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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中国年，丽州万象新。连日来，街头巷尾升腾着浓浓年味，千家万户洋溢着团圆的温
馨。从老旧农房到现代化新居，从党群服务驿站的建成启用到小镇青年返乡创业⋯⋯人们促
膝围坐、感受亲情、共话收获、分享欢乐，以不同的方式共度新春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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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为迁新居和过春节而买的

窗贴。”近日，在东城街道江语云宸小区 6

幢 1401 室，今年 74 岁的钱香圭向记者展

示了刚买的窗贴，上面印着“暖居如意”

“福满新居”等字眼，显得十分喜庆。

春 节 期 间 ，钱 香 圭 一 家 刚 搬 进 新

家，开启新生活。记者看到，钱香圭家

的三居室布置得十分温馨，客厅里摆放

了五彩斑斓的新年气球，茶几上摆满了

各式各样的水果。“过年了，糖果零食、柴

米油盐等日用品和年货都已准备齐全。”

钱香圭满脸笑容地说，小区投入使用后，

许多老邻居也搬了进来，小区变得越来

越热闹。

钱香圭一家人原先挤在老旧的农房

里，采光不好，没有暖气。如今，新房装修

风格新颖别致，水电暖等设施一应俱全，

让他们一家人喜上眉梢。

钱香圭的女儿应春晓今年特地从杭

州回家过年。对她而言，今年的春节意义

非凡。

“我们特意选在过年期间搬进来，就

是想着新年住新家，日子更红火。新家里

生活设施齐全，特别是装上了地暖后家里

温暖如春，我们全家人都感到非常高兴。”

应春晓说。

谈及现在的生活，钱香圭笑得合不拢

嘴：“你看现在的环境多好啊。这辈子能

住上新房，真的要感谢党和政府。以前家

里光线不好，冬天还特别冷。现在不一样

了，新房里铺了地暖，穿着短袖都不觉得

冷。”

住房的变迁不仅折射出城市的巨大

变化，更见证着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记

者了解到，江语云宸小区投入使用后，东

城街道塔海股份经济合作社应家自然村

的 100户村民已陆续迁回，开启了崭新的

生活篇章。

春节最好的礼物就是在新家过新年

2 月 3 日，西城街道虹霓股份经济合

作社社长徐秋玲来到刚刚投入使用的党

群服务驿站值班。

据了解，党群服务驿站拥有农耕博物

馆、文化展馆、沙盘、大会议室等设施。

走进驿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明

亮的大会议室。这里配备了完善的音响

设备、座椅等，为合作社各项工作的顺利

开展提供了硬件支撑。

位于一楼的霓虹文化馆同样独具魅

力。该馆用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讲

述了霓虹的发展故事。据了解，虹霓股

份经济合作社为社员们承担了公益类事

业的支出，每季度还向老人发放养老金

和粮食款，让社里的老人实现“老有所

养”。

二楼是一个小型的农耕博物馆，陈列

着各式各样由社员们捐赠的老物件。从

各类票据到陈旧的农具，年轻一代在这里

能直观地了解过去的岁月，感受先辈们的

勤劳与智慧，触摸历史的温度。

这里还有一个老解放街沙盘，还原了

古老的建筑风貌和蜿蜒的街巷布局。“这

个沙盘不仅是对老街历史的展示，也承载

着一代人的珍贵记忆。老一辈的人来到

这里，能认出自己家在哪里，一起回忆过

去的生活点滴。”徐秋玲说，“我很怀念过

去在四合院生活的日子，大家互帮互助很

热闹，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重现这样的生

活方式。”

“以前的党群服务中心场地也很大，

但停车是个难题，刚好一个出租的老厂房

到期，我们就收了回来改造成新的党群服

务驿站，还特意划出了一大块停车区域。”

徐秋玲介绍，老党群服务中心转租出去

后，又能够为合作社增添一笔收入，可以

进一步提升社员的幸福指数。

党群服务驿站焕新启航

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无数年轻

人带着新思维、新技术踏上返乡创业

的征程，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花街镇大屋村的倪慧回就是其中一

员。

“蓝莓苗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

15℃到 25℃之间，温度过高或过低

都会对蓝莓的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2 月 3 日，记者在倪慧回的家庭农场

看到，蓝莓苗被种进了一个个白色控

根器中。这是倪慧回在蓝莓种植模

式上的大胆尝试——采用基质栽培

蓝莓，并引入智慧农业设施。控根器

内用的是进口基质土，配合水肥一体

化系统和数字农业技术，即使在恶劣

的天气条件下，也能精准调控蓝莓

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分。同时，为

了给蓝莓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生长

环境，农场铺设了防草布，不仅有效

抑制了杂草生长，还提升了农场的整

体形象，为游客带来了更好的采摘体

验。

据了解，倪慧回的父母很早就

开始经营蓝莓农场。2019 年，怀揣

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创业的梦想，倪

慧回毅然辞去大城市工作，回家乡

接手了蓝莓农场。真正投身其中，

倪慧回才发现，蓝莓种植远没有想

象中简单。

面对种植技术的难题，倪慧回没

有退缩。她一边向经验丰富的父母

请教，一边在网络上学习各种种植技

巧，不断摸索实践。在与极端天气和

病虫害的较量中，她逐渐掌握了蓝莓

的种植技巧。

倪慧回发现，传统地栽方式难以

保证土壤条件的一致性，加上近年来

气候多变，夏天干旱少雨，水肥管理

难度极大，导致蓝莓植株生长良莠不

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倪慧回下定

决心引进新的栽培技术。

如今，蓝莓农场已经步入正轨，

一万多盆蓝莓整齐排列，成为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蓝莓农场不仅实现了

规模化、科学化种植，还带动了周边

村民就业。

谈及未来的打算，倪慧回满怀憧

憬：“希望新的一年能把种植技术提

升到更高水平，种出更甜、更大、更好

吃的蓝莓，让大家品尝到真正的绿色

健康水果。”

小镇青年返乡创业
带来新希望

钱香圭一家举杯同庆乔迁新居

倪慧回正在为蓝莓苗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