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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7 月 4 日，在
高 新 区 钻 石 中
路， 不少车辆违
规停放。
记者 张乔 摄

要闻·新闻故事 03２０22 年 7 月 6 日 责编 王旭 校对 王旭 朱洁 组版 张玲

白河县仓上镇槐坪村， 一个景色优
美、物阜民丰的地方。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槐坪大队就以“修田造地”闻名白河。

那时，槐坪大队有一所完全小学，住
着六七个老师。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
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期，槐坪来了十几
个小青年，吹拉弹唱跳样样会。 他们白天
参加劳动， 晚上和学校老师一起编排节
目， 经常跟金星大队联合开展文艺演出
或篮球赛事，文化氛围浓郁，生产建设火
热。 数十载过去， 当年被津津乐道的往
事， 已随着那段燃烧的岁月一起藏于人
们的记忆深处。

在老一辈的印象中， 槐坪就是一条
峡谷两面坡。 几十年前上槐坪，只能走谷
底那条蜿蜒幽深的荆棘小路， 山上人的
生产生活日用百货全靠肩扛背驼， 年轻
力壮的汉子起早摸黑， 一天也只能从集
镇背回几趟生产物资， 挑一担粮食下山
要歇十几回，花近 3 小时，可见当时人们
要创造出那样的“奇迹”是多么不易。

后来 ，邓家山并入槐坪村 ，槐坪多
了一条库尔沟，通村公路像两条灰色的
带子分别从仓宝大道伸出，把两条沟串
了起来， 七弯八拐绕上山顶的关庙垭、
松树垭 ，跟天宝园区 、花梨岗的环山路
连接在一起 ，又生出许多的 “枝丫 ”通向一个个院
落。 这些带子结束了山上人肩挑背扛的历史，为地
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 、群众致富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槐坪的山高而不险、雄而秀丽，于高处远眺，但
见山峦层叠、 纵横交错， 蔓营寨顶的信号塔清晰可
见，远处马鞍山双峰被薄雾罩着，虚实缥缈，欲出欲
伏，像梦一样朦胧。 眼前如梯的石坎坡上，泥巴墙石
板顶的农家民居或七八成院， 或三两相依， 错落有
致、层次分明。 站在对面坡上喊一嗓子，几乎整个村
子都能听见。

槐坪的松堪称山村的独特一景。 到过槐坪的人，
必去观松亭一看。 在关庙垭顶，上千株白皮松自然分
布于山垭的峭壁悬崖间，抱山而生。 白皮松不恋肥田
沃土，偏爱扎根贫瘠险境，傲雪凌霜顽强成长。 难怪
槐坪人坚韧不拔、勇战贫困、垂名后人，是松的品质
磨砺了他们不屈的精神。

垭顶峭壁之上，有一松岿然挺立于垂崖之巅，枝
冠茂盛、影映百里，是槐坪的形象坐标。2014 年，当地

爱松人士周先生为保护稀品树种，出资修建
观松亭。 此后，槐坪白皮松得文人墨客口抒
笔传，留名甚远。 于亭下目赏松景，耳听涛
声，顿有风云汇集、天地磅礴之感。 于是，到
槐坪不赏此松，便有枉来之感！

松树垭上有棵“松树王 ”，高约五丈 ，两
人合抱有余 ，主干双杈 、枝叶繁茂 、雄浑挺
拔，当地人说这树有四五百年历史。 相隔不
远一处突起的岩石上，两棵高矮粗细相同的
松树如一对恩爱相依的夫妻。 山上老人讲，
这对夫妻树的影子照到四川的一口月亮井
里，摇曳有声。 当地一有心人曾循着影子投
来的方向，耗时半年寻访到这里，与所画图
像一比对，丝毫无差。 据说访者临走曾嘱咐
当地一老人要保护好这两棵树，以后他会再
来此地“认亲”，后来受托老人故去，“认亲”
的人也未再来，这故事就成了让人难以忘却
的念想。

