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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添棉衣棉被了。”小雪刚过，
气温骤降，女儿石爽一声喊叫让钱德
翠想到了什么。她一边跨出房门，一
边说：“灶台火开起的，我去给龚婆婆
铺毯子。”

54岁的钱德翠家住开州区文峰街
道明镜石公寓某单元6楼，她口中的
龚婆婆叫龚益桂，今年76岁，双目失
明，独居在同单元2楼。

2014年，龚婆婆搬到明镜石公寓
居住后，钱德翠就成了她的“女儿”。

“我虽独居，却不孤独。”老人说。

母亲走了，却来了个“女儿”

钱德翠与龚婆婆的缘分，还得从
一场误会说起。

2014年，钱德翠还在上班。一天
早上出门，她发现二楼门口放着垃圾，
便顺手带下楼丢到垃圾桶。

“接连几天门口都有垃圾。”钱德
翠说，此前 2 楼的房子很久没住人
了。按规定，每户的垃圾都要自己扔
到楼下垃圾桶。钱德翠心里嘀咕，“新
来的住户还不懂规矩。”

钱德翠敲开门想提醒对方，可眼
前站着的人双目紧闭。这相貌，她似

曾相识，突然想起来，“你是从老城搬
过来的？你爸爸是不是在医院上班？”

“你啷个晓得呢……我叫龚益桂，
刚搬到这里来。”钱德翠也曾住在开州
老城，对龚婆婆有印象，两人很快热络
起来。

钱德翠不好意思再提垃圾的事
儿，只告诉龚婆婆“有需要随时吩咐”。

此后，她每天上班都会顺手带走
龚婆婆的垃圾。

原来，龚婆婆3岁时因病导致双
目失明，终身未嫁，但从小就练就了独
立生活的能力。

龚婆婆才搬过来时，其母亲还在，
隔三岔五会来陪她。除了干重活、高
处拿东西、外出买菜等，钱德翠真还帮
不上多少忙。

2016年，龚婆婆的母亲去世。自
此，钱德翠每天上班路过都要去打个
招呼，下班回来也要去陪龚婆婆坐一
会，帮她做些家务活。

“母亲走了，却来了个‘女儿’。”龚
婆婆说，是钱德翠陪她度过了最难熬
的时候。

把你电话存第一个

走进龚婆婆的出租屋，记者看到，
房屋虽老旧，但地板擦得发亮，茶几、
桌子一尘不染，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厨
房的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

“你们天天帮忙做清洁？”记者
问。钱德翠连连摆手，搂住龚婆婆的
肩膀称：“这些都是她自己做的。”

“我还能动，努力自己做。”龚婆婆
说，除了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她目前

身体还行，基本生活也能自理，尽量不
给大家添麻烦。老人拉着钱德翠的手
说，“这10年，翠翠帮我的地方多着
呢。”

龚婆婆已经把钱德翠当成了女
儿，向记者念起这个“女儿”的好。

垃圾放在门口，钱德翠帮忙扔；菜
没了、药完了，钱德翠帮忙买；钱德翠
家里煮了好吃的，不是请龚婆婆到家
里吃，就是送一份到老人家；新冠疫情
发生后，钱德翠刚好退休，主动报名参
加了志愿服务，龚婆婆每日三餐都是
她给送上门……

钱德翠还担心老人家中漏水漏
气、下水道堵塞，特别怕她突发疾病、
摔跤，“因为她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总
是自己爬凳子取东西，很危险！”

时间久了，钱德翠也摸出了规律，
每隔一段时间就主动上门帮龚婆婆换
洗被子。气候一旦变化，她就提前把
换洗的衣服、床被拿出来。

一天清早，钱德翠刚走到2楼，就
见龚婆婆站在门口等她，说凌晨就开
始肚子疼，钱德翠急忙将老人送往医
院。

此事发生后，钱德翠将自己的电
话号码存进龚婆婆手机里，方便老人
有事随时呼叫。

“把你电话存第一个，打起来方
便！”龚婆婆说，她有姐姐、弟弟、侄儿
侄女，时常也请她串门、走动，对自己
也很好，但毕竟不在身边，都有各自
的家庭和工作。老人感慨，“远亲不
如近邻，多亏身边有翠翠这样的好邻
居。”

