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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喜盈门 李建生 作

做好乡村振兴“气质”文章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我们党统筹推进的七大战
略之一，也是我们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
全党和全国上下，正按照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
部署，紧锣密鼓又有条不紊地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贯彻实施，我们应当鼓足心气，铆足干劲，
做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气质”文章。

千方百计聚拢人气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美好生活的实现
都不是水中花、镜中月，也不能靠神仙皇帝施舍
恩赐，必须要靠我们的智慧和双手去创造。城
市化飞速发展带来“乡-城”人口流动，“空心村”

“老人村”“妇女村”等非常态村庄在农村地区经

常出现。主流劳动力缺乏而导致的生产人手不
足和消费人气不旺，是乡村发展过程中显而易
见的短板，也是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聚拢乡村振兴人气面临着难得的机遇。
一是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工智能等先进生产
技术广泛运用，大量来自农村地区缺乏一技之
长或必要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被动“析出”，面临
着再就业的选择。二是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惠农
支农政策，使经过城市生活洗礼的农村劳动力
重新发现和认识到了农村发展的机遇和空间，
激发了返乡就业和创业的动力。三是国家产业
政策的调整和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使许
多大企业大集团倾向于在农村地区建立优质产
品直供基地，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因
此大大增加。四是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而推出
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供给为广大干事创业者提供
了更多的致富门路和更好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
保障，闯荡农村开始成为新时代建功立业者的

新时尚。

恰到好处彰显财气

乡村振兴如果仅停留在美好蓝图的描绘而
不能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质利好，不能恰到
好处地彰显发展商机和财富潜力，人才、技术、产
业、资本等乡村振兴所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就
无从谈起。最具灵动性的资本对市场的敏感和
对利润的渴求，决定了其常常先人一步抢占市
场竞争制高点。我国广阔农村蕴含着众多投资
机会和巨大消费潜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定和
实施为这种机会的把握和潜力的发掘提供了抓
手与突破口，也为各类资本和市场主体开拓了
令人期待的投资蓝海。我们要广泛宣传乡村振
兴战略带来的无限商机，特别是要将已经觅得
先机、尝到乡村振兴甜头的经营案例尽快传播
出去，将由乡村振兴而来的丰富财气在最广泛
的范围内实事求是地展现出来，为不同经营主
体提供投资范例和实战心得，进而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顺利实施持续注入充足而生机勃勃的市
场能量。乡村振兴的商机必须来自于不断的体
制机制创新和针对性的制度性供给，惟其如此，

“财气”才能变成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金矿”。
要通过切切实实的工商、金融、税收、产业政策扶
持和组织、人才、体制机制等制度保障，建立起有
效的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汇聚各行各
业有心之人、有志之士来到农村，加入农村、服
务农村，通过一代接一代人的坚持，为乡村振兴
大业源源不断汇入人才和资源的“活水”。

坚定信心树立志气

推进乡村振兴既要防止无需努力、不日可
期的盲目乐观心理，也要避免阻力重重、目标难
成的悲观失望论调。农村稳则天下安，农业兴
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必须全面、客观、充
分认识和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才能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作出的决策部署，推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即
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农业、农村和农
民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实现乡村振兴还存在许多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
根本性问题。农村现代化直接关系我国现代化
强国目标实现。在人均生产力仍很落后的农村
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业，需要付

出更多的心血和加倍的努力，绝不是敲锣打鼓、
喊喊口号就能实现了的，因此，要坚决避免盲目
乐观、坐享其成的心理。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农
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较于城镇地区稍显落
后，但也因此拥有厚积薄发、迎头赶上的大好机
遇，因为以工哺农、以城哺乡，是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要求所在。更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村发展的持续关心、关注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政治保证，更加殷实的
综合国力为加快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物质
保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目标。所以，我
们有理由坚定信心，树立实现乡村振兴的崇高
志气，不因一时困难和挫折而畏难怯战，动摇必
胜信念。

