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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舒畅 李东 陈柯男 张玮

初冬的雨，似有似无地飘荡着，淋湿了大
足区国梁镇三凤村五组的张家小院。风一吹，
竹林沙沙作响，雨水滴答滴答落在屋檐。11月
15日上午10点，往日最忙碌的时候，张明虎却
难得地空闲下来，“我妈从昨天半夜一直折腾
到今早6点多才躺下，这会儿睡得正香；今天天
凉，我爸吃了早饭，也在睡回笼觉……”

这是 53岁的张明虎回乡照顾患病双亲
的第四个年头。和三年前，那个即将奔赴越
南任职，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张明虎相比，
如今的他判若两人，人瘦了，背弯了，头发也
白了。提起舍弃的高薪和那触手可及的成
功，张明虎淡淡地笑了，“在我追逐梦想的过
程中，父母毫无保留地给予我支持。现在是
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应该义无反顾！”

跃出农门

张家有3个孩子，张明虎最小。小时候，
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一家五口就靠着张母微
薄的薪水支撑。为了让孩子们的日子好过一
点，张父也没日没夜地干活。

张明虎上小学每天来回3里路，中学每天
来回6里路，高中就更远了。为了孩子读书，
张母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十几年如一日。

看着辛苦操劳的父母，看着贫瘠的生活
环境，张明虎很小就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
命运。

1995年，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
后，张明虎选择了去广东追逐自己的梦想：

“我要闯出个名堂，改变自己的命运。”

南下逐梦

坐了3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张明虎来
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广东。

20世纪90年代，正是外贸生意风生水起
的时候，大量的外贸公司急需外语方面的人
才，学英语出身的张明虎很快找到了自己满

意的工作——外贸销售。
张明虎踏实肯干，认真好学，老板手把手

地教他如何与外国客商交流，如何销售，怎样
签单……他稳扎稳打，仅用 3年时间就升为
部门主管。

站稳脚跟的张明虎也萌生了接父母到身边
的想法，然而，两位老人早已习惯老家的生活，
不愿去广东。不仅如此，为了给他分担压力，安
心拼事业，二老还把孙子孙女接到了老家抚养。

张明虎只得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回乡探
亲。“平常电话沟通比较多，每年回老家待得
最久的就是春节。”张明虎坦言，在广东工作
打拼 20多年，起早贪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
是 14个小时左右，加上经常到国外出差，陪
伴家人的时间确实非常少。

即便如此，张明虎依然热爱这份工作，他
想趁年轻多奋斗，他说，“把自己填得越满，离
成功的梦想就越近。”

返乡尽孝

张明虎的事业一年一个台阶，但父母的
身体却一年不如一年。

张母患上了老年痴呆，前些年，张父身体
还算硬朗，他一直照顾着妻子。但后来，张父
又意外瘫痪了。

“起初，我和两个姐姐商量的是把爸妈接
到大足，请保姆照顾。”张明虎说，先后请了3
个保姆，但情况都不理想。

2019年的时候，张母的老年痴呆症状愈
发严重，保姆照顾也感觉很吃力。

身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张明虎觉得，自己
该站出来了！但此时，他也迎来了事业上难
得的一个机遇。

公司要开拓越南市场，需要派一个人去
负责那边的分公司，收入翻倍，福利更好！业
务能力出众，老板、客户信任的张明虎无疑是
第一人选。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成功，一边是病榻上
的双亲，两难之下，张明虎毅然放弃高薪厚
职，选择回乡尽孝！

细心照料

父亲瘫痪，母亲有老年痴呆，为了方便照顾
两位老人，刚回来的时候，张明虎就天天住在堂
屋，左边是父亲的卧室，右边是母亲的卧室。

父亲瘫痪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张明虎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顾他。

“我知道你等着急了，别慌别慌……”洗
脸水有点凉，张明虎转身去添热水，卧床的张
父就“哼哼”起来。

张明虎端着水，三步并作两步，快速从厨
房过来调侃道：“老汉，状态不错哟，今天骂人
声音多洪亮！”

洗漱、翻身、喂饭……父亲准备再睡个回笼
觉，张明虎又赶快来到另一间卧室，其母已经按
捺不住，抓着毛衣一个劲儿地往身上胡乱套。

衣服、裤子、鞋子，寒来暑往，给母亲收
拾，张明虎已十分熟练。

穿戴整齐后，他牵着母亲来到堂屋洗漱、
吃饭。母亲特别“不老实”，老爱站起来走动，
张明虎一边干活一边盯着，生怕她摔跤。

“最近这一年多，她经常半夜起来。”张明

虎说，“我白天累了，晚上睡觉有时很沉，不知
道她啥时候就下床了。”

