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第六埠村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大家倍感温暖

“我们一定会把日子越过越好！”
■ 本报记者 王音 杜洋洋

“总书记好！”“总书记，给您拜早年！”2月1日，
农历腊月廿二，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张灯结
彩，年味儿正浓。当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第六埠村考察，实地了解洪涝灾害后农业生产
恢复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当总书记向乡
亲们挥手致意时，人群沸腾了。

大棚蔬菜 长势喜人

“这么冷的天，总书记来咱的大棚，我做梦
都想不到！”2月1日下午，站在总书记考察过的
蔬菜大棚里，“种植能手”郝健心情十分激动。
数九寒冬，冷风萧瑟，温室大棚里却是一片

绿意盎然。茼蒿、花椰菜、菠菜等蔬菜长势喜
人。第六埠村村域面积1.65万亩，耕地面积1
万亩，主要产业为农业种植、农旅融合项目。作
为津城“菜篮子”基地，蔬菜种植是村民重要的
收入来源。

去年夏天，海河流域发生流域性特大洪
水，8月初，东淀蓄滞洪区紧急启用，涉及西青
区辛口镇和杨柳青镇的21个村。其中，三河

交汇的第六埠村成为天津防
洪的要害之处。全村共转移
安置群众 179 人，被淹土地
1.04万亩，其中温室大棚2022
栋1438.54亩。
“总书记走到这儿，认真察

看蔬菜长势。总书记特别亲
切，就像聊家常一样。他关心
我们住得咋样，孩子上学咋样，
我心里暖乎乎的。”

总书记走进来时，郝健的
妻子张凤文正在忙着分装蔬

菜。张凤文告诉总书记，这些都是住在市区的
居民订的菜，从网上下单很方便，可以送货上
门。“我告诉总书记，我们用的是农家肥，所以
菜特别绿，品质好！”张凤文笑着说。

郝健、张凤文两口子是第六埠村的种植大
户，15个大棚种植蔬菜多达20余种。洪水来
了，损毁了大棚。不过，种了30多年菜的张凤
文告诉记者，因为排水提早了12天，这次水灾
损失降到了最小。
“别小看这12天，能抢种上应季的蔬菜。

趁着修复大棚的机会，又赶上灾后补偿的好政
策，我们把大棚升级了。新大棚骨架更结实，比
旧棚更高、更宽，硬件设施更好。”张凤文说。

第六埠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郝庆水
说：“总书记惦念着我们受灾群众，我们都非
常感动。我们绝不能辜负这份牵挂。去年
寒露前后，村里抢种了冬小麦。由于政府补
贴款及时到位，村民积极性很高，补种面积
还比之前扩大了。现在大家都欢欢喜喜等
着过年呢。”

四世同堂 喜气洋洋

村民杜洪刚一家四世同堂，7口人其乐融
融。金色的福字、火红的灯笼、喜庆的拉花，将
他家的小院装点得喜气洋洋。
“总书记来到我家，掀开餐桌托盘上的盖

布，看到了花糕和豆馅馒头。我跟总书记说，花
糕象征年年高、步步高，村里过年家家户户都蒸
这个。”杜洪刚说起总书记来家里时的场景，很
激动。
“我告诉总书记，年货都准备齐了，就等

着过年呢！他握着我母亲的手，嘘寒问暖。
我母亲80多岁了，激动得不行。”杜洪刚越说
越兴奋。

杜洪刚家总共承包14.4 亩地，年收入近
6万元；平时做蔬菜配送生意，年收入7万元。
加上儿子、儿媳的收入，四世同堂的一家人生活
得安稳、幸福。
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杜洪刚家的田

地全部被淹。
杜洪刚告诉记者：“总书记问得特别细，家

里损失多少、安置方案怎么落实，还问了我儿
子、儿媳的工作和收入。我告诉总书记，‘过水’
的时候，地都泡了，但家里没被淹。政府和各个
部门帮我们抓紧排积水，抢修补种。补偿款拨
付得特别及时，很快恢复了生产，在党和政府的

