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赶往河北省保定市阜平
县骆驼湾村时，偶遇一场四月
春雪。远远地，望见一排排坐
落在骆驼湾的新民居，古朴雅
致，若隐若现，被笼罩在纷纷
扬扬的雪花里，这情景如诗
如画。

这让人不禁想起七年多
以前的那场雪。2012年 12
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
太行老区阜平县骆驼湾和顾
家台，访贫问苦，在这里向全
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动
员令。那奋进的号角，从骆驼
湾农家小院飞出，从顾家台村
委会小会议室发出，激荡着巍
峨的驼梁，震动着八百里太
行，传遍了九百六十多万平方
公里的大地。

骆驼湾，这块因贫穷和交
通闭塞而陷入沉睡的土地，从
此渐渐苏醒。

如今的骆驼湾，是古老
的，更是年轻的。七年多的脱
贫攻坚战，让这片有着古老文
明的土地重新焕发出青春的
活力。

说它年轻，还因为，在
这里活跃着一群可爱的年
轻人——他们中，有的因恋
着故土而返乡创业，有的立
志把家乡的美好分享给全世
界，还有的从四面八方奔赴
来此……他们用年轻人的理
想和担当，帮扶骆驼湾走出贫
穷，奔向希望；他们用自己青
春的身影，点燃着这片古老的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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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创业成功后，刘永刚回
到了心心念念的老家骆驼湾。那是
2013 年，当时他二十九岁。在平均
年龄六十多岁的骆驼湾，是名副其
实的年轻人。

个子不高，清瘦儒雅，温和中
却带着韧劲儿，这是刘永刚给人的
第一印象。他喜欢老家的美景美
食，也希望更多的人来欣赏品尝。
回乡后，他把闲置了几十年的老屋
修葺一新，开起了乡村民宿。

黄泥墙，青灰瓦；玉米辫，木篱
笆；房前两畦菜，屋后三树花。如诗
如画的太行田园风光，定格在刘永
刚的农家小院里。

乡愁缕缕如丝线，牵引着大山
外的人们。几乎是一年四季，游客
络绎不绝。他们喜欢骆驼湾的山山
水水，喜欢她的安然静美。

当初，刘永刚打算从北京回乡
创业，凭的是渗进骨子里对家乡的
那份热爱。但妻子翟艳玲有些不愿
意。几次三番，终于说动了妻子，但

妻子抛下一句话：“骆驼湾咋能跟
北京比啊？”

“所以咱更要回去做点事，帮
帮家乡。”刘永刚认真地对妻子说。

翟艳玲是安徽人，刚结婚时，
刘永刚带着她从北京回过一次骆
驼湾老家。火车、汽车加摩托车坐
了个遍，走了将近十个钟头才到
家，进门时身子都散了架。村里破
旧的房屋、泥泞的街道，一眼望去
看不到任何生机。“那时我发誓再
也不回来了！”翟艳玲想起记忆中
的骆驼湾，连连摇头。

“现在你咋又过得这么美了
呢？”刘永刚接上她的话头。

“还不是因为你，老说离不开
老家，老家有绿水青山，早晚会变
成金山银山。”返乡后，贤惠的翟艳
玲没再抱怨过，帮着刘永刚经营民
宿，照顾客人、打理房间，在骆驼湾
一干就是六七年。