春天是槐坪最斑斓多彩的季节，山上成
片的野生杜鹃和海棠花一起绽放，一团团一
簇簇粉红、殷红争奇斗艳，在莽莽青山、波涛
汹涌的白皮松海里，把山野点缀得分外娇媚
壮观。 在我心里，槐坪就是高原西子，不雕不
琢，不涂不抹，也充满了自然的魅力。

槐坪虽是高山村， 但山上不仅土质好，
且地下水源充沛、水质甘洌，除了能长好庄

稼，还盛产优质莲藕。 走在槐坪高山沁水莲菜田的田
埂上，一丛丛荷叶青翠碧绿，状如蒲扇，水面的浮萍
被风吹起一层层波纹。 数不清的蜻蜓在头顶来回飞
舞，或立在随风摇摆的荷叶之上，偶尔一只青蛙从荷
塘窜起，一个猛子扎入荷叶深处，水田里便响起此起
彼伏的阵阵蛙鸣。 据说这田里的水都是泉水， 冬天
“冒烟”夏天清凉，从石坎或石缝里流出来，农人在地
头开一些小沟，把水排进田里，就能长出质地细腻的
上品莲菜。

如今的槐坪，经过多年攻坚苦战，已摆脱贫困走
向富裕。 目前，在政府主导下，村里以种养殖为主的
致富产业迅速发展并逐步壮大，现有春蕾、远成、秦
氏农业等 11 个市、县、镇农业园区，延伸带动整村产
业经济稳步发展。

依托白皮松、 高山特色莲菜和甘沟峡谷的生态
资源，槐坪人的视角已不再停留于单一产业模式，而
是着眼旅游经济，在招商引资的良好环境下，越来越
多的乡贤能人回到村里创业， 为家乡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搬了新办公室，偌大的桌面上，除了一
台电脑，别无他物，总觉得有些单调，我寻思
着要是放上两盆植物， 不仅能增添些绿意，
还能使人赏心悦目。

尽管喜欢花，但我不会养，着实让人很
无奈。 对于侍弄花草，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植
物都需要浇水，不浇水会被渴死。 请教平日
里爱摆弄花草的同事，他建议我养多肉类植
物，好养。

在院落里， 寻了两个被遗弃的瓷花盆，
一番刷洗过后，竟焕然一新，再装上土，分别
移植两株绿萝与一株观音莲，往办公桌上一
放，顿时生机盎然。

为了确保它们不被渴死，我每天为它们
浇足水， 满心欢喜期待它们枝繁叶茂的日
子。 遗憾的是，它俩让我大失所望，首先是观
音莲的叶片，不知何故逐渐发白、变蔫，根部
还出现腐烂的痕迹，后来才知道，多肉类绿
植，不能浇水过多，浇水过多会烂根。

一株绿萝的叶子，也紧随其后，泛黄脱
落，没几天，只剩下光秃秃的茎，另外一株的
叶子也蔫蔫的，全没了刚栽时的精气神。 都

说绿萝好养，可在我手里，原本充满生命力
的绿萝，被我照料成奄奄一息模样，着实让
人尴尬。

我实在无法目睹它半死不活的模样，干
脆拔掉只剩下茎的那株，随手丢进院子里的
花坛，任由它自生自灭，只留下另外一株。

令人意外的是，被丢进花坛里那株表现
出极强的生命力，在富含腐殖质的松软泥土
里拼命扎根，光秃秃的藤蔓竟长出郁郁葱葱
的新叶，伸展出的藤蔓开始攀附起旁边的小
树，虽然被园艺工搬了位置，但它依然不断
地向四周蔓延。