关怀下，今年一定能过个好年。”
“有了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我们一定会把日子

越过越好！”杜洪刚说得实在。

国泰民安，民安才能国泰

从杜洪刚家走出来，总书记来到了乡亲们中
间。大家簇拥站立着，静静地聆听总书记讲话。
在红砖红瓦的农家小院前，总书记笑容满面，给乡
亲们送上新春祝福。
总书记说：“国泰民安，民安才能国泰。”
人群中，23岁的张墨妍感慨自己何其荣幸，

作为一名刚刚毕业回村参与家乡建设的大学生，
能够在干事创业的大好年纪，亲眼见到总书记，
近距离聆听总书记的谆谆教诲。
“总书记的话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风雨过

后，这句话带来的不仅是感动，更是一股催人奋进
的力量。”张墨妍表示。

正是因为这次遭受洪涝灾害后，村里需要更
多人手摸排统计村民的财产损失。村党委书记郝
庆水提出，邀请返乡大学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张墨妍便是其中之一。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工
作，让张墨妍对乡村发展有了深刻体会，燃起了参
与家乡建设的热情。
“我很小的时候就出去上学了，对家乡的记忆

还停留在小时候站在大堤上看三河交汇的场景。
那时，远远望去只有大片的芦苇荡。”张墨妍说起
儿时的情景很是感慨，“如今，三河汇景成为远近
闻名的生态六埠景区，夏天竹筏穿行在荷花丛中，
充满了诗情画意。”
今年，第六埠村启动了涉及产业规划、农业技

术、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双百项目”，不仅向本村走
出去的大学生发出热情邀约，还与南开大学、天津
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农学院等高校合作共
建，成立百个人才工作站，“孵化”百个项目，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

下午3时许，冬日暖阳洒满了村委会门前的
小广场。散步、聊天、陪孩子嬉戏的人多了起来。
大家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回味着聆听
总书记讲话时的情景。
“激动！真是太激动了！”“大家不由自主地挥

手、鼓掌，问总书记好！”“有总书记时刻惦记着我

们，没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都说‘六埠’就是
‘六福’，生态美、人心齐、精神足，是我们村的最大
福气。”

乡亲们兴奋地聊着幸福的今天，也满怀信心
地期盼着美好的明天。

总书记讲话时，屈晓倩就站在前排，她虽不
是土生土长的第六埠人，却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
个村子。10多年前，从外地嫁过来，屈晓倩见证
了第六埠村从困难帮扶村到乡村振兴示范村的
变化。
“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一下雨，家

门口的积水就能没过脚踝。经过三年的人居环
境整治，清河道、建污水处理泵站、改地下管网，
现在家里用上了水冲厕所，有了集中供暖，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您看，院墙上这些手绘画，都出
自专业老师之手。现在谁来了，不说咱村子
美？”屈晓倩自豪地说。
“春节临近，总书记来到受灾群众身边，看望慰

问大家，给大家加油鼓劲，让我们感觉到肩上的责
任重大。我们要把总书记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
和殷殷嘱托，化作推动各项工作的奋进力量，真真
正正落实到土地上去，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去。”西青区委书记朱财斌坚定地说。

朱财斌介绍，截至目前，西青区东淀蓄滞洪
区内已恢复冬小麦种植9287.8 亩，比灾前增加
了 33%。农业设施大棚已修复 3996.8 亩，退出
大棚种植 200亩，恢复种植 67.4%，均全部种植
应季蔬菜。
“庆水，今年咱得热热闹闹地过个年！”在大清

河畔的防洪堤上，迎面走来上年纪的长辈，拉着郝
庆水的胳膊，再三嘱咐。
“老人说得对！过去一年，对第六埠村来说，

太特殊了。尝过了苦，又收获了甜。总书记的到
来，让全村父老乡亲精神振奋、信心百倍。风雨过
后，总会见彩虹。今年春节，村里的舞蹈队、锣鼓
队都组织起来。不辜负总书记的关心和嘱托，咱
们一定热热闹闹地过个好年！”郝庆水说。

远处，千亩冬小麦很快要返青吐新绿，迎着
春日旺盛生长。到了夏天，生态六埠又将是一幅
丰收图景，正如乡亲们的生活，总是奔着更好的
日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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