春夏旅游旺季的时候，几乎每
天都有好几拨客人，迎来送往、洗

菜做饭……一天天忙得都忘了时
间。小两口没日没夜、起早贪黑地
干活。尽管辛苦，俩人却笑称那是

“幸福奋斗忙”。
“年轻人不怕累！要干事、要创

业，最怕的是不累啊！”翟艳玲现在
的想法和当初已经完全不同，她越
来越觉得自己离不开骆驼湾了。

“今年年初，要不是疫情的原
因，旅游热潮会像咱家门前的迎春
花一样，来得热闹火爆。”刘永刚满
怀信心地说。

“说得对！咱国家都扛过来了，
咱们也一定能扛过去。”翟艳玲附
和着。

骆驼湾还有一位年轻活泼的
“八〇后”任永花，走路像一阵风，
说话像一团火。

在北京接到村委会动员年轻
人回乡创业的信时，任永花有些犹
豫。但当她看到几年前回乡创业的
同辈人日子越过越好时，便下决心
回乡发展了。在异乡总有漂泊无根

的感觉，只有回到生她养她的骆驼
湾，心才安定下来。

如今，任永花一边在村里的民
宿公司打工，一边帮哥哥打理骆驼
湾小超市。她精选品牌商品入驻，比
起城里的大超市，这儿的货品质量
毫不逊色。一到旅游旺季，小小的铺
子，顾客盈门。眼下，她正忙着组织
筹备村里一年一度的骆驼湾山货大
集，货品挑选和供应是重要的一块，
来不得丝毫马虎。说起山货大集，去
年试了一次水，那叫一个火爆！仅一
个“五一”小长假就接待了一万多
人。集市上，大多是阜平的土特产，
骆驼湾的蜂蜜、香菇、山珍、高山苹
果等备受青睐，一度卖断了货，后来
寻货的回头客和商家络绎不绝。

任永花笃定地认为，骆驼湾发
展的春天来了！

刘永刚、翟艳玲、任永花……
这些骆驼湾年轻人的青春和梦想，
就伴着骆驼湾的春天，悄悄地生
根、发芽、生长、开花……

伴随国内儿童阅读需求上
升，少儿阅读市场逐渐扩大。
然而，部分粗制滥造、内容失格
的童书流入市场，容易对少年
儿童产生不良影响。一本名为

《小熊过生日》的儿童绘本，近
日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该绘本
中，许多朋友参加小熊的生日
会，吃蛋糕时却有一位朋友不
见了，餐桌上则多了只烤鸡。
故事暗示朋友“上”了餐桌。网
友纷纷表示，这样的内容难以
理喻，这样的奇葩童书令人难
以接受。（6月14日《半月谈》）

孩子们眼瞅着可爱的卡通
形象，津津有味地听着故事，突
然面前“小可爱”的画风和话锋
一转，朋友成了餐桌上一道菜，
恐怖狰狞，何其残忍。不要说
孩子反应不过来，大人都难免
发蒙——为了吸引眼球，直接
把扭曲的心理、荒谬的是非观
甩到没有充分辨识能力的孩子
面前，这哪里是小熊过生日，分
明是制造商分食童书市场这块
大蛋糕时急功近利的写照，可
谓吃相难看！

细究起来，市场上价值观
扭曲的童书实不少见，有的丝
毫不遮掩血腥暴力，甚至还有
色情内容充斥其中。不该出现
的内容频频出现，不和谐音符
屡屡响起，让本来是助力幼儿
成长的读物变成了“毒物”。

这一切，都与童书出版的
浮躁风气难脱干系。

据统计，截至2019年9月，
全国共有 555家出版社参与少
儿图书市场竞争。谁都知道父
母最舍得在孩子身上投资，所
以各类出版机构争先恐后涉足
童书领域，想分得一杯羹。这
种想法本也无可厚非，只是应
该守住秩序和底线，通过上乘
的内容，精美的印刷，新颖的创
意形成良性竞争。

童书有着浅显易懂和篇幅
较短等特点，即便是非专业人
士也很容易“上手”。这就使得
很多门外汉跃跃欲试，不去真
正揣摩孩子的心理和需求，而
是用成人思维去想去写去画，
把一些所谓的“梗”生搬硬套给
并不适龄的孩子，这就难免导
致奇葩桥段频出。而不够严谨
细致的编辑流程，则让粗制滥
造和恶意夹带钻了空子。

童书市场局面的混乱，亟
须引起相关出版和管理单位的
高度重视。我国《出版管理条
例》明确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
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
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
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的内容。但长期以来，
童书粗制滥造现象仍然屡禁不
止，让人扼腕叹息，同时也需要
出版管理部门在审核措施、惩处
力度上下功夫。对于少儿出版
物，既要打击非法有害出版活
动、淫秽色情低俗信息，也要对
那些水平不高、内容粗劣的“残
次品”加以整治。有学者建议，
设立图书审查委员会，由教育专
家进行价值观念和教育意义的
审查把关。这对于童书作品的

“严管”不失为良策。
童书出版机构更要加强自

我检视的意识，避免为了追求
利益一哄而上。童书并非“小
儿科”，对创作者要求很高，如
今青年童书作家存在比较明显
的断档问题，这需要社会多方
共同打造优秀作者的生存土壤
和汰劣扬善的行业评价，而这
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家长作为儿童阅读最重要
的引领者和把关人，应当认真
考察，选择优质出版社的正规
读物，亲子共同阅读，为孩子答
疑解惑，才能一起领略童书中
的奥秘，走入孩子精神世界。