又多了个“孙女”

2020年，钱德翠的女儿石爽成为
社区网格员，也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存
进了龚婆婆的手机中，排在妈妈的前
面。

过去，只要天气好，龚婆婆就会外
出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听左邻右
舍聊天。如今，老人年纪大了、抵抗力
弱了，就很少出门，空闲时不是在沙发
上发呆，就是在屋内来回走动，因为选
节目不方便，家里那台电视机也很少
打开，机身都是灰尘。

“成天闷在家里好难受嘛。”石爽就
每天抽空给老人开关电视机，手把手教
她摸索着摁开关、选节目，“现在，龚婆
婆特别喜欢听新闻。”

石爽还特别担心龚婆婆用电饭锅
煮饭不方便，就特地向社区申请，为老
人添置了一个语音电饭煲，现在煮饭
方便、安全多了。

龚婆婆总说，她现在又多了个“孙
女”。

如今，龚婆婆的家里不再冷清。
除了钱德翠母女时常进出，社区干部、
邻居们也时常来关心她。今年3月8
日，她所在的明镜石社区党委书记李
晓琴带着社区干部来到老人家中煮饺
子庆祝妇女节，还帮忙安装了一键呼
叫器。

李晓琴告诉记者，社区也曾将老
人送到敬老院，但老人说目前生活还
能自理，“好在有钱德翠母女俩这样的
好邻居，我们也会时常登门看望老人，
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我虽独居，却不孤独”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刘冲）12月 5日上午，首届巴渝
和美乡村村歌大赛决赛在长寿区长
寿湖镇铁人广场举行。该比赛于半
年前启动，主题为“让村民唱自己的
歌”，通过片区赛的激烈角逐，13个
区县的 17 支村歌队伍进入决赛。
最终忠县磨子土家族乡石梯村村歌
《开出万里振兴路》、长寿区渡舟街
道渡舟村村歌《画里渡舟》获得团体
一等奖。

17支参赛队伍中，各村村歌表演
形式多样：云阳县毛坝村村民以RAP
（说唱）形式，唱出了家乡柑橘“脆嫩化
渣”的口感；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何
家村用苗族特色民歌，唱出家乡稻米
特色产业；垫江县包家镇甄桥村村民
在舞台上用一场“爱情故事”，向观众
展现返乡年轻人的创业热情。

获团体一等奖的忠县磨子土家族
乡石梯村村歌《开出万里振兴路》，取
材自当地非遗石工号子，表现了当地
村民过去以“打石做磨”为生，村民击
石而唱的特色文化。

“圆圆薄脆饼，沁人入心怀……”
同获团体一等奖的长寿区渡舟街道渡
舟村村歌《画里渡舟》歌词中出现的薄

脆饼、血豆腐等土特产，让台下不少当
地村民直呼“接地气”。

此次比赛的奖品也颇具农趣农
味，团体一等奖的队伍获得长寿湖有
机鱼，团体二等奖、三等奖获奖队伍则

分别获得长寿柚、柑橘等奖品。
截至2023年底，我市通过政府引

导、村民主创、社会参与，已创作近
100首“共创型”村歌。村歌正日益成
为我市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
据了解，首届巴渝和美乡村村歌

大赛由市农业农村委、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西南大学主办，中共长寿区委
员会、长寿区人民政府承办。

首届巴渝和美乡村村歌大赛落幕

唱响农民自己的歌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果农玩说唱，菜农唱民歌。首届
巴渝和美乡村村歌大赛吸引了众多农
民参与。如何让村民唱响自己的歌，
如何让希望的田野孕育出更多更好的
村歌？12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了相关负责人和村歌队伍代表。