奋发有为弘扬正气

解决好“三农”问题，不让任何一个群众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掉队是我们党孜孜以
求的奋斗目标。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我国农
村地区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业基础薄
弱、农村人口众多、农民生活整体尚不富裕的现
状还没有根本改观，在此情况下推动乡村振兴，
除了要树立崇高志气以外，还必须要有一股不
怕苦、不畏难、不信邪的凛然正气。不怕苦就是
要正确认识农村地区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人文素质等方面都与城镇地区存在较大
差距的实际，要有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的奋斗精
神，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将身心和抱负全部投入
到农村改革发展的洪流之中。不怕难就是要认
清农村发展事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学会抽丝
剥茧，从源头抓起，坚决打击各种干扰农村发展
的破坏性势力，革除各种妨碍农村发展的陈规
陋习，铲除各种阻挠农村进步的桎梏和羁绊，坚
持群众利益至上，急群众之难，解群众之忧。不
信邪就是要将贯彻落实党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有“黄沙百
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无畏气概，坚
决摈弃一切弄虚作假、好大喜功的数字风、浮夸
风，不唯一时，注重长效，禁绝任何跑项目、吃项
目的腐败行为，以夙夜在公的精神，以踏石有
痕、抓铁有印的作风，心无旁骛地为早日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做出实实在在、对得起人民群众、经
得起历史检验的工作实绩。

（作者为山东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林瑜胜

花火竞起

正月为农历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
把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即正月十五称为元宵
节，又称“元夕”“上元”或是“灯节”。良宵元夜，
灯月留影，这个月圆之夜，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
不寻常的意义。

除夕伊始，人们关门团年，在新旧时间转换
的过程中，暂时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随后人们
打破静寂，用喧天的锣鼓和舞动的龙狮开启又
一年的热闹。

元夕是色彩斑斓的节日，而华彩灯火是这
不夜天的重中之重。元宵张灯源于古时以火驱
疫的巫术，随着佛家燃灯祭祀的风习流播中土，
后逐渐演变为元宵张灯的习俗。

隋唐以前，元宵张灯的记述很少见，而城市
夜生活的兴起促进了元宵张灯活动的扩布。到
了隋朝，京城与州县城邑的正月十五夜，已成为
不眠之夜。唐代，京城里取消了正月十四、十
五、十六三夜的宵禁，人们可以彻夜自由往来，
即所谓“金吾不禁”：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
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
漏莫相催。

——【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

宋代，元宵灯火更为兴盛，张灯的时间由三
夜扩到五夜，灯笼制作也更为奇巧，诸如沙戏
灯、马骑灯、白象灯、人物满堂红灯等灯品都有
记载。

宋元易代之后，元宵依然传承，只不过因为
一些缘由，灯节如同其他娱乐节日一样受到限
制。明代全面复兴宋制，永乐年间元宵放灯延
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灯节迎来又一个高
潮：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
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

——【明】唐寅《元宵》

元夜灯月相映成趣，赏心悦目，人们穿梭其

中，甚是热闹，也算是记忆中元宵节依然欢乐的
历史佐证。

灯彩之外，元宵节的斑斓还有飞腾的焰
火。宋时，皇宫观灯的高潮便是施放烟火。明
清，焰火品类逐渐繁盛，诸如线穿牡丹、水浇莲、
金盆落月等也是奇巧无比。元夕之夜，张灯放
花，群相宴饮，这便是旧时人们常说的“闹元宵”，
似乎空气里都弥漫着又一春的喜气与艳丽。

然而，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当代，旧时的一些
时间节点所承载的意义已渐渐被现实的日常生
活所消解，人们好像慢慢失去了一些感受和兴
趣，繁复的节气和节日也开始慢慢简化为吃些
什么就过去的日子。