无奈之下，张明虎只得搬到母亲房间，和
她共睡一张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晚上睡
觉时，他还找来一根绳子，一头绑在母亲的手
腕，一头绑在自己的手腕上。

“她有什么动静，我就知道。”张明虎说：
“特别是她半夜要起来，绳子一拉我就醒了。”

张明虎知道拗不过母亲，也为了不叨扰
父亲睡觉，他只好穿衣起来，陪着母亲在房
间、院子里溜达。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直熬到母亲
困了，张明虎才把她牵回房间睡觉。然而，这
边母亲刚睡着天就亮了，父亲那边又需要换
尿不湿，擦身了……

三年来，张明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没
有走过一个亲戚，出过一趟远门。妻子为了
给他分担压力，也就近找了一份工作。

如今的张明虎早已没有广东打拼时的意
气风发，但他不后悔：“没有爸妈就没有我，没
有当年他们的付出，我也走不出去。现在，就
是我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 新渝报记者 陈安林 熊敏秀 实习生 杨心羽

今年 9月，大足区高升镇旭光村成功入
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过去几年，高升镇
旭光村将党建引领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乡
村产业发展稳步推进，乡村面貌得到极大改
善，乡风文明建设成效显著。近日，记者来到
旭光村，看到枇杷、柠檬、食用菌等产业方兴
未艾，门前庭院静谧惬意，村头巷尾充满鸟语
花香，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

产业兴，村民富

枇杷树下，一颗颗赤松茸纷纷破“草”而
出，悄悄探出小脑袋。

村民们靠着帮忙采摘、分拣菌菇，一年的
收入能达 3万多元。“明年我打算自己种植，
增加我们家的收入。”在菌菇种植基地务工的
旭光村村民蒋凤说。目前，旭光村里的菌菇
种植基地带动了 10多户村民专门从事食用
菌栽培工作。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政策落地，在旭
光村党支部书记陈凯的带头推动下，旭光村
因产业基础过硬，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更好完

善，越来越多产业也选择落户旭光村发展。
除了“代表作”枇杷产业外，旭光村2021年引
进水果玉米 100亩，2022年引进“稻+”产业
100亩、无花果100亩……越来越多的产业开
始涌进旭光村，为旭光村的发展注入了一股
强大的动能。

环境美，生态好

河流水质清澈，岸边鲜花绽放。旭光村
的村民们见证着、亲历着高升河的蝶变。

高升河发源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忠义
镇，南流入大足区高升镇，在铁山镇与窟窿河
汇合。为共治“一条河”，近年来，高升镇与安
岳县忠义镇党委政府签订了《大足区高升镇
安岳县忠义镇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联防联控
合作协议》，联合治理、定期会商、互相督促。

“我们平时会互相通报河流整治情况，发现问
题后随时沟通、协商。”高升镇镇长陈俊沛
说。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如今，高升河国控
断面年均水质实现了地表水从Ⅴ、Ⅳ类向长
期优于或保持Ⅲ类的华丽转变。

除了河流的变化，旭光村村民庭院的改
变也充满惊喜。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

院、院中有树成为了旭光村家家户户的真实
写照。

70多岁的蒋作碧一直生活在旭光村。
她屋后的菜园子里白菜、莴笋、葱花郁郁葱
葱，门前秋海棠、三角梅、芭蕉、菊花等各色植
物迎风招展。“以前我家就是水泥房，近几年
改造后，屋后的菜园里有了生产便道，下雨天
去摘菜都很方便。”说起这几年的变化，蒋作
碧滔滔不绝：“在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我门
前还修了围栏，种了各种花，孙女回家都说屋
里好看了很多。”

每一座庭院的改变，得益于高升镇积极
开展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行动开展以
来，旭光村对庭院、墙面、屋顶、门窗、厕所 5
个方面进行整治提升，同时通过“积分兑换”

“星级庭院评比”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对庭
院卫生进行整治。目前，村内已基本完成旧
房整治提升。

资产活，游客来

旭光村内的农耕文化小院，正在改造升
级为“乡情陈列馆”。

“这里以前是村里陈家三兄弟的房子，由

于他们长期在外上班务工，导致房屋年久失
修，破损不堪。”陈凯介绍，“其实这破旧的院
子距今已有 200多年历史，是由湖广填四川
搬来的陈家两兄弟修建的，嘉靖年间还曾出
过一个省状元，这个房子闲置是一种很大的
浪费。”

2020年 9月，大足区被确定为第二批国
家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区县之一。作为
大足区整镇全域推进的先行镇，高升镇开始
摸着石头过河。对陈家院子这种具有传统建
筑风貌的老院子，高升镇在原有院子的基础
上，把象征传统农耕文化符号的老石磨子、风
车、牌匾、农具等老物件收集陈列于此，打造

