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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王晓敢

仿佛是个跌入黑暗中的睡美人
当她醒来时候，竟遇上
被你折腾一番的梦香
萦绕成一朵又一朵早春

因为四季
你把一年中最寒冷的风
当作寒梅傲雪
让雪也成为《泌园春·雪》……
一个人为这样一朵花而
雪里藏春，簇拥飞鸟，穿过
它最热烈的盛夏
那是我一颗活泼泼的生命青春
和爱，让它来完成
一团燃烧的红火
在一种甜蜜的幸福里
讲述你这朵花多彩斑斓的来历

张蓓

1982年 8月 25日，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开化县委员会在县
人民大会堂隆重成立。首届政协
开化县委员会共有委员 68人，初
步设置了宣传教育、工业交通财
贸、农林水、科技、医疗卫生、对台
侨务工作等六个工作小组。来自
全县各行各业的委员们在政协的
统一领导下，及时学习和贯彻执
行国家的宪法、法律和各项政
策。该年末，政协委员们考察了
黄谷、马金、汶山、中村、桐村、张
湾等公社的计划生育、森林保护、
发展林业生产等工作。次年5月，
政协委员又深入篁岸乡（今池淮
镇一带）各个村庄、田畈，大规模
开展血吸虫病防治的专题调查研
究工作。

血吸虫病在我县俗称“大肚
子病”“鼓胀病”，该病在我县当时
20个乡镇的 209个村庄流行。血
吸虫病的肆虐猖獗给我县疫区人
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们称它
为“瘟神”。开化民间也流传“人
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
里，肚子出了房”“大肚成筲箕，神
仙也难医”的谚语。

原篁岸乡立江畈有耕地 1300
多亩，本是一个产粮大畈。自从
血吸虫病流行后，这里人迹罕至，
千人大村庄的多户人家遭受到灭
绝性的打击，许多村庄亦成了名
副其实的“寡妇村”“棺材丘”和

“鬼窝”。那时，开化县委县政府
正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决
执行党中央《一九七八——一九
八五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我
省宁波市和上海市血吸虫病研究
所派出医务人员与我县医务工作
者通力协作，在篁岸乡立江畈开
展“防疫任务极为艰巨、防疫形势
极为严峻”的开化县血吸虫病防
治工作。而刚刚组建起来的政协
开化县委员会的委员们，急民生
之急、念民生之苦，想百姓所需、
所盼，数月后就组织下基层、下农
村，到开化县血吸虫病流行最严
重的村庄去，踩点、采样、统计数
据、了解详情，深入疫情重灾区做
实地调研，感同身受，撰写出一篇
篇第一手的各个村庄的血吸虫病
流行趋势与防治措施的调查报
告，及时为县委县政府的血吸虫
病防疫工作建言献策、提供可供
参考的决策依据，非常及时地支

持和响应了县委县政府针对我县
血吸虫病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力部
署和号召。

不久，随着开化县血吸虫病
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推进，为疫
情重灾区输入和提供了大量强健
的生产劳动力，渐渐地，篁岸乡立
江畈大片荒芜的耕地恢复了耕
种，农、林生产也逐渐有了生机。
户户忙耕种，家家灭钉螺，几乎家
家都有血吸虫病人的重疫区篁岸
乡立江畈和十里干滩畈，在坚决
消灭钉螺、坚决消灭血吸虫病的
防疫抗疫战斗中，得到了彻底的
改造。填埋旧的沟渠坝圳，修建
新的用水泥浇筑的田间灌溉水
渠、筑起新的拦河大坝，建起小水
电站，加快田塍地头的农田灌溉
自动化水平。田园村庄盖起了幢
幢新农宅，田野逐步恢复了它往
日黄青绿浅、景丽阳和，稻浪翻
滚、蔬果飘香的丰收景象。它巨
大的变化，被国家各类大小报刊
争相报道，并以“今昔对比”的模
式刊载在显著的版面上，甚至还
引起了香港《大公报》的关注。

而对于这项当时“关系到老
百姓生命健康安全”的《关于血吸
虫病疫情防控》的民生提案，政协
委员们在“哪怕疫情已经得到了
较好防控”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
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对疫情重灾
区高度的关注。他们经常抽时间
回访疫情灾区，了解农民的生产
生活、困难和需求，脚上沾满来自
田野的泥土和露水。直到全县范
围已经完全消灭了血吸虫病后的
2007年，政协还在采取对历年提
案办理“回头看”的方式，就办理
《关于进一步加大血防综合防治
力度的建议》这项提案，继续组织
部分政协委员再次、多次走访乡
村基层的农田大畈和村庄，对我
县的血防工作进行现场的、实地
的视察和调研，并以召开主席约
谈委员会议的形式，再次形成《完
善血防工作体制机制，加强血防
防治工作》的专题报告，向县政府
建言，为县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意见》
提供决策依据。

