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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回家了我们的记者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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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冀冀

老田，我更喜欢这么称呼他。

第一次爬进2米高的货车车厢，

第一次坐在货车副驾驶的位置，睡不

了一个囫囵觉……为了跟拍海南瓜

菜出岛的全程，我跟着老田跨越2200

多公里，从海南到达我们共同的家乡

——安徽。

老田全名田磊，52岁，车龄已有

29年。10年前，他第一次来到海南，

运出去一整车的辣椒，七千元的运

费刚好是三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

费。打那时起，每年冬天老田都会

往来海南十几趟，把海南的冬季瓜

菜运往省外。

前几天，老田又接到了货主的海

南订单，这也是他春节前的“最后一

单”，将6万斤豇豆运到他的老家蚌埠。

于是，我有幸在春节来临之际，

陪伴老田一路护送海南豇豆出岛，也

见证他与家人的团圆。

2 月 4 日凌晨 1 时 20 分，在崖州

果蔬综合批发市场，我和老田在三亚

会合，第一次见到陪伴他10年的“老

伙计”，一辆长达 17.5 米的解放牌半

挂式货车，一次可以运载 30 吨的货

物。长途行车，寂寞和困乏是对每一

位司机的考验。为了保持清醒，他找

来了同村的小黄做伴，两人轮流驾

驶，相互提醒。

经历了一番等待，2月5日凌晨3

时，老田的货车通行琼州海峡，来到

了彼岸的广东湛江徐闻。当天色露

出了鱼肚白时，老田驾驶着大货车驶

入广东茂名市高州市石鼓服务区，4

个小时的驾驶时长到了，他要跟小黄

交接班。两人一番洗漱，小黄进入驾

驶室“上岗”，老田则一头钻进驾驶室

后侧的卧铺。

到达广东肇庆四会市江谷服务

区是当天的中午 11 时 30 分，因为同

向而行，老田和几个同乡的货车司

机提前约好在服务区汇合，他们如

同变魔术般从车上端出锅碗瓢盆，

就地支起简易炉灶。几瓣生蒜、一

大碗红烧肉，再配上一张大饼，这是

家乡的味道。老田和同行们聊聊路

上的见闻，此刻，行车的疲惫被欢声

笑语冲散。

这趟从海南到安徽的送货路，也

是老田的回家路。为了货主如期交货

的托付，也为了家人早点回家的嘱咐，

老田和小黄几乎没有耽搁一点时间。

在这几天的归途中，老田的货车

渡过了交通繁忙的琼州海峡，遭遇了

高速公路上的大雨如注，熬过了数公

里的拥堵，经历了 20 余度的温差变

化。2月6日当货车稳当地停在了蚌

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时，老田春

节前的“最后一单”如期履约，他和家

人“上落平安”的愿望实现。

送货到站后，老田迫不及待向蚌

埠固镇县王庄镇双李村陆家组冲

去。他一家五口人，妻子贤惠能干，

三个儿女学业有成。全家人唯一的

遗憾是聚少离多，无法相守。

在安徽农村，能供养三个孩子上

学，并非易事。内向善良的老田，用

一双手、一辆车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跑车数载、奔波劳碌，他没有半点埋

怨，朴素的心愿是能再跑10年，供到

孩子们都能结婚成家。

今年过年，老田又给家人带回了

礼物——来自海南的豇豆、茄子、葫

芦瓜、芒果、莲雾、杨桃……当孩子们

蹦跳着、欢呼着接过水果时，当家人

围坐一起品尝着海南蔬菜的滋味时，

一路所有的风尘仆仆都得到了慰藉。

眼看着他们一家人团聚，给他们

拍了团圆照，我才从蚌埠回到五十公

里外的家乡淮南。

抱着好奇的心，我想在老家淮南

的超市里寻找海南瓜菜。走进蔬菜

区时，带着二维码的豇豆一下映入眼

帘，捆扎的标贴上赫然印着一行小字

“海南豇豆”，扫描二维码时弹出了海

南三亚天涯区的产地，我感慨万千

——老田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眼前。

在过去的十年里，皖琼两地之间

的时空距离，被他们一次又一次用装

着海南瓜菜的车辙填平。

想到这，我买了一把海南豇豆回

家，在我的老家，品尝一口来自我奋

斗地方的鲜甜滋味。

记者跨越2200公里，跟随货车司机将海南瓜菜送到安徽老家

送货路也是回家路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王洪旭
（南国都市报记者）