“农耕文化小院”。这一方面传承了农耕文
化，另一方面也把原本破旧的老院子打造成
为了一个旅游景点，让“沉睡”的资产“活”起
来，开始有了人气、财气。

除了农耕文化小院外，高升镇还把一批
闲置农房经过改造，建成讲习所、养老院、休
闲农业采摘菜园、植物景观带、停车场等，并
串成一条精品旅游路线，每年为高升镇带来
游客10万人次。

村民富 环境美 资产活
探访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高升镇旭光村

舍弃高薪 照顾双亲

4年前，49岁的张明虎放弃拼搏了20多
年的“战场”，放弃即将唾手可得的高薪职
位，义无反顾回到国梁，在农村老家一心一
意照顾患病的父母，他的孝举深深地打动了
周边的群众，引起了大家的共情。

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张明虎
深知父母的养育之恩，在父母最需要他的时
候，他舍弃高薪，回到了父母身边，成为二老
最坚强的靠山。

关心关爱父母，张明虎用实际行动做出
了表率。然而许多人却因为生活压力，面对
年迈的父母，更多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健
康的时候，父母可以相互照顾，让子女免去

了后顾之忧。但父母一旦生病，子女就不得
不请保姆或者将父母送至养老机构，只能利
用假期去看看他们，短暂的关心一下，然后
又奔赴生活的打拼中。

尽管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但
老年人内心仍是渴望亲情关爱的，所以更期
盼家人的陪伴和关心。所幸的是，近年来，
随着大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意识的
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返乡创业就
业，一方面陪伴年幼的孩子、一方面照顾年
迈的老人，可谓一举多得。

愿更多的人都能找到适合的方式，真正
做到陪伴和关心父母。

孝心无价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毛双）11月 13日，大足区“晒
产业·晒产品”专题推介活动迎来雍溪篇。本期“双晒”以

“川剧古镇·花乡雍溪”为主题，对该镇的特色产业、农文
旅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展示。

花卉产业和川剧文化是雍溪镇的两张名片。近年
来，雍溪镇以产业为抓手，紧紧依托川剧、花卉两张名片，
致力打造“特色农业优选地、生态优美宜居地、桑梓文化
繁育地”。

花卉产业是雍溪镇最大的优势主导产业，经过 20
年的发展，现有各类花卉业主 45家。重庆渝优灌园林
有限公司是今年 9月才落户的新业主，该公司在玉峡、
泡马村流转土地近千亩，主要种植红继木、红叶石楠、女
贞系列等。

“雍溪镇地势平坦，水源充足，交通便利，得天独厚的
地理环境和交通优势深深吸引了我们。”该公司负责人杨
港说，“本次‘双晒’深入、直观地展示了当地政府对花卉
产业未来的规划，让我们新入驻的花卉业主更坚定了在
雍溪扎根发展的信心。”

王冬林在外经商多年，但他一直对雍溪老家的发展
十分关注。“通过本次‘双晒’，我既感动于这些年家乡发
生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其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王冬
林介绍，今年，他投资了200多万元对雍溪镇的加油站进
行了提档升级，同时配套建设了10个充电桩，他希望，通
过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欧人榕是土生土长的雍溪人，现为团结村支部副书
记，她说，“双晒”晒出的成绩，让她倍感骄傲的同时，更感
到了肩上的责任与压力。作为基层工作者，她将立足本
职工作，从点滴小事出发，兢兢业业，为雍溪建设“更绿、
更新、更特、更香”的美好明天作出自己的贡献。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以前租房子不

仅租金贵，居住环境还不好，自从申请到了公
租房，租金低、环境好，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
了。”昨日，大足区翠屏公租房居民张影满带
笑容地说。

近年来，公租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作
为民生工程，承载了城市困难家庭的住房
梦。然而，在申租过程中一部分公租房被
不符合条件者违规申报、使用。对此，大
足区在去年开展了公租房违规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大数据比对、现场核
查、召开座谈等方式，退房 272套，查处转
租出借 36户，法院强制执行因房产变化拒
不退房 1户。

“2022年，开展公租房违规行为专项整
治以来，我委进一步加强规范公租房管理服
务，全力清理查处公租房转租、出借、空置、拖

欠租金、租赁合同逾期未续约等违法违规行
为，确保公租房公平善用。”大足区房屋管理
事务中心主任邢中良介绍说。

截至目前，大足区住建委共计管理公租
房小区 11个、4139套，累计保障约 4500户、
1.1万人，有效发挥了对住房困难群众住有所
居的基本保障作用。

“下一步，将继续严格清退查处转租违规
行为，强化属地统筹，协同实施住用监管，采
取联合走访、行政处罚、信用惩戒、警示教育
等措施，持续保持严查严管态势，不断深化转
租清理整治，建立完善常态长效治理机制，提
升公租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邢中良说。