村歌共创 村民唱出家乡美

村歌，主唱是村民，唱的是村事，
歌词间传递出的美好愿景，与家乡发
展的巨变密切相关。

与常见的歌唱比赛不同，首届巴
渝和美乡村村歌大赛在赛制上，要求
村歌表演成员70%以上为当地村民；
赛事评审组除了音乐家，还有村干部
等担任评委以增加群众性，这两项变
化让不少村民主动参与到村歌表演
中。

“嘿咗——嘿咗——乡村大地开
出万里振兴路！”5日的比赛现场，10
余位忠县磨子土家族乡石梯村村民随
着音乐节奏，喊着劳动号子，挥舞手中
的石工工具，模仿起老村民“逢山开
路”的劳动场面。惟妙惟肖的表演结
合流行音乐的表现形式，让不少观众
拍手叫好。

石梯村因村里石山地貌而得名，

不少村民曾以“打石做磨”为生，劳动
时有喊号子、击石而唱的习惯。因此，
石梯村驻村干部、村民结合当地传统
文化，融入土家唢呐、流行音乐等元
素，共同创作出了村歌《开出万里振兴
路》。

“通过‘村歌’这一载体，我们把家
乡的民族服饰、特色文化等元素推向
了全国，让更多人了解并关注忠县乡
村文化。”忠县磨子乡相关负责人表
示。

无独有偶，为激发新老村民建设家
乡的热情，巴南区鱼池村干部依托北京
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和西南大学乡村
振兴战略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起的“村
歌计划”，带着新老村民众筹创作经费，
让村民都参与到村歌创作过程。

“‘众筹’创村歌，让咱们村人心凝
聚起来了!”鱼池村党委书记文承军
说，鱼池村村歌《云上鱼池》创作出来
后，还引来不少共建家乡的新村民。

人气密码 比赛自带乡土味

村歌大赛舞台上，村民是明星，村
民日常的劳动、生活，是最好的节目内
容。

比赛当天尽管下着小雨，但仍有
许多村民兴致不减，从四面八方赶来
观赛。这一方面是因为村民们发自内

心对村歌的喜爱，另一方面是因为比
赛自带的农趣农味，让他们找到了亲
切感。

例如，云阳县云安镇毛坝村10多
位村民，以刚采摘的柑橘作为表演道
具，用RAP（说唱）形式唱出了丰收的
喜悦。

毛坝村村歌《云安红橙》中出现的
“汁多皮薄可以插根吸管喝”“入口化
渣不得卡牙巴（牙齿）”等歌词都是当
地村民精挑细选的土特产“关键词”，
他们把对家乡的热爱写进歌词，把对
家乡的自豪唱进歌声中，简单质朴的
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我们村歌表演队大部分由果农
组成，最近正值柑橘采摘期，村民上午
忙农活，下午就聚在一起排练村歌。”
云安镇宣传委员李秋娥说，村歌自带
的乡土味让村民感到亲切、唱得高兴。

除了RAP，17支村歌队伍还带来
了情景表演、民歌大合唱、歌伴舞等节
目，点燃了线上线下观众的热情。

村歌搭台 农产品畅销

村歌大赛自带的乡土味不仅引来
了人气，还带动了不少地方农特产品
的销售。

首届巴渝和美乡村村歌大赛举办
场地位于长寿湖镇，该镇不仅是游客

聚集地，更是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展示窗口，比赛一开始便吸引了十里
八乡的村民和游客前来观赛。

热闹的赛场外，土特产展会同样
销售火热。“我们带来的晚熟柑橘、沙
田柚等水果吸引了不少观众选购，还
获得了外地游客订单。”长寿区柑橘行
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除此之外当
地的蜂蜜、生态鸡蛋、长寿湖有机鱼等
特产也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不少人
满载而归。

