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电话：8227878-8037 8232929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
晚报版部主办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李艳 校对 王艳综 合2018年 9月 22日 星期六

社
情

民
意

吕 梁 市 政 协 调 研 室

吕梁日报社晚报版部 联办

中华文明五千年，所有的历史纷
争、朝代变迁无一不是和吃有关，吃
中渗透着古老中华文化的精髓。我
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的人口大
国，吃饭问题始终是政府要解决的首
要问题，也是老百姓最能直观感受到
的变化。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吃”，既
是人们生活的最低标准，也是生活的
最高追求和享受。

临县人更是把吃当作口头禅，无
论电话聊天，还是相遇问候，第一句
话 就 是 ：你 吃 了 没 有 。 以 吃 礼 顺 人
情，很是耐人寻味。

改 革 开 放 四 十 年 至 今 ，我 国 政
治、经济、农业、工业等各方面都有了
飞速发展，但首先要解决的是人们的
温饱问题。看老百姓日益丰盛的菜
篮子、普通家庭的餐桌子和百姓手里
的饭碗子，我国人民饮食文化的发展
让我们惊喜。

为温饱发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
初，我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
满天放卫星，盛行浮夸风，说一亩地
粮 食 产 几 吨 ，果 园 一 亩 收 获 几 万 斤
等等。紧接着出现了三年严重自然
灾 害 ，史 称“ 三 年 经 济 困 难 时 期 ”

（1959——1961 年）。 当 时 中 苏 交
恶 ，天 灾 人 祸 苦 了 老 百 姓 。 据 统 计
临县 1958——1976 年近二十年间人
均 分 配 自 产 粮 111 公 斤 。 从
1953——1976 年 22 年 中 ，交 售 国 家
公 粮 1.3995 亿 公 斤 ，吃 国 家 供 应 粮
2.5772 亿 公 斤 ，购 销 相 抵 净 吃 国 家
供应粮 1.1777 亿公斤，年均 490.5 万
公斤。那时候，粮食紧缺，人们都为
温 饱 发 愁 ，在 那 个 粮 食 物 资 严 重 缺

乏 的 年 代 ，老 百 姓 只 有 一 个 感 觉 ，
饿 ！ 苦 菜 在 野 菜 里 最 受 欢 迎 ，成 了
当 时 的 奢 侈 品 。 那 时 我 还 读 小 学 ，
吃过食堂大锅饭，吃过榆叶、红薯叶
窝头，吃过瓜花红面拌汤，吃过蒺藜
面煎饼，糠菜半年粮，勒紧裤带上学
堂 。 那 时 不 管 推 开 谁 家 的 门 ，餐 桌
上的菜肴相似，对生活的渴望相似，
他们的理想很简单，吃饱！

临县农村流传这样的话：“挽草
根、吃树皮，把人饿成“潘仁美”（浮肿
病）。

1964 年 ，邓 峰 任 临 县 代 理 书
记 。 1965 年 夏 秋 临 县 大 旱 ，180 天
无 雨 ，粮 食 只 收 获 三 成 。 如 不 采 取
非 常 措 施 ，有 饿 死 人 的 危 险 ，邓 峰
书 记 一 面 发 动 群 众 找 代 食 品 ，组 织
群 众 以 工 代 赈 ，一 面 组 织 全 县 40
个 采 购 到 河 南 、四 川 等 地 购 买 薯
干 、萝 卜 丝 等 ，及 时 调 进 2500 余 万
公 斤 救 灾 粮 和 代 食 品 。 由 于 邓 峰
书 记 精 心 安 排 ，临 县 没 出 现 饿 死 人
的问题。群众赞颂说：“邓峰是个好
书 记 ，红 薯 片 片 救 了 命 。“ 的 确 ，邓
峰 在 临 县 严 以 律 己 ，鞠 躬 尽 瘁 ，是
临 县 干 群 公 认 的 焦 裕 禄 式 的 好 干
部。

上世纪 70年代，临县全县总收入
（以 1978 年为例）2938 万元，人均仅
45元，粮食产量 1265834万公斤，人均
244 公斤。那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一切生活用品以人按计划供应，粮票
是当时解决温饱最重要的物品，视为
人的命根子。

在那“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
的年代，供应粮以玉米为主，老百姓
早餐多是玉米面糊糊或高粱糁糁饭；
午餐多为玉米面红薯面；晚餐则是玉
米面窝头高粱米汤。老百姓营养不
良是常见病。“够不够三百六，吃不吃
金皇后（玉米）”，是当时百姓生活的
真实写照。