当然，我也并不确定是否应该把每一个时
间节点都过成往日时光的再现。我只是觉得，
时间自有它的曼妙，大抵如人饮水一般，每个人
也都有自己偏爱的段落。

我们觉得变了的，可能始终都在，只是换了
一个方式而已。看到的是落地为尘，看不到的
是入土化泥。我们走到此时，经过一个个春夏
秋冬，有时沉寂，有时蓬勃。这，便是自然告诉
我们的道理。

四时有序，万物共生。而人，也在此中。

天一生水

太阳运行至黄经330度时，即为雨水，属于
农历正月中期。《释名》云：“雨，水从云下也。雨
者，辅也，言辅时生养”。《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曰：“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
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
而为雨矣。”春生万物，需要雨露的滋润才能够
成长，所以人们常言：春雨贵如油，正是大好的
雨水时节。

从公历2月19日前后开始，每五日为一候，
雨水共有三候：

雨水初五日，一候獭祭鱼。雨水之日，水獭
开始捕鱼，然后将鱼摆在岸边如同先祭后食的
样子。

雨水又五日，二候鸿雁来。五天过后，大雁

开始从南方飞回北方。
雨水后五日，三候草木萌动。又五天过后，

小草、树木等开始发芽，绿意盎然的春天已然悄
悄地来临。

早些年，我们生活的世界相对更简单一些，
人们对于自然有着更多的关注和感知，大概每
天都能发现世界有了些变化，也正是这些变化
催促着人们的生活做出一些调整。《礼记·王制》
曰：“孟春之月，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虞
人”，掌管山河、苑囿、畋牧之事。雨水之后，人
们跟随着水獭的节奏，也开始进入河湖打鱼。

《通典·诸杂祠》又曰：“东晋哀帝欲于殿前鸿祀，
以鸿雁来为候，因而祭之，谓之鸿祀”。鸿雁到
来，人们要祈祷顺遂。那时，动物的生活具有节
律感，人们的日子也更有仪式感，相辅相成之
中，尽显物我合一的观念。

雨水之日有雨，在农人眼中是大吉之事，农
谚有曰“雨水有水年成好，雨水无水收成少”说
的就是这个道理。旧时，人们也会在雨水之际
进行“占稻色”的习俗，算是对未来的一种预
测。所谓“占稻色”就是通过爆炒糯谷米花，来
占卜是年稻获的丰欠：如果爆出来白花花的糯
米多，则是年稻获的收成越好；如果爆出来的米
花少，则意味着年景不好。南宋时期，爆炒糯谷
多在元宵节前后进行，元代开始有了雨水占稻
色的记载。到了明代，“爆谷”不仅能预卜庄稼
收成，还能占喜事、问生涯：

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
抛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

红粉美人占喜事，白头老叟问生涯。晓来
妆饰诸儿女，数片梅花插鬓斜。

——【明】李诩《爆孛娄诗》

雨水节气始于七九，河冰解融，水波流动，
大雁北归，草木萌动。当一场细雨悄无声息地
飘落，唤醒了凝结已久的大地，草开始变青，柳
开始抽芽，花儿慢慢含苞待放，万物开始欣欣向
荣，春天的气息仿佛在一瞬间就变得浓厚起来
了……农人们忙于农事，多半无暇也没有闲情
抒怀，诗人们对春天的感觉倒是随着滴滴细雨
逐渐清晰起来：

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
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宋】志南《绝句·古木阴中系短篷》

春天的绵绵细雨，也许给人带来无限欣喜，
也许给人无限忧伤。雨疏风骤，润物如酥，忘了
青春，也误了青春，这便是更为敏感的诗人们的
诉说。

乍暖还寒时候 火树银花不夜

记忆中，人日之后，无论白昼，大街小巷上
几乎都是五彩缤纷的样子，较之新春时满目的
鲜红有了一些些改变，更加斑斓，也更加热闹。

这个段落正值初春，雨贵如油的时候；
这个段落恰逢元夕，花放千树的节日。
雨花灯影里，又是一年春好处。
（作者系山东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