此外，赛事承办方还设立了长寿
古镇、长寿湖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
展板，利用村歌大赛人气以赛带农，为
长寿湖景区民宿、农家乐积聚人气，吸
引新客源。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
副院长潘家恩是本次大赛评委，在他
看来，乡土文化活动与比赛结合，不
仅带动了更多农民群众参与家乡建
设的积极性，更推动了乡村土特产品
牌传播。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村歌的根在乡村、源在乡土、情在村
民，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以乡土味
聚拢人气、带动乡村发展的作用。“下
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搭建好平台，创作
出更多更好的村歌，让村歌成为村民
们的流行歌。”

让希望的田野孕育出更多“农民歌”

独居老人双目失明，邻居钱德翠

十年如一日照顾，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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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
记者 陈维灯）重庆市生态环境局12
月5日举行“建设美丽重庆 区县在行
动”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重
庆市黔江区、南川区、武隆区、秀山县和
彭水县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就推进
美丽重庆建设重点工作情况作介绍。

黔江完成阿蓬江流域
12条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黔江区生态环境局局长张怀介
绍，今年以来，黔江投资约1000万元，
完成阿蓬江流域12条农村黑臭水体治
理，治理面积约7520平方米。

“余家沟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就是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项目。”余家沟
位于阿蓬江镇高碛社区，78户200余
人常居于此。长期以来，周边居民将
生活污水、垃圾等直接倾排到河沟中
造成水体污染，经过常年的腐化淤积
导致余家沟这条“清水溪”变为了“臭
水沟”，黑臭面积约1360平方米，严重
影响沿线居民日常生活，直接威胁阿
蓬江水环境安全。

黔江首先通过“系统治理”与“村
民自治”相结合，推进黑臭水体“源头
治理”，建设完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同步对沟渠进行清淤疏浚；发动村
民共建共治，通过村民“一事一议”共
商共建。如今，余家沟的臭水沟已恢
复成清澈的小溪，周边的人居环境也
得到明显改善。

武隆生态经济占GDP
比重达73%以上

武隆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李尚胤介
绍，近年来，武隆坚持“两山”实践创
新，着力发展生态经济，让绿水青山生
态“颜值”转换为金山银山市场“价
值”，全区生态经济占GDP比重达73%
以上，“生态资源”到“幸福资本”的转
化初见成效。

该区全面收集山水林田矿房旅文
等生态资源数据5900万余条，绘制“生
态家底基础地图”，利用大数据集成，
实现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房使用权等
生态资源线上交易253单2亿元。

依靠奇山秀水，武隆打造一系列知
名景区景点，全区超10万群众吃上“旅
游饭”，旅游扶贫消除贫困村48个，3万
余名贫困群众靠旅游带动脱贫致富。

武隆还在全市率先完成生态系统
生产总值（GEP）核算，经测算总值
2393亿元；创新推进旅游景区基础设
施公募REITs，有望成为全国首批文
旅类REITs产品上市发行；积极提升
生态资产品牌价值，喀斯特旅游价值
评估超过303亿元。

武隆充分依托丰富的页岩气、水
能、风能等能源资源，加快清洁能源示
范项目建设，实现清洁能源装机163.5
万千瓦、占全市比重达到12%，是重庆
市清洁能源重要供应基地。

此外，武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全市
率先整体退出煤矿开采，稳步推动全
域国土应绿尽绿、宜绿则绿；加快发展
生态工业，建立“2332”制造业产业发
展体系，加快推进实施白马航电、页岩
气勘探开发、抽水蓄能等一批重大项
目，以清洁能源、绿色建材、新能源汽
车、旅游装备及消费品为主导的生态

工业产业加快发展；发展壮大生态服
务业，发展特色餐饮店、旅游民宿、生
态农家乐等住餐企业；突出新质生产
力培育，创建低空经济先行试验区，引
进傲得航空飞行器制造、亿航航空科
技智能制造及应用等项目，固定翼飞
机、重载无人机实现“武隆造”。