白驹过隙，沧海桑田。四十
年的风雨历程，也就是弹指一挥
间。政协开化县委员会从建立之
初就关注民生疾苦，倾听民生诉
求，反映社情民意，为老百姓解决
切切实实的民生问题建言谏策，

这样的初心使命、这样的责任担
当、这样的工作作风，现如今已被
一届又一届新履职的政协委员们
作为一项传统保持了下来。

回望历史，在四十年的风雨
征程中，政协开化县委员会根据
不同时期社会民生的需求，曾创
办了“县政协文化补习学校”。委
员们走访下山脱贫小区，帮助生
活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组织
送医送药下乡，组织送文化下乡，
送体育健身下乡，开展慈善一日
捐等活动。委员们还从多角度、
多方面关注开化县城旧城改造、
道路交通和桥梁建设。关注县图
书馆、文化艺术中心、博物馆、医
院、学校、车站的迁址或建造工
作。关注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后
出现的下岗职工问题、养老托小
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居民离婚增
多问题、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问
题、开化龙顶茶产业发展问题、乡
村民宿农家乐经营问题等等。委
员们曾经参与撰写了诸如《关于
下山脱贫小区建设工作的调研报
告》《开化县林权抵押贷款的现状
与建议》《创开化龙顶名牌的几点
建议》《“小县大城”战略下开化城
区小学教育现状调查与建议》《开
化县学前教育现状与发展的调研
报告》《关于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的调研报
告》《关于切实加强我县城区道路
交通环境整治工作的建议案》《关
于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关爱体系的
对策研究》等等，一大批涉及我县
民生、民意的调研报告和建议提
案，为解决开化县的民生问题、提
升开化老百姓的民生体验和幸福
生活指数，都留下了扎实的足迹
和印记。

“若是初心未改，多应此意须
同”（出自宋代，宴几道《风入
松》）。在政协开化县委员会成立
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回望来时的
路，回望政协成立之初就积极投
身其中参与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血
吸虫病疫情防控工作，以及由此
而开始的开化县政协委员会四十
年如一日坚持“为民发声、为民解
困”，始终“关注民生、倾听民意”
之职责，开化政协在参与“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四十
年履职尽职生涯中，始终都初心
不改，始终都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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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北京的茶食》中有一段话：“我们
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
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
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解渴的
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
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遥想当年，还是上班族的我无暇顾及“夕
阳”“秋河”，风里雨里，两点一线，兢兢业业。
直到退休，方可静心“看花、听雨、闻香”，除了
这些，还喜欢看书、摄影、学学电脑，虽说半路
出家，毕竟迈出第一步。

爱看闲书。读着读着，便有了试笔的念
头。涂呀涂，画呀画，小文章写出来了，套上
信封寄出去，终于成了铅字。小鼻小眼小家
子气的小豆腐干，不堪示人；灯下孤芳自赏，
图个高兴而已。捏紧了稿费单，反反复复地
看了又看，不是因为些许小钱，而是成功的幸
福感。

学电脑，只因电子稿流行，纸质稿无人问
津，不学不行。小心翼翼地开机、关机，慢慢
腾腾拼音，停停歇歇地敲打，没打几行字就已
头昏脑胀，眼冒金星，颇有赶鸭子上架的意
思。熬过那一关，总算有点自信。打开电脑，
想写啥就写啥，想怎么改就这么改。自己觉
得满意时，鼠标一点，“发送完成”，多日辛劳
一扫光。

学摄影时，曾置下一副行头：外罩有许多
口袋的坎肩，胸前挂个“傻瓜机”，像模像样的
专业范儿。外出追风逐影，足迹留在台回山、
西坑、河滩、古田山、钱江源……带回一摞摞
照片，选几张参赛，获得一个鼓励奖。虽无足
轻重，我还是很满足——踏遍青山人未老。

如何把照片从相机传到电脑，又要重新
学习，不懂就问。QQ交往，电波传送，空间拓
展。文图传送，一气呵成。自此，源头青山绿
水、人文风情，不再独享。

人逢盛世新事多，电脑亦亲白发翁。只
是岁月不饶人，久坐会伤神。若为健康故，时
间要适度，动静结合更相宜。

比如说可以自己买点食材，对照食谱，依
样画葫芦。把兴趣融入一日三餐，贴一张“煮
男”标签，如能被家人赞个“好”，也能偷着一
乐。还有一些生活小技艺，不须做学问，不须
调研。采一束野花，妆点厅堂，不是参赛，觉
得爽目即好。

一年很长，365天；一生很短，只在一瞬
间。一个充实的晚年，兴趣养身好。

四十年风雨征程 月季花

兴趣可养身

生活感悟

龙潭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