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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文心副刊
值班主任：孙靓 责任编辑：刘英楠 新闻热线：（010）63376822 E-mail：zgxxbfkb@163.com

《中国国情国力》杂志于 1992 年创办，是国家统计局

主管的综合性期刊。按照展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成果、

剖析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建言中国科学发展良方良

策的定位，通过全方位报道我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

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进程与经验成就，帮助广大读者“正

确认识国情 准确把握国力”。

●栏目设置：卷首、聚焦、数读、创新、观察、治理、纵

横、简讯。

●稿件要求：6000 字以上，内容新颖、论点明确、文

句精练，文题简明扼要，文稿资料可靠、数据准确。

●文章结构：题目、作者、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

文章正文、注释、参考文献。

●论文要求：

中文标题一般不超过 20个汉字。

摘要字数控制在 300 字左右，关键词提炼 3-6 个，注

明中图分类号。

正文序号层级：一、（一）1.（1）。

注释为尾注，与内文一一对应。

●参考文献：采用“实引”方式，与内文一一对应，列

于文末。文献著录格式如下：

◎著作：[序号]主要责任者 . 文献题名[M]. 出版者，

出版年：起止页码 .

◎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 . 文献题名 [J]. 刊

名，年（期）：起止页码 .

◎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 . 文献题名[N]. 报

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译著：[序号]主要责任者 . 文献题名 [M].（译者）.

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

◎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 . 电子文献题名[EB/

OL]. [发表或更新日期]. 文献出处或可获得地址 .