南川推动生态产业蓬勃发展

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
长严作峰表示，南川将继续发挥生态
优势，通过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生态
保护三大手段推进“两山”转化。南川
区全力推动文旅康养、先进制造业、现
代农业等生态产业蓬勃发展。今年
1—11月共接待游客3903万人次，同
比增长10.5%，游客总花费245.69亿
元，同比增长10.8%，带动就业4万余
人次，户均增收5000余元。

秀山率先在“锰三角”
地区完成锰污染整治

秀山县生态环境局局长钟议介绍
近年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综合
施策，标本兼治，绿色转型，率先在“锰
三角”地区完成锰污染整治。

秀山与湖南省花垣县、贵州省松
桃县是我国重要的锰矿开采加工区，
碳酸锰矿资源丰富、电解锰企业集中，
被称为“锰三角”。上世纪80年代末开
始，掠夺式开发和粗放型生产虽然增
加了当地的GDP，但也造成了严重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为此，秀山成立了县委、县政府主
要领导任“双组长”的锰行业污染治理
与淘汰退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15个
工作组。同时，秀山多渠道筹集治理
资金23亿元，保障落后产能退出和污
染治理等需求。

秀山建立了“一企三专班”工作机
制，细化实施方案，48家涉锰企业、170
万吨落后产能全部退出，201个矿山井
口永久封闭，率先在全国涉锰地区全
面退出落后产能；通过市场化引导，与
企业算清政治、经济、生态、民生“四笔
账”，“以奖代补”，引导企业自愿退出，
并组建联合执法组，开展日常巡查，坚
决防止死灰复燃；制定了《历史锰渣场
环境风险管控技术指南（试行）》治理
规范，在全国涉锰地区推广；组建国有
环保公司，对18个风险较小的渣场开
展原位治理，对5个沿河风险较大的渣
场开展转场治理，如期完成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问题整改，8项治理新技术行
业领先。

在此基础上，秀山全方位支持企
业转型，预留6000亩工业用地，利用
腾退的33万吨能耗指标和近4亿元电
力资产，发展新产业，形成50亿级产业
集群；全链条发展绿色产业，加快打造

“235”制造业集群体系，总量倍增，绿
色制造占工业比重达86%，连续5年进
入西部百强县。

彭水“五水共治法”推动
水环境质量持续全市领先

彭水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涛表
示，彭水县采用统筹水环境、水资源、水
生态、水安全、水文化的“五水共治法”，
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全市领先。彭水
县通过智慧河长系统实现数据“一张
图”综合展示，及时掌握水质、水量、环
境等状况，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同
时，全面贯通运用“巴渝治水”，通过问
题“发现—交办—整改—销号”闭环管
理机制，实现与乡镇、部门联动处置水
质异常事件，有效处置率100%。

五区县晒出
建设美丽重庆新成果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苏畅）11月29日，奉节脐橙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奉节脐橙品牌
价值已达381.7亿元。

奉节是全国脐橙单产第一县，脐
橙种植规模达37.5万亩，年产量40.5
万吨，占全国市场的8%，综合产值达
60亿元，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生态原产地保
护产品”等认证，成功入选CCTV国家
品牌计划、国家“十佳品牌案例奖”，在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公用品牌100
强中位列全国第20位、重庆市第一位。

目前，奉节已培育20多个优质脐
橙品种，脐橙品牌价值达381.7亿元，
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奉节脐橙远销
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十多个国
家。

据了解，第六届重庆·奉节国际橙
博会和中国柑橘学会2024年学术年会
将于12月中旬在奉节举办，届时国内
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将围绕奉节脐橙
发展、品牌价值等主题进行研讨。

奉节脐橙品牌
价值达381.7亿元

【新闻纵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