“快来看看，你们会背诵苏轼的诗词吗？”今年
春节，我回到家乡四川省会东县。与孩子们一起
在网络上观看在海南省博物馆举办的苏轼主题文
物展节目，观众现场背诵苏东坡诗词的场景让我
印象深刻。于是，我也想考一考孩子们。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
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今年读初一
的侄子丁伟说，这是他三年级时背诵过的苏轼
的诗《惠崇春江晚景》。

“我来，我来背诵一首。”侄子的玩伴、今年读
四年级的常洪逸抢着说。随即，一首苏轼的《题
西林壁》脱口而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为何苏轼的诗能脱口而出？正当我疑问
时，丁伟从家里拿出8本小学课本，“这些是我

们小学课本里的古诗词，都背诵过。”
仔细翻看，现场8本小学课本中，有5本中

都有苏轼的诗词，除了《惠崇春江晚景》《题西
林壁》，还有《赠刘景文》《浣溪沙》《六月二十七
日望湖楼醉书》。

童年怎么能少了古诗词，作为豪放派词代
表人物，苏轼的诗词给了孩子们深刻的印象。

豪迈奔放，开朗洒脱。在苏轼的诗词中，
他们能感受到乐观豁达的人生境界、执着的爱
国为民情怀。

云上看展，一起读诗，我在家乡与孩子们
一起感受跨越时空的文化魅力。家乡的孩子
们知道，苏轼是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文
学家、书法家、画家。他们不知道，东坡文化也
是海南的一张名片，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注
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强劲的精神动力。未来，
他们期待着，到海南参加东坡海南足迹研学
游，感受不一样的东坡文化之旅。

记者在四川老家与亲朋云上观看苏轼主题文物展

乡遇东坡 一起读诗

记者在万宁琉川村发现
村容村貌大变样

“三治”融合 和美善治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星
（法治时报记者）

一排排现代风格的独栋洋房、村道变成
了柏油路、农家书屋里挤满看书的孩子、义警
队员忙着挂新春灯笼……刚一走进位于万宁
市和乐小海东北畔的琉川村，我就被眼前热
闹的景象吸引。

从曾经姑娘都不愿意嫁来的村子到如今
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多年后回到这里，
我想一探究竟。

经过走访，我了解到，琉川村近年来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探索党建引
领下的自治、德治、法治融合治理新路径。

琉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夏可锋，
向我道出乡村治理的秘诀：从化解矛盾问题入
手，但并未仅限于此，而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综合统筹，将自治、德治、法治有机融合，真正做
到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

平安是发展的基石。治安好了、矛盾少了，
村子越建越美，产业发展与收入越来越多，村民
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村子美了，生活好了，村民的精气神也足
了。村民自发组建舞蹈队、排球队，创建特色
农家书屋等，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2月7日晚上，琉川村红色娘子军舞蹈队参
加“和舟共济 乐迎龙年”迎新春暨文明评颁奖
晚会；2月8日晚上，琉川村组织村民参加排球
队、拔河队训练，为大年初一的比赛做好准备
……春节假期，琉川村文化活动不断上演。

记者在家乡湖北恩施观察当地
与海南发展旅游的共同之处

自然人文 交融共生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可能大家都去海南了吧。”在湖北省恩
施大峡谷雄峻的群山环抱中，星野民宿伫立
在一片静谧的山林之间，遥望着远处悬崖绝
壁上的残雪，民宿主理人小胡打趣地说。

近年来，“夏游恩施”避暑，与“冬游海南”
避寒一样，同样成为国内游的热点。每到暑
期，有“中国科罗拉多”之称的恩施大峡谷，以
险峻奇崛的风景、凉爽宜人的气候和原始自
然的生态环境，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小胡的民宿也是几乎天天满房。到了春节，
小胡仍然要接待好几拨游客。