◎稿件中的数据和引文要注明资料来源，相关数学

公式、曲线图、数据表格，务必字迹清楚、规范、图形清

晰。数学公式、引用数据核对准确，注明出处。

◎国家、省部级基金及其他重大或重要科研项目产

出的文章需注明项目名称，在括号内注明项目编号。每

篇稿件只标注一个项目名称。

◎稿件可直接寄至编辑部，凡作者邮寄稿件，请用

A4 纸打印；或发送到投稿电子邮箱：zggqgl@sina.com。

稿件中请注明通讯地址、邮编、电话、邮箱。编辑部对采

用稿件有权删改，不同意删改者请在稿件中注明。

◎本刊不收取审稿费和版面费等，并对刊用稿件支

付稿酬。

◎来稿文责自负，凡投寄本刊的稿件请勿一稿多

投，若 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本刊

坚决抵制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一经发现，投稿作者将被

记入黑名单。

◎本刊已加入若干期刊数据库网站，为读者提供网

上阅读服务。若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数据库，请在来

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投稿须知的最终解释权属于《中国国情国力》杂

志社有限公司。

·广告·

杂 志 征 稿 启 事

■ 朱健茹

临川的谷雨，是从布谷鸟的啼鸣

里醒过来的。天蒙蒙亮，便看见老周

叔披着蓑衣，正弯腰将稻种撒进如镜

面一般的水田。雨丝细密，落在他肩

头凝成晶莹的水珠，和泥土湿润的气

息一起，晕染出一幅鲜活的农耕画

卷。田埂边的苦楝树簌簌抖落粉紫色

的花瓣，顺着雨势漂进沟渠，仿佛也在

呼应这场与农时的约会。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老周叔

直起腰，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眼角的皱

纹里都藏着经年累月的经验。在临

川，谷雨不仅是节气，更是农人的行动

指南。家家户户都忙着翻耕土地，为

早稻移栽做准备。老周叔特意带我去

看他的育秧棚，嫩绿的秧苗齐刷刷地

挺立着，像一群等待检阅的小士兵。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临川的“谷

雨开犁”仪式。邻村的胡大爷是村里

公认的老把式，每年谷雨这天，他都会

在牛角上系着红绸，在自家田里犁出

第一垄地，引来不少村民围观。“庄稼

人脚下沾泥心里才踏实”。胡大爷直

起腰说道，额角的雨水混着汗水滑

落。他望着新犁出的田垄，眼神里满

是敬畏与期待。这场仪式不仅是祈求

风调雨顺，更是一代代临川人对土地

最质朴的敬意，是农耕文明绵延不绝

的血脉传承。

雨水渐密，老周叔粗糙的手掌攥

住一把紫云英鲜嫩的草茎。青绿的汁

液顺着指缝渗出，他说道：“把这翻进

土里，比化肥还管用！以前穷，就靠这

些养地，现在条件好了，但老法子不能

丢。”话音未落，远处田埂掠过一道雪

白身影。老周叔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用沾着泥的手指一指：“你看，紫云英

多了，鸟儿都爱来”。确实，几只白鹭

正优雅地在田埂间踱步，啄食着紫云

英根部的蚯蚓。雨水漫过新犁的田

垄，粉紫色的花浪在风里起伏，惊起的

水珠裹着草香，与白鹭振翅的簌簌声

融成一片，构成一幅和谐的生态图景。

远处传来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

田野的宁静。原来是隔壁村的农机队

在进行机械化插秧。一行行秧苗整齐

地插进田里，效率比人工快了几十

倍。老周叔望着远处，眼神复杂：“现

在种地越来越省事了，但有些老手艺，

怕是要失传咯。”他说起年轻时，村里

十几人一起插秧的热闹场景，你追我

赶，不时有人唱起秧田歌。不过他也

承认，机械化确实减轻了农人的负担，

让大家有更多精力去研究科学种植。

去年，他就在农技站的指导下，尝试了

稻蛙共作模式，收入比传统种植翻了

一番。

雨势渐歇，夕阳在云层中若隐若

现。田间地头依旧到处都是忙碌的身

影。种西瓜的李婶正在搭建瓜棚，竹

架上缠绕着崭新的遮阳网；果园里，果

农们踩着梯子给新栽的梨树套袋；几

个孩子在田埂上追逐嬉戏，手里举着

刚摘的野草莓。老周叔望着这片生机

勃勃的田野说：“这个时节的临川，连

空气里都飘着希望的味道”。

夜幕下的村子，只见炊烟袅袅升

起，与天边的晚霞交织在一起。田垄

间的积水倒映着渐暗的天空，偶有青

蛙跃入，荡开圈圈涟漪。远处传来老

式收音机播放的昆曲牡丹亭，与虫鸣

犬吠混在一起。谷雨时节的临川，既

有传统农耕的古朴韵味，又有现代农

业的蓬勃生机。这场及时雨，润泽了

土地，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临川人的

心田，让古老的农耕文化在新时代焕

发新的光彩。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临川调查队）

谷雨耕谣

■ 潘学光

四月，春暖

大地散发着泥土的芬芳

沉睡了一冬的小草

也伸了伸懒腰

用翻滚着的新绿

安慰着不老的春光

四月的风

温柔地抚摸着调查的手掌

轻轻地翻开

统计报表的每一个篇章

那些统计人跋涉在

纵横交错的经纬线上

用双脚丈量着陵谷沧桑

用数据记录下民生万象

四月的雨

黏成水晶般的丝线

纷纷地洒落在

炊烟袅袅的村庄

调查员行走在千村万巷

收集春耕备耕的数据

叩问着衣食住行的信息

一点一滴

汇聚起民生的幸福

一笔一划

勾勒出丰收的希望

四月的统计

如诗，如画

在人潮如织的历史文化街区

在尽藏人间烟火气的集市

统计人用数字的镜头去捕捉

消费潜力的热气腾腾