吃出健康 追求精致

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粮食连年获得丰收。
粮食的充裕带动了多种经营的发展，
1990 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 295.1 元，
比 1978年增长 6.57倍，农村呈现一派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喜人景象，
农民的钱袋子慢慢鼓起来，人们的日
子一天天富裕起来，饭桌上几乎顿顿
有菜，天天见肉，再也不用为吃发愁
了。人们偶尔也会心血来潮搞点粗
粮食品和野菜忆苦思甜，讲述曾经关
于吃的故事。

如今，人们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吃饱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质量的提
高。人们追求的不再是温饱，而是健
康精致。注重食品的营养性、科学性、
均衡性、多样性，绿色食品、黑色食品、
益智食品成了居民追求的风尚。从勒
紧裤带到凭票购买，从空空菜篮子到

“天天过年”的饭桌子，从追求精细粮
食到粗细搭配成为消费时尚，老百姓
饭碗里的变化显示，绝大部分城市居
民家庭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
生活水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据统计，近年来，城镇居民食品
支出年均增长 9.1%，超过 GDP增长三
个百分点，主食的比重在逐年下降，
副食的比重在日渐上升。现在对于
城乡大多数居民来说，不再是吃饱的
事 ，而 且 是 怎 样 吃 的 好 。 现 在 谈 到
吃，人们的问候不再是吃了吗？而是
说去哪里吃饭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吃着吃着，
人 们 慢 慢 品 出 点 道 来 ，整 天 大 鱼 大
肉，许多疾病就找上门来。心血管、
脑肿瘤、血糖、血脂、血压三高病例持
续攀升成为死亡率较高的疾病。于

是人们开始寻找健康主题，追求低油
脂、低热量，少荤多素、少盐多醋。对
回归自然的“水果蔬菜”极为重视，有
人还专门买了如何合理饮食的书作
参考。蔬菜要吃无污染的，粮食要吃
当年产的，鱼虾要吃活蹦乱跳的，粮
油肉禽要吃非转基因的。人们在市
场上挑剔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落在鲜
货上，而不是价格上。什么食品有营
养、什么食品能防衰老、什么食品能
美发美容、什么食品搭配能保持身体
酸碱度平衡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
题。中国人吃的理念、健康观念迈上
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吃”，这个平常事儿，现在也变得
优雅起来，变的有诗意起来，要吃出舌
尖上的美味，吃出“城市变化”，吃出

“时代背景”。人们不仅要求原料鲜，
味道好，有特色，有文化和历史内涵，
还要放在漂亮精美的器皿里，选择优
雅的环境里，赏着秋菊吃大蟹，烧着木
炭吃火锅，开着空调涮羊肉，唱着歌儿
吃西餐，追求天人合一，情趣横生的境
界。现在中国菜也难以满足人们的品
位了。麦当劳、肯德基、法国大菜、意
大利披萨、日本料理、韩国烧烤等纷纷
进入中国、进入临县，人们不出临县也
能吃遍世界。中华饮食文化在与世界
各国文化碰撞中，博采众长，也得到完
善和发展，“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
学理念则是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
和魅力所在。

春暖花开，万紫千红。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
心，脱贫攻坚奔小康，就是让老百姓
的饭碗里更加丰盛，更加美味，让老
百姓吃的更加健康，更加优雅和有诗
意。让我们迎着太阳，伴着春风，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情和豪迈，端起
金杯，痛饮美酒，吃出中华美食的历
史文化内涵，吃出美味、健康、幸福，
吃出合作、分享、共赢。

在改革开放前，汾阳市贾家庄村
全体干部村民为了集中全力恢复生
产。为此，有人编写出《四季歌》，描
述当年全村沸腾的景象：

渠水解冻入田垄，
桃红柳绿笑东风。
人欢马叫闹早春，
铁牛日夜忙耕耘。
银锄挥舞麦浪滚，
脱粒机下吐黄金。
稻谷新熟高粱红，
葡萄架下落花生。
收割机上歌声起，
满村欢唱好收成。
红炉烈火战严冬，
农建喜传凯歌声。
新长征路重跨步，
光荣榜上尽标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党支

部、村委会带领全村干部村民改革创
新，奋力拼搏，逐步形成以特种水泥
为骨干的恒鼎建材集团，以炼焦、铸
造为基础的冶炼集团，以种植、养殖、
农产品加工为产业链的开发公司，跨
入了全国首批文明村和三星级小康
文明示范村的行列。村文艺宣传队
为了颂扬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变化，
及时编写并表演出了歌舞剧《贾家庄
村歌——共同富裕金光道》：

在这一方热土上，

扎下我们生命的根。
今朝的贾家庄，
人杰地更灵。
党把红旗冲天举，
唤起一代新农民。
我们也有龙的骨，
我们也有龙的魂，
共同富裕是金光道，
万众一心齐奋进。
这首村歌，歌词优美动听，曲调