而盆里的那枝绿萝， 就没那么幸运，叶
片变黄脱落，藤蔓发软，后来茎也萎了，估计
是根彻底烂了， 我换了株耐旱的仙人球栽

上。
观音莲遭受了一次烂根，幸亏我及时发

现，十天半月浇一点点水，才免遭不测。 有时
底部叶子枯萎了，欣慰的是顶部又能冒出几
粒嫩绿的新叶， 我及时掰掉枯萎的老叶，把
营养留给刚长出的新叶， 一番收拾修剪，观
音莲立刻又变得精神起来。

养花需要顺势而为， 遵循自然规律，减
少人为的过度干预， 但同时也要及时剪枝，
除去杂草。

育人亦是如此，既要遵循孩子们心智成
长规律， 为其提供一个适合的生长环境，又
要定期浇水施肥，还要及时除去心灵上的杂
草。 整个过程，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才
能培育出美丽的“花朵”。

童年时，我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季，炎热
的夏天最是好玩， 中午总喜欢趁大人午睡
时和堂哥们一起偷偷下河去游泳， 当然每
次回家总免不了挨打 。 虽不疼但自觉委
屈 ， 于是就坐在大门口等下班的姑姑归
家， 好打小报告， 告诉姑姑说婆婆怎么打
我， 身上被打得这儿也疼那儿也疼。 这招
我玩得很顺溜。

每当夏日的太阳快落山时，整个老街的
盛会就开始了， 孩子们这时就特别勤快，纷
纷拿起工具清扫门口的一亩三分地，因为这
就是晚上自己参会的地盘。 清扫干净后再抬
出一大桶清亮亮的河水，很仔细地撒满整个

地盘，这种仔细做事的态度在当时是很有必
要的，没有什么能够替代，至少在我看来是
这样的。

吃完晚饭后，整个老街的孩子们不约而
同地行动起来，卸门板卸窗板拆床板，兴冲
冲地把卸下来的各种板材沿着主街大路两
边铺开。 这时就可看出占地盘的好处了，然
后开始用清水冲洗木板，冲完后也不擦拭就
那样放着备用，等把这些做完后，我们就和
在旁边等着的大人一起下河洗澡。 那时沿河
沿街满是或背或提装满脏衣服竹筐的人们，
成群结队地沿着河岸铺开，人声鼎沸、热热
闹闹，直到把滚热的身体放到凉爽的河水中

才会安静一会儿。
随着夕阳完全没入地平线，天空渐渐暗

了下来，河岸边也恢复了往日的安静。 晚上，
孩子们抱着枕头出现在早已占领的地盘上，
紧接着大人们也出现了，躺着的、坐着的、站
着的、跑着的、闹着的……在一阵阵清凉的
河风吹拂下，大家沉沉地睡去。

夏日的老街每晚都重复着这样的景象。
老人口中的七仙女、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等，
也一遍遍地回响在孩子们的耳边。 次日醒
来，发现自己在木屋的床上，于是总是埋怨
大人不该抱我进屋，应该让我和其他孩子一
样，可以让清晨的太阳叫我起床。 但这对我
来说明显是奢望，一个到现在也没实现的奢
望。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地上的娃娃想妈
妈……”每当这首童谣响起的时候，总能勾
起我甜甜的童年记忆， 但甜蜜中也有伤感，
因为我知道夏日也在慢慢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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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花 如 育 人
■ 潘文进

童 年 的 夏 天
■ 钟小刚

“植保无人机施肥、喷药，GPS 土地测
量仪助力机收、机种，气象监测仪器实时
监测土壤墒情、病虫害情况”，智慧农业应
用场景越来越常见。 用“新农具”、干“新农
活”、忙“新农事”，汉阴县平梁镇依托汉阴
县农业信息化建设项目，创新理念引领和
技术引擎，传统农业也朝着智慧农业大步
迈进，呈现出勃勃生机。