四月的调查

如歌，似梦

在项目建设的火热现场

在工厂车间马达的轰鸣声中

统计人用数字的缩影去描绘

国民经济跳动着的脉搏

四月，掬一捧春光

用数字晕染了五彩的山河

在调查的诗行里

煮一壶岁月的清茶

邀东风为媒

唤醒那灼灼十里桃花

（作者单位：吉林省柳河县统计局）

四月，献给统计的诗行

■ 冯少芬

家附近坐落着许多古厝，这些

古厝经历了百年风雨，宛如盘膝而

坐的沧桑老者，在龙眼树的婆娑树

影里静默着。青苔斑驳的砖墙间蜿

蜒着一条条小巷，最令我魂牵梦萦

的便是那条未曾铺设水泥的小土

路。它沾着晨露的湿润，嵌着几枚

不知年岁的碎瓷片，在春风里泛着

温润的微光，在时光长河里镌刻着

岁月的絮语。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总是走

路去上学，这条裹着泥土清香的小

巷便是必经之路。每个晨光熹微的

清晨，帆布书包在身后雀跃地拍打

着，铅笔盒里的玻璃弹珠与铁皮

尺叮当作响，三四双塑胶凉鞋踢

踏着欢快的晨曲，我们像一群刚

出笼的麻雀，叽叽喳喳的。我们

用脚尖追逐滚动的碎石，惊起墙

缝里打盹的露珠。石缝里钻出的

狗尾草很是俏皮，翠绿的穗子挠

得人鼻尖发痒，那时我们总喜欢

揪 一 根 叼 在 嘴 里 ，尽 显 顽 皮 之

气。有时，我们也会随手摘下一

片不知名的草叶子，置于嘴唇的

两 瓣 间 ，比 拼 谁 吹 得 更 加 响 亮 。

悬铃花探过斑驳的砖墙，红色的

小花垂成蜜罐，我们会揪下几个

花苞，吮吸着花蜜的清甜。

傍晚放学时，爷爷的绿色粗布

衫在夕阳下最是显眼。他坐在巷

口的石凳子上，喊着“别玩喽，回

家吃饭喽”，尾音拖长的吆喝，惊

起瓦檐下栖着的燕子，也惊醒了

贪玩的雏鸟。小巷里，各家的灶

香此起彼伏，或是小葱煎豆腐，或

是西红柿炒鸡蛋，或是西瓜皮煮

猪肉，总能勾起肚子里的馋虫，我

不由得加快了步伐，蹦蹦跳跳地

跟着爷爷回家。

小巷里的人家，吃完饭后，便会

来到小巷尽头的小广场，坐在石凳

子上，聊聊今天的趣事，说说家长里

短，听听小孩子的闹腾声，我和小伙

伴们则是喜欢在一旁玩跳房子。小

巷周围都是瓦片房子，巷子里散落

着一些红色的瓦片，我们便会去小

巷里捡几块碎瓦片，在小广场的石

砖上画红色的格子，而后大伙儿都

争取不压线，努力“盖房子”，嬉嬉闹

闹，实在开心。

我记得巷子里还有棵歪脖子的

芭乐树，路过的时候我们总是仰着

脖颈盘算树上挂着的芭乐何时泛

黄，想看看这翡翠果实如何在时光

的流逝中挂上一抹香甜。可当饱满

的果香漫过砖墙时，狡猾的枝丫早

已攀上云端，只剩瓦片缝隙漏下的

几缕甜香，仿佛在嘲笑我们踮到发

酸的脚尖。幸而转角处的老桑树结

着触手可及的果实，甚是香甜。我

总是摘得一手黑红黑红的，嘴巴上、

衣服上也是。尽管奶奶会训斥我将

衣服弄得不好清洗，但我会和奶奶

说桑葚真的很甜。

如今，小巷依旧是一条没有铺

设地砖的小土路，周围的古厝依旧

在风雨里静默着，只是小巷里的袅

袅炊烟已不再升起，小巷尽头的小

广场上也不再有话家常的大人和跳

房子的小孩。但是小巷里的红色碎

瓦片依旧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

小广场砖缝里钻出的车前草替跳房

子的方格续写过往的热闹，石凳子

依旧在暮色里述说着往事，芭乐树

的年轮里记录着曾经有一群小孩在

树下仰望着树上的果实。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漳州调查队）

古厝间的小巷

■ 郝欣钰

归乡锅茶滚烫，佳节围坐皆是

团圆。不知不觉已是工作的第二个

年头了，记忆中的通辽，是湛蓝低垂

的天空、无边的草原和点缀在上的

牛羊。回到家乡后，早上从熟悉的

屋中醒来，厨房传来茶汤沸腾发出

的咕嘟声，就像奏响一首欢迎归家

的乐章，直直钻进心底。

落座后，桌上摆着熟悉的碗

筷，盛满了热气腾腾的锅茶，袅袅

白雾升腾而起，如轻纱般缭绕，带

着家的温度与思念的味道。亲人

围坐谈笑时，母亲忙碌着制作锅

茶，选用家中味道最醇厚的砖茶，

用茶刀将砖茶仔细分成小块封入

茶包后烹煮，直至茶汤变得浓郁，

再将茶包捞出，依次加入盐、嚼克

和少量酥油，转小火慢煮。在这个

过程中，母亲手持长柄勺，小幅度

地不断舀起茶汤，让茶汤在空中划

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这便是“扬

沸”。直至酥油、盐和嚼克完全融

化，接着倒入新鲜的牛奶，依旧不

停地扬沸，让各种味道充分交融。

待茶汤再次沸腾，放入用酥油精心

炒制的炒米、奶皮、奶豆腐和牛肉

干，再煮上一会，完全激发出食材

的香气，一锅暖身又暖心的锅茶便

大功告成。分发锅茶时，母亲将多

多的肉干盛给我，大概亲人最朴素

的关怀总是：孩子，多吃一点吧。

对内蒙古人来说，奶茶不是单

纯意义上的饮品，而是一种情感，一

种文化。锅茶，是砖茶与牛奶在铜

锅里熬煮出的醇厚，是炒米、黄油、

奶皮与牛肉干在茶汤中碰撞出的馥

郁，是独属于内蒙古人的舌尖记忆，

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是无论走多

远都割舍不下的眷恋。

小时候，总爱围坐在炉灶旁，看

着爸爸妈妈煮锅茶，现在长大了，可

以和妈妈一起在厨房煮锅茶。砖茶

在水中翻滚，慢慢释放出深沉的色

泽和浓郁的香气。袅袅白雾升腾

间，如轻纱般缭绕，带着家的温度与

思念的味道。一家人围坐，欢声笑

语，在锅茶的热气中享受着团聚的

温馨。儿时的欢声笑语、嬉戏打闹，

还有长辈们关切的目光，都在这一

刻鲜活起来，这些温暖的时光一直

藏在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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