花乡雍溪绽放“浓郁花香”

大足退清309套违规公租房

新渝报讯（记者 熊敏秀 实习生 杨心雨）为推进馆
校合作，弘扬大足本土文化，11月17日，大足区图书馆举
办了“大足故事荟”主题讲座，大足区老年大学的20余名
师生参加活动。

讲座上，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馆员李小强以“‘大足故事荟’——崖壁上的艺术殿
堂”为题，围绕“世界上的最后一座丰碑——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规模宏伟的艺术殿堂”“大足石刻的诸多文化
艺术特色”三个方面，对大足石刻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解读，给在场的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足
故事会”。

讲座结束后，大足区图书馆还组织老年大学师生开
展了“清风常伴 廉洁齐家”清廉文化主题剪纸活动。活
动中，大足剪纸传承人粟未希给大家普及了大足剪纸文
化、大足石刻中蕴含的清廉文化，并指导大家剪出了一朵
朵象征着清廉的莲花。

接下来，大足区图书馆将继续加强馆校合作，携手区
内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传承、社科普及、阅读推广等
活动，推进品牌活动建设。同时，大足区图书馆将持续打
造“大足故事荟”品牌，结合大足石刻文化、历史文化、重
汽文化、红色文化等本土文化，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开展
主题交流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大足、宣传大足。

馆校合作

打造“大足故事荟”品牌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入冬后，气温骤降，寒
意逼人。当下，适温较低、耐寒性强的大足冬菜却迎来了
移栽种植阶段，3万亩冬菜正陆续移栽。

位于大足区珠溪镇白马村的源野生态农业股份合作
社，在完成了平坝地区的冬菜栽种后，今年又在丘陵山地
间开垦了10余亩土地栽种冬菜。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村民们忙碌的身影，起苗、翻土、打窝、移栽，村民们相互
配合、一气呵成，不到一个上午，原本光秃秃的地里就种
满了绿油油的蔬菜。

“冬菜移栽是冬菜种植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对天
气、土壤、气候条件的要求较高。移栽效果的好坏直接影
响冬菜的品质和产量。”源野生态农业股份合作社负责人
刘孙良介绍，今年，大足区农业农村委和镇农技服务中心
加大了对农户的技术扶持，结合今年的实际情况，预计冬
菜产量较去年上涨15%。

大足冬菜起源于南宋年间，素有“十里香”“菜味精”
的美誉，移栽后的冬菜苗将经过一个寒冬，长成冬菜酿制
的原材料，再经过收割、晾晒、封坛、腌制等多个工序，历
时3年以上，才能形成香气浓郁、味道鲜美、质地脆嫩、咸
淡适口的餐桌美味。

截至目前，大足区常年种植冬菜面积达3万余亩，拥
有种植专业合作社 15个、种植大户 30户、种植农户 1万
余户。全区年冬菜产量1.05万吨，综合产值4亿余元。

3万亩冬闲田“不闲”

近日，无人机拍摄的大足工业园区
厂房林立，现代化工业蓬勃发展景象映
入眼帘。

大足区积极落实全国新型工业化推
进大会、重庆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精神，加快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坚定不移实施制造业中
小企业“苗圃”“育林”“参天”梯度培育计
划，推动4个园区错位发展，着力在做优
存量、做大增量、培育新量上多向发力，
加快构建“246”先进制造业集群体系，工
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新渝报讯（记者 罗冠骁）11月 16日，大足区“晒产
业·晒产品”专题推介活动迎来龙滩子篇。本期“双晒”以

“峥嵘重汽城·人文龙滩子”为主题，对当地的重汽零部件
特色产业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
展示。

近年来，龙滩子街道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做好“国际
文旅名城”这篇大文章，找准位置，紧扣“峥嵘重汽城 人
文龙滩子”发展目标，积极营造最优营商环境。

“‘双晒’视频展现了龙滩子街道的产业、产品、山水、
美食，既是历史的印记，又是文化的传承，值得好好保
存。”龙滩子街道龙星社区书记刘何星表示，他将继续传
颂家乡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龙滩子的美。

“‘双晒’视频和故事荟，完美展示了龙滩子街道的产
业和产品，很振奋人心。”龙滩子街道居民胡邦玉说，这次

“双晒”活动不仅让大家看到了龙滩子发展的成绩，还展
现了社区居民满满的幸福感和收获感。

“我们对龙滩子街道及大足区工业发展的未来充满
信心。”重庆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丁安民说，
下一步，公司将加快产品培育提升，让平台有更大的空间
来承载优质项目，通过做强产业、做新材料、做专高端装
备制造，加速新兴产业壮大，促进工业经济行稳致远。

龙滩子“晒”出“重汽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