让他们感受到党委政府

对他们的关心，一方面让他们感受到

各级工会和社会的关爱。今后我们的

活动还要继续开展，为农民工提供更

加快捷便利的服务。”在当天于成都

西站召开的农民工座谈会上，四川省

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任远明如

是说。

四川扎实开展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助力推进绿色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文娟 实习记者

李林晅）1月 9日上午，记者从四川生

态环境厅等部门召开的“四川省宣传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工作”新闻通报会上获悉，四川以

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

出发点，以持续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

核心，扎实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四川建立了

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先

后制定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四川省工作方案》《四川省<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

核规定》以及《四川省土壤污染治理

与修复规划》等，初步形成了适合四

川实际的土壤污染防控体系。同时

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全面启动了

耕地质量类别划定试点工作，开展

了农用地周边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

业企业排查，并严格建设用地准入，

认真执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加强了土壤污

染源头控制，依法开展了有毒有害

物质地下储罐备案工作。

四川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银昌

表示，下一步四川将进一步完善信息

互通机制，加强部门协调，打通共享

渠道，实现部门间在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建设用地调查评估、农用地

信访举报及环境污染事件等方面的

信息共享，并对重点区域、影响面大、

关系民生等问题开展联合执法，合力

推进土壤污染问题及时整改，切实实

现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的最

终目标。
2019年度
四川省考古工作报告会
举行

本报讯（记者 赵青）1月11日，由

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

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馆承办

的“2019 年度四川省考古工作报告

会”在成都召开。来自相关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文物考古机构、博物馆的

专家学者以及四川省内各级文化和

旅游部门、文物部门、文博单位以及

成都市民共计350余人参加大会。

2019 年，四川考古人的势头强

劲，田野和研究工作齐头并进，不仅

踏遍成都平原、川西北、川西、川南

高原山地，还踏上云贵高原、澧阳平

原，甚至印度洋的岛屿，收获了宝贵

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郑喆轩分享了

甘孜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发现24

个旧石器地点，采集盘状石核、手斧、

砾石制品等100余件。这次调查是川

西高原第一次比较长期系统的旧石器

考古专项调查，填补了川西北高原长

期无明确旧石器遗址的空白。四川大

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单位的青年学者也代表各项目团队，

对2019年的收获进行了汇报演讲。

四川上百名爱心人士
为百岁老人庆生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魏大爷，

祝您生日快乐！”1月11日上午，四川

成都武侯区清水公园内传出一阵阵

欢声笑语，上百位爱心人士齐聚一

堂，为104岁的孤寡老人魏大鹏举行

生日宴会。同时，将新年的祝福送给

魏大鹏老人95岁的弟弟魏大福。

记者了解到，此次生日宴会由四

川益路同行慈善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们精心策划和组织。据四川益路同行

慈善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生日宴会是该组织为魏大鹏老人

过的第五次生日。多年以前，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们了解到两位老人没有

子女，也没有其他亲人，兄弟俩靠摆

摊度日后，便开始实施帮扶，不仅送

去爱心物资，还为老人租了房子。

生日宴会上，歌舞、快板、越剧等

十多个节目给老人带来了生日惊喜。

活动现场的爱心人士纷纷把提前准

备好的年货和红包递到老人手中。

1月6日至10日，四
川省第二十二届文化列
车·同心艺术团暨“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慰问演出小分
队先后来到乐山市峨边
县、马边县、沐川县、市
中区等地，送上了 9 场
精彩的文艺演出。在今
年的文化列车上，有为
群 众 带 来 欢 乐 的 老 队
员，也有尚显稚嫩的年
轻人，还有一起送文化
到基层的夫妻。在每天
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
时的舟车劳顿后，他们
总会用最短的时间调整
精神状态，以饱满的热
情去面对观众；嗓子哑
了、脚崴了，他们依然坚
守在舞台上，为当地群
众 送 上 精 彩 纷 呈 的
节目。

在悠扬的乐声中，演奏者的左手在琴

杆上上下移动，仿佛在琴弦上跳芭蕾舞，

右手有力地运弓，努力把心中的感情传达

出来……1 月 10 日上午，在乐山市市中区

棉竹镇综合服务中心广场上，尽管天空中

飘着小雨，偶尔有寒风吹过，观众席上的人

们仍聚精会神地欣赏着舞台上的二胡重奏

《凤舞绿洲》，仿佛置身于一幅充满西域风

情的绿洲画卷之中。

其中的一位演奏者叫陶冶，是四川曲艺

研究院的一名民乐演员，这是他第一次参

加文化列车演出。陶冶的父亲是四川省曲

艺研究院的民乐演员，母亲是清音演员，他

的父母至少参加过十几届文化列车演出。

在陶冶的记忆中，每到寒假，父母都会收拾

行李离开家一段时间，后来才知道父母是

去很远的地方下乡演出。这使得他从小就

知道“文化列车”。也是受父母的熏陶，陶冶

喜欢上了音乐。

陶冶说，相比以前在大剧院里演出，这

几天的演出让他感觉和观众的距离更近

了。陶冶发现，连着几天的演出，几乎没有

观众提前离开的，“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自

己给父母演奏一样”。今年，陶冶的父亲就

要退休。在陶冶看来，老一辈人在演出条件

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坚持这么多年送

文化下乡，作为年轻一代也要接过接力棒，

“把父辈的精神传承下去”。

此次演出的节目中，有曾荣

登央视春晚、展现川剧水袖之

美的女子群舞《百花争妍》，有

彰显民风民俗的四川车灯《好

吃嘴》，展现老百姓幸福生活的

笛子重奏《扬鞭催马运粮食》，

讲述脱贫攻坚的小品《乌庙村

的星空》……丰富多彩的节目，

让 群 众 脸 上 洋 溢 着 幸 福 的

笑容。

作为经典节目，相声《水与

火》深受群众欢迎，观众在阵阵

笑声中了解预防火灾水患的重

要性。“参加了这么多的活动，

深切地感觉到越是基层，群众

的文化需求越是强烈。”作为

《水与火》的主创及演出者，来

自成都市非遗中心曲艺团的张

徐，已经参加过十多届文化列车

演出，这些年，他表演过金钱板、

相声、散打等节目。让他印象深

刻的是，有一年演出正好赶上下

大雨，演员们浑身湿透依然坚持

表演，现场观众也在雨中观看，

几乎没有人离去。“这也证明了

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迫切需求。”

张徐告诉记者，“看到台下观众

的笑容，更让我觉得下基层是文

艺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我们自身

价值的体现。”

1月8日下午，当演出的车辆

缓缓驶出峨边县黑竹沟镇底底

古村，西河中学初三学生洛子晓

英和他的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向

演出车队挥手告别。自本届文化

列车首场演出以来，不管队伍的

车开到哪个村社，演出结束后都

有这样暖心的一幕发生。

四川省第二十二届文化列车

已到站，但留下的一粒粒种子或

许会在这些山里孩子的心中生

根发芽。

“与观众们贴心交流”

“把父辈的精神传承下去”

“下基层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3

2

1

观众为演员送上自己手工做的花观众为演员送上自己手工做的花

现场观众热情鼓掌现场观众热情鼓掌演员们对着玻璃整理妆发演员们对着玻璃整理妆发

演员合影演员合影

川剧绝活川剧绝活《《巴蜀神韵巴蜀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