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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林小丹

2月8日下午，屯昌县西昌镇土龙村，
在外地工作的王暖语时隔1年后回到了自
家新居，脸上洋溢着兴奋。

“刚煮好的鸡还热乎着，就等你到
家！”正在打扫卫生的王法清夫妇停下手
里的活，带着女儿王暖语参观新家。

新居挺新的，两层小楼外墙、地板均
铺设了浅色瓷砖，房子既通透又整洁。

其实，新居也不算“新”了——早在七八
年前，刚刚脱贫的王法清夫妇就盖好了约一
百平方米的一层平房，但因手头不宽裕，当
时仅用水泥灰简单刷了墙就住了进去。

“屋里暗暗的，地上的灰总是扫不干
净。”王暖语记忆犹新。两三年前，王法清
夫妇依靠割橡胶及外出务工攒了些钱，将
一层平房加盖为两层小楼；2023年，在女儿
及亲朋的支持下，终于把这栋小楼里外装
修了一遍，今年全家人第一次在新家过年。

看着新居从无到有，从低变高，再变
靓，王法清夫妇开心地给女儿介绍着新买
的实木沙发和刚装好的空调、热水器。

“走，带你去老宅看看。”王法清夫妇搂
着王暖语开启了“逛村”模式。一路上，王
暖语惊喜地看到，村里又盖了几栋新房子，
原先村道两侧的垃圾及棚舍没了，取而代
之的是成片草坪和盆栽。村居的不远处，

几拨游客自驾前来参观南田起义指挥部旧
址、“红军井”、冯平将军塑像等。王暖语走
进红色书吧，点上一杯南熙咖啡，拿出手机
连连拍照发朋友圈“炫耀”家乡美景。

据悉，在不久前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2023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中，海南共
有5个村落上榜，土龙村依托近年来积极
探索“红色文化+休闲旅游”发展新路径成
效喜人，名列其中。

傍晚，王法清夫妇喊来亲戚聚在老宅
里，一盘盘冒着热气的家乡菜肴被端上餐
桌，大伙儿边吃边畅聊。此刻，王暖语心
里暖暖的。

（本报屯城2月9日电）

屯昌脱贫家庭大学毕业生

回乡村“炫”起新美景

■ 本报记者 陈子仪

“我们在俄罗斯过新年也会一家人在
一起包饺子、吃饺子，不过我的家乡喜欢
在饺子里包奶酪和牛肉。”2月7日下午，海
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外国留学生丽莎熟
练地将肉馅放在饺子皮中间，再将饺子皮
对折捏好，笑着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包好
的中国饺子。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海南软件职业
技术学院为留校的外国留学生举办新春
茶话会，来自俄罗斯的多名学生现场体
验包饺子、剪窗花、写对联等中国春节民
俗文化，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
特魅力。

“我的家乡现在零下30多摄氏度，而

今天的琼海20多摄氏度，真暖和！”21岁
的丽莎面前的桌上摆满了形态各异的饺
子，有的像元宝，有的像扇子。这个有着
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姑娘在莫斯科一所大
学学习对外经贸，因为喜欢中国文化，她
主动申请来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习
中文。

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丽莎很兴
奋。“琼海的年味很浓，我给父母发了很
多小视频，让他们也感受感受中国的年
味。”丽莎说，“中国人过春节最看重的是
团圆，这和俄罗斯过新年的传统很相似，
我希望以后也能带他们来中国、来海南
体验‘中国年’。”

“我们中国在过春节的时候还喜欢剪
窗花、贴福字……”新春茶话会现场，该校

老师向在场同学们介绍中国剪纸文化，并
进行了手把手的教学。一张红纸，从折
叠，到裁剪，同样来自莫斯科的莎沙学得
津津有味，不一会儿，一幅小巧的剪纸作
品就完成了。

和丽莎比起来，14岁开始学习中文的
莎沙对中国有着更多的了解。“我去过中
国很多个城市，北京、上海、香港……”莎
沙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说起农历春节
的习俗，莎沙很熟悉。“春节前大家会准备
年货，打扫屋子，干干净净过年。”她说。

“在这里出行很方便。”莎沙告诉记
者，在琼海读书期间，她多次乘坐高铁前
往海口，“车子很快，舒服。”莎沙还计划下
周和朋友们一起去文昌，多走走多看看。

（本报嘉积2月9日电）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外国留学生

在异乡“学”过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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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心怡 特约记者 符文倩

“虾饼哥，我要一个虾饼，多少钱？”
“不要钱，你们画画辛苦，拿去吃！”近日，在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沙渔塘社区，这样
的对话时常发生。对话的两人，一个是昌
江籍“00后”大学生李锦薇，一个是摆摊卖
虾饼的社区居民王石宝。

他们的缘分要从该社区一面长12米、
高2米的白墙说起。

“为了给沙渔塘增色，我们组织学美
术的大学生来给白墙进行墙绘。”活动组
织者、海南画域传媒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参与活动的7名学生均为昌江籍美
术相关专业的学生。