“海南的冬季太温暖太舒服了，大海对我
们山区长大的孩子也特别有吸引力。”小胡
说，夏季到恩施和冬季到海南的，很有可能是
同一拨旅客，两地在差异化营销上有很大的
合作空间。但是，仍然有一些游客愿意在冬
季来访恩施大峡谷，为的是体验当地独特的
民俗和年味，或者在大自然里充分放松身心。

小胡介绍说，他们会邀请游客一起吃土家
族的年饭，带着游客搓汤圆、烤粑粑、泡药酒，还
可以来一场充满乡野气息的围炉煮茶或本地
烧烤。充满体验感的服务和周边良好的环境，
让这家民宿即使在淡季也仍然保持着较高的
房价，从而进入当地民宿“顶流”之列。

在位于恩施市区的女儿城、土司城等景
区，明显游客要更多一些。与大峡谷不同，这
两家人工打造的人文景区凭借丰富多彩的土
家族文化和民俗内容，一年四季都人流如织。

行走在恩施，我发现优良的自然环境、丰
富的少数民族和民俗文化，或许是海南与恩
施共同的吸引力所在。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钟颢
（海南农垦报记者）

提起黄流，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黄流老鸭这道名菜。我的老家，正是黄流老鸭
的起源地——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

除夕日，我回到了黄流老家，行李还未放
下，便直奔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黄流段的莺歌踏
浪驿站而去。

莺歌踏浪驿站是首批投入海南环岛旅游
公路服务运营的项目，位于环岛旅游公路与黄
流镇通海路交叉处，距离海边不到1公里。

步入驿站，一栋造型前卫的建筑让人眼
前一亮，其屹立于水面之上，犹如一艘踏浪而
行的白色帆船。一旁，一栋栋采用黎族传统
建筑“船屋”造型的民宿，沿着河道整齐排列。

沿着通海路，新农村房舍与商铺栉比鳞
次，新开的农家乐比比皆是，路边停靠着一

辆辆挂着外省车牌的房车，与白鹭纷飞的
水田、连片的智能温室大棚、靠海延伸的环
岛旅游公路、具有别致景观的公路驿站，共
同构成一幅乡村振兴新图景。

黄流镇是海南西南一带重要的商贸中
心，这些年它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海南环岛高铁黄流站开通了，出行的选择多
了；黄流商贸城棚户区的改造，改变了旧市场
脏乱差的面貌；镇上有了电影院，很多基本在
城市才能见到的茶饮店、咖啡店在黄流也有
了；“候鸟”人群纷至沓来，有些还在这里做起
了生意……

人间烟火气，年味正浓时。除夕这天，镇上
熙熙攘攘的人群，商店里摆放的红灯笼、烫金

“福”字，以及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都彰显出浓浓
的年味。我相信，随着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的
牵引、导流作用逐步凸显，推动产业升级，带动
经济发展，这座小镇一年四季都少不了“年味”。

记者亲身感受环岛旅游公路带火家乡旅游业

莺歌踏浪 年味正浓

家的味道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视角：是安徽货车司机老田不远千里将海南菜运到家乡后的团圆；是环岛旅游公
路乐东莺歌踏浪驿站聚集的人气；是在四川和海南寻找跨越时空的东坡文化魅力；是行走在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的万宁琉川村感受乡村的和美善治；是在湖北恩施大峡谷的群山中，向往海南冬日的椰风海浪……这个春节，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借返乡之机，以记者手记的形式记录家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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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恩施女儿城景区，换上土家族服
装的一家人，正拍摄新年全家福。彭青林 摄

莺歌踏浪驿站游客服务中心。 钟颢 摄

⬆正在开车的田磊。
➡2月6日，在安徽省蚌埠

市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外，冰
天雪地中，货车司机田磊正准备
卸货。

魏巍 摄

记者四川老家的孩子们正在读苏轼的诗。王洪旭 摄

万宁琉川村农家书屋里正在阅读的孩
子。 张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