高亢激越，曾代表汾阳市的选送节目
参加了吕梁地区文艺调演，荣获一等
奖。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近
年 来 ，贾 家 庄 村 的 发 展 驶 入 了 快 车
道 ，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
化，又先后荣获“全国农业旅游示范
点”“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中国最
美休闲乡村”“全国第二批特色小镇”
等光荣称号。村党委、村委会一班人
面对全村整体工作硕果累累，联想到
从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辉煌历程，

于是便又责成专人编写并在全村传
唱出了新的《贾家庄村歌——腾飞之
歌》：

贾家庄腾飞美名传，
艰苦创业不畏难。
冬战严寒夏战暑，
盐碱荒滩变良田。
治水改碱拔穷根，
农林牧副齐发展。
百把镢头聚精神，
自强不息永向前。

贾家庄腾飞美名传，
改革创新不畏难。
统分结合树榜样，
滚动积累大发展。
三大产业做支柱，
和谐村风日子甜。
荣誉比金钱更珍贵，
共同富裕永向前。

贾家庄腾飞美名传，

与时俱进不畏难。
战略蓝图巧规划，
科学发展做理念。
沃野良田织锦绣，
乡村都市谱新篇。
一步一个新台阶，
团结奋进永向前！
永向前！
这首新编村歌，充分体现出了贾

家庄村广大干部村民三大可贵精神：
在第一部分歌词中，体现出了艰苦创
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第二部分歌
词中，体现出了改革创新、共同富裕
的精神；在第三部分歌词中，体现出
了与时俱进、继续深化改革、团结奋
进的精神。这首新村歌以其朴实凝
炼的词句，大气磅礴的韵律，唱出了
贾家庄村改革开放前后四十多年的
进步与发展，激励着英雄的贾家庄村
人民永远向前，再铸辉煌。这首新编
村歌也一举荣获全国首届村歌大赛
十大金曲奖。

省政协委员、汾阳市政
协主席姚翠萍，汾阳市政协
委员、汾阳市教师进修学校
教师辛鹏反映：随着交通工
具日益更新，公共自行车、
共享单车等的发展，私人自
行车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
视野。近年来废旧自行车
的数量逐年递增，有的自行
车长期无人使用，又经长年
风吹日晒，已基本报废。这
些“僵尸自行车”长期停放
在各个小区楼道、车棚和绿
地，不仅占用公共空间，造
成资源浪费，影响小区整体
环境，还给居民的出行带来
不 便 ，存 在 一 定 的 安 全 隐
患。

为此建议：
一、制定方案、明确职

责。
一是政府主导，制定方

案、实施细则。由政府相关
部门研究，制定废旧自行车
回收利用方案与具体实施
细则，确定废旧自行车回收
单位及回收价格，指导回收
清理工作。二是明确部门
职责。明确具体责任单位，
协调社区、城管等相关部门
和废旧物品回收公司等社
会力量开展清理废旧闲置
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在
专项整治中各部门、单位、
社会力量应明确相应职能。

二、摸底排查，宣传动
员。

社 区 或 物 业 要 做 到 细
致 的 摸 底 排 查 和 宣 传 告
知。自行车属于私人财产，
根据物权法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犯。处理过
程中对于无主物应按法定
程序，只有确认是业主丢弃
的无主物，社区或物业才有
权清理。可将公告贴至每
栋单元楼，公告不得少于两
次，每次时间不得少于一个
月，强调公示期满无人认领
视为丢弃物，物业公司有权
处理，所得费用用于小区维
护。对于在各单元、车棚等
公共场地多年未动的废旧
或闲置自行车，物业公司要
拍照、登记并连同公告照片
一并存档。

三、整治处理，回收再
利用。

一是设立“废旧自行车
集中回收点”。在每个小区
可设立“废旧自行车集中回
收点”，对小区内经过公示
期无人认领的无主废旧自
行车进行登记回收，统一清
理。同时对于主动将家中
废旧闲置自行车主动上交
的居民，可以根据回收制度
折价发放现金或公共自行
车充值卡，鼓励使用公共自
行车绿色出行。二是回收
再利用。对于集中回收后
的废旧自行车交由废旧物
品回收公司进行修理和零
配件拆解。经过修理后，车
况较好的自行车，在各小区
组建爱心自行车队，供小区
居民免费使用，既能避免浪
费、方便出行，又能践行环
保。

闲置废旧自行

车亟待整治

不出临县 吃遍世界
——改革开放四十年饭碗里的变化

□ 陈绍岐

旧谣新歌唱发展
□ 樊启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