“这些都是我们画上去的，是不是挺新
潮？”刚一见到海南日报记者，李锦薇就激
动地介绍起她和同伴们的“杰作”——一面
五彩斑斓的墙，上面画满了可爱的图案。

李锦薇在四川文化艺术学院读大一，
寒假回到昌江后，曾经的老师联系到她，
希望她参加这次活动。“这个机会很宝贵，
我马上就报名了。”李锦薇说。

“一般我们先用粉笔来勾线，再用丙烯
颜料涂色，最后把前面打底的粉笔擦掉。”
李锦薇说起墙绘过程头头是道。“在墙上画
画比在纸上更难、更累。”仰着头、抬着手，
李锦薇和同学们经常一站就是3小时。

虽然累，但画出的成果让李锦薇很满
意，来往的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本地居民

更是常来观看。“画得很好看。”王石宝笑
呵呵地说，对于能吸引游客的举措，他都
很赞成。

“这些小孩画画很辛苦，我经常给他
们送虾饼。”王石宝说，几次下来，他与学
生们成了朋友。

“我们根据沙渔塘特色来设计绘画内
容。”正在绘画的“00后”文敏敏介绍，在大
家的细心绘制下，一面平平无奇的白墙完
成了一场华丽“蜕变”。

据了解，昌江除了组织李锦薇等美术
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扮靓”乡村，还开展大
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为假期返乡
大学生提供见习岗位。

（本报石碌2月9日电）

■ 本报记者 袁琛

“爸妈，今年我俩值班，不回家
过节了啊。”临近春节，蔡文海和蔡

文浩两兄弟往家里拨了一通电话。
这对双胞胎兄弟是海南五指山

人，出生于1997年，2019年加入消防
队伍，在灭火救援一线并肩作战。几
年来，每年春节两人都选择留在队里
执勤值守。

“平常假期我们会回家，春节了，

让外地兄弟回家过年，我们在站里和
大家一起过，也很热闹。”弟弟蔡文浩
说，“作为一名消防员，是很光荣的事
情。对我们来说，过年就是战备，守
护人民群众安全是我们的第一要
务。”

2月8日下午，在五指山市消防救
援大队，刚挂好灯笼的蔡文海和蔡文
浩就接到了命令，去救援一名在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迷路的游客。

接警后，根据游客发送的定位，两

兄弟与同事立即带上水和干粮赶往五
指山第一峰，与应急、公安、景区等多
部门人员联合搜救。天色渐晚，山区
信号时有时无，搜救人员一边寻人，一
边用高音哨传递信号，几个小时后，他
们终于在第一峰栈道外的一处未开发
区域找到了迷路游客，最终将其安全
转移至山下。

“我们兄弟俩祝大家新春快乐！”
当天出警归来，已是夜里9时半，蔡文
海和蔡文浩两兄弟在家庭群里用语音

送上祝福。说说话、喝口水的工夫，他
们又接到了一起警情——附近高速公
路有大货车发生车祸，司机被卡在驾
驶室无法动弹，急需消防员破拆解
救。两兄弟急忙收拾，带上装备再次
奔赴新的现场。

夜色渐浓，在这个春节前夕，一名
又一名像他们一样的消防员奔赴一
线，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用行动守护
万家灯火。

（本报五指山2月9日电）

■ 本报记者 邓钰

2月9日，三亚市崖州区，马文全和家
人吃过早餐后就直奔国家现代农业（种
业）产业园展示基地。

59岁的马文全是河南省安阳市农业
科学院的辣椒育种专家。从1999年开始，
他几乎每年冬季都来三亚育种，到次年三
四月才离开。

2020年起，在三亚市和海南农垦共同
的“柔性引才”举措下，马文全不仅兼任产
业园的地展技术顾问，今年更得照料来自
全国200多家种业单位的2200多个新奇
特品种农作物。

走进基地的大棚里，这一处辣椒枝干

“冒”出手指粗细的果实，那头圆茄长出拳
头大小的果子。

“现在作物都赶着开花坐果，一天不
来地里看看心里就没着落。”马文全指着
棚里随处可见的粘虫板介绍，“这些沙粒
大小的黑、白点就是飞虱和蓟马。”

而在棚里的角落里，马文全的妻儿也
专注地在一旁忙活。

马文全的妻子李云凤也是安阳市农
业科学院的育种专家，虽然退休了好几
年，但总会来三亚给马文全帮忙。

他们的儿子小马今年读大学四年级，
学的虽不是育种专业，但连着几年都跟着
父母来到崖州，在育种基地帮忙打下手。

“今年的作物长势特别好，几乎不需

要补苗。”马文全介绍，今年，产业园的管
理从源头抓起，育苗、壮苗等各环节都准
备得十分充分。

在马文全和家人的眼里，一次次的田
头团圆，也见证着我国南繁事业的发展。

“育种的基础和配套越来越齐全，种业
交流也越发紧密。”马文全说。如今，南繁
事业越来越好，一家人的热情也越发高涨。

施肥、驱虫、挂蔓、人工授粉……一直
忙活到中午，马文全一家才赶紧到超市匆
忙置办年货。

这样的“反向团圆”虽少了些仪式感，
但一家人互相支持的心和相互依偎的距
离不变。人在哪儿，团圆就在哪儿。

（本报三亚2月9日电）

昌江美术相关专业大学生

给社区“绘”上新潮画

五指山双胞胎消防员

共值守“拉”满安全感

南繁育种专家

进田间“种”出新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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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外国留学生在做灯笼。

2月8日，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育种专家马文全和家人在田间忙碌。

2月8日，消防员蔡文海和蔡文浩两兄弟挂灯笼。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