“智能植保无人机功能强大， 可负载
10 至 40 公斤，实现低空播种、喷洒、施肥，
一亩地一分钟即可完成作业，效率是传统
人工的 30 至 60 倍。 没有使用无人机之
前，我们都是头顶烈日，背扛喷雾器开展
植保， 沉重的药桶背起来笨重影响效率，
飞溅的药水还会给人体造成伤害，有了无
人机，这一切都解决了。 ”提起植保无人机
的优点，石磊很是专业。

石磊是汉阴县绿源家庭农场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 不仅是机械方面的行家里
手，也是一名无人机操作手。2015 年，他怀
着对家乡的热爱回乡创业， 流转土地 500
余亩发展粮油生产 、 新品种试验示范 。
2016 年 ，他为改变 “汗流浃背 ”的作业方
式，奔着智慧农业的广阔前景，毅然投资
300 余万元， 先后购置旋耕机、 油菜收割
机、自动插秧机、植保无人机、GPS 土地测
量 仪 等 各 类 大 中 小 农 机 设 备 70 余 台
（套）。

“过去用牛耕田，现在机械耕地，效率
高得多，像这种大型拖拉机，一天差不多
能耕 50 亩，效率太高了！ 因为耕作工具的
变化，每年能机种、机防、机收 5000 余亩，
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眼下又到了夏
收、夏种的大忙季节，以前干完了活还得
拿皮尺子量，干一块量一块，费时费力还
不一定准确。 自从有了 GPS 土地测量仪，
沿着地边走一圈，机收、机种的面积数据
就显示在仪器上了，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 ”石磊美滋滋地介绍着自己发展智慧
农业的体会和感受，满脸喜悦之情。

绿源家庭农场只是智慧农业在该镇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缩影。 与传统管理
方式不同，智慧农业让蚕桑生产经营“科
技范”十足。 汉阴县兴隆佳苑千亩蚕桑基
地是该县重点蚕桑示范园区， 受人工、虫
害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蚕桑产业的
快速发展。 今年初，上级部门为其安装了
气象观测监控仪器和现代农业监测系统，
努力破解“高效管园”的难题。 基地以农作
物监测数据为基础，根据系统提供方案对
土壤等环境进行调整，对症施策，高效管
理土地， 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质量和产
量。

“利用农业高清摄像机实时远程监控
作业情况， 画面同步传回后台; 通过感应
器，获取作物生长的温湿度、光照度、降水

量等信息。 我们是用大数据、智能设备等
替代人工，希望打造出一个‘无人基地’。 ”
谈及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的转变，兴隆佳
苑蚕桑合作社负责人蔡青很是兴奋，他当
即拿出手机，现场演示如何利用手机端查
看作物田间生长情况。

从做“体力活”到干“智力活”，从收成
“看天”到增收“靠技”……伴随着新技术
的加速涌现，“信息化、智能化”新模式的
推行，“智慧农业”的落地生根，平梁“未来
乡村”将呈现出更美好的模样。

“我帮你撕下胶布”“你再递给我一颗糖”，旬
阳市仙河镇尖山社区幼儿园早晨格外热闹，孩子
们写贺卡、做手工，用水果糖做出了美丽的手捧
花。 6 月 27 日中午，忙碌了一上午的孩子们在幼
儿园老师和家长代表的带领下，将一面印有“倾
力为民办实事，惠民之举暖人心”的锦旗和亲手
做的手捧花送到尖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表达
内心感激之情。

“尖山幼儿园由于原有校舍年久陈旧， 教学
设施设备简陋， 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教学需要。
就在社区干部和我焦急万分之际，你们积极申报
项目、筹措资金，要建设一所高规格、高标准的幼
儿园，让我们看到了尖山学前教育发展和振兴的
希望。 ”尖山幼儿园负责人栗若一带着两位小朋
友为安康市发展改革委驻村工作队递上锦旗。

自去年 8 月对口帮扶尖山社区后，安康市发
展改革委领导带队多次调研、走访社区情况。 在
了解尖山民办幼儿园现状和不足后，市发展改革
委高度重视，多次赴省汇报，争取教育强国项目
资金 480 万元， 用于建设 1 所尖山公立幼儿园。
项目建成后设大中小 3 个班，可同时容纳 100 名
幼儿入园就读。

群众利益无小事 ,民生问题大于天。 针对社
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现状 ，市发展改革委充分
发挥职能优势 ，加快推进社区 “四路 （蜀尖公路
修复、新老蜀尖连接路 、烤烟产业路 、小学便民
路）三桥（刘家湾大桥 、便民吊桥 、便民土桥 ）一
园（尖山幼儿园）一场 （尖山广场 ）一中心 （社区
服务中心 ）”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 ，切实解
决好群众的 “急难愁盼 ”，并同步开展了送医下
乡、送教下乡 、普法宣传等公益活动 ，不断提高
社区村民健康 、教育 、法律意识 ，营造乡村振兴
良好氛围。

尖山幼儿园建设项目只是市发展改革委定
点帮扶尖山社区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市发展
改革委已累计投入和引进各类帮扶资金 2045 万
元，用于产业发展、基层设施建设、干部培训等。

本报讯 （通讯员 胡珈瑜 ）
近日，国网平利县供电公司开展
“献礼七一 对党说句心里话”活
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
年。

该公司邀请不同岗位上具有
代表性的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
誓词，重过一个政治生日，畅谈作
为新时代党员的深切感受。 一句
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表

达了党员们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永
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充分展现了
该公司干部员工朝气蓬勃、团结奋
进的精神风貌。

大家纷纷表示在活动中收获
满满，更加坚定了他们跟党走的信
心决心，今后必将牢记使命、勇于
担当，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
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贡献智慧和
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 薛滢 ）近
期，白河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
益诉讼监督职责中发现，某镇的
一棵树龄为 200 余年的楸树存
在未划定在保护范围、无任何保
护措施等问题，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 针对发现的问题，日前，该
院召开推动古树保护公益诉讼
公开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
见，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会议邀
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等担任
听证员，相关行政机关代表参加
听证会。

会上， 该院检察官对案情进
行了详细的介绍， 通过多媒体显

示屏向听证员全方位地展示调查
核实情况，阐述检察机关拟制发检
察建议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听证员
依次发表意见进行评议，一致认同
检察机关认定的事实及制发检察
建议的必要性和及时性，认为通过
公开听证释法说理，增强了司法办
案的透明度，使社会公共利益得到
及时有效保护。白河县人民检察院
当场向行政机关宣告了检察建议
书，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表示，会及
时将该古树纳入保护范围，再次对
全县内古树进行普查、 登记造册，
对符合条件的古树进行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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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平利供电公司敬党爱党诉真情

植保无人机施肥、喷药，GPS 土地测量仪助力机收、机种，气象监测仪器实时
监测土壤墒情、病虫害情况……诸多农业“黑科技”在汉阴县平梁镇“大显身手”，
让传统农业搭上“智慧快车”，为“农忙”帮了大忙。

近年来，我市智慧农业发展迅速，作物精准感知和分析预警、农产品安全监管
和质量溯源等农业科技，为产业发展注入了澎湃不竭的科技动力，不断释放了乡
村发展潜力。

毫无疑问，智慧农业是大势所趋，新技术则是智慧农业发展的源动力，也为农
业转型升级带来无限可能。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高科技企业、传统农资企业需积极
“抢滩”，利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优势，探索研发新技术，强化科技成果的转化
应用。而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也应主动成为智慧
农业的应用能手和生力军，以土地流转、托管等形式，提供
更多智慧服务。

“技”助智慧农业“腾飞”
通讯员 刘毅

新农业是“智力活”
记者 王旭

白河检察院公益诉讼听证会助力古树保护

在安康城区东坝大桥下面的内环路，每到傍晚时分，道路两旁满是小
摊摊，造成交通拥堵，也存在安全隐患。 吴定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