总之，少儿读物切莫夹带
少儿不宜内容，更别成了“毒
物”。守护孩子们健康的精神
食粮，需要多方努力，更需走脑
走心。

不知何时，春雪化作了春雨，
温润地洒落在骆驼湾的土地上，一
幅天然的《太行农家迎客图》跃入
眼帘：石墙绕篱笆，春雨润新芽；山
间古庭院，窗前荠菜花。顺手推开
房门，不禁大吃一惊，屋内开阔整
洁，窗明几净，席梦思床、电视、空
调、淋浴、网络……一应俱全。

说来真神奇！村里的老房子
被年轻人一修缮，一下子变得既时
尚又洋气，住着还舒服。骆驼湾的
老人们禁不住竖起大拇指赞叹：

“他们新点子可真多哩！”
就在去年，刘永刚家的农家乐

因为订单多，急得他嘴上都长了
泡。“没有那么多地方给游客住”

“游客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满足不
了”“环境卫生不够上档次”……一
打听，村里其它几家农家乐也都面
临同样的问题。

好在，村里、县里成为他们坚
强的后盾。集体企业骆驼湾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把民宿资源集
中起来转型升级。引进新理念，统
一运营，让时尚元素与太行特色在
骆驼湾完美交融。

脑子活、眼光远的刘永刚，这
一头，刚把自己的农家乐流转出
去，那一头又瞄上了餐饮业，开饭
店、办连锁……不断拓展新业务的
刘永刚，忙得不亦乐乎。

谈起自己最大的心愿，刘永刚
说，就期盼着骆驼湾乡村旅游发展
得更好、更有品位，也走得更长远。

正值春天，漫山遍野盛开着花
儿，好像骆驼湾年轻人的青春，在
默默吐露芳华；这些花儿，又仿佛
催促勤劳的年轻人，快去酿造更加
美好的生活。

在任永花眼里，这些花儿可是

骆驼湾发展的宝贝！家有百花园，
酿得蜂蜜香。

“色如炼乳凝脂，味道香甜可
口。这是农家原生态的蜂蜜。”任
永花说。现在，小超市的白蜂蜜早
已名声在外。

不仅白蜂蜜，还有七十五个冷
棚食用菌，都已成为骆驼湾的特色
产品。

“我有好几个小伙伴都是菇农
哦！”任永花感慨，菇农们是真辛
苦，一到收获季节，得没日没夜地
盯着香菇开伞，等到它们开到七八
分、菌盖边缘仍稍内卷时，就必须
第一时间采摘上市，耽误几分钟，
品质就会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

但是，骆驼湾的年轻人从不怕
吃苦！他们吃下了苦，也酿出了

“甜”。这不，县里着力打造的“老
乡菇”品牌，名气越做越响，已发展

成为地方富民产业。
“村里正在建设骆驼湾集市电

商平台，我也想借网络直播打开更
加广阔的销售市场。”任永花捋了
一下齐肩发，笑着拨弄着手机说，

“如果能开直播带货，凭咱骆驼湾
的绿色农产品，销量飙升不在话
下！”她深知，如今是互联网时代，
在某种意义上，乡村和城市几乎站
在同一起跑线上，骆驼湾得抓住这
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乡村旅游、网络大集、电商平
台、直播带货……这些老一辈村民
听都没听说过的词语，挂在了年轻
人的嘴边，一个又一个创业新项目
在骆驼湾落地。

“我正在喊出去打工的小伙伴
们回家来，守着骆驼湾一样能创业
致富。”任永花觉得，家乡对于年轻
人来说，有着无限可能。

在骆驼湾，还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来自异乡，却早已把
这 里 当 作 故 乡 。 他 们 日 里 夜
里、案头灯下细细谋划，风里
雨里在太行深处疾驰穿行。他
们由不同的单位而来，却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骆驼湾驻村
工作队队员。他们是骆驼湾的

“最强外援”。千方百计为村里
引进产业项目的第一书记刘华
格、积极搭建电商平台的扶贫
干部黄文忠……老乡们细数着
他们的名字，一如夸赞自家的
儿女。

驻村工作队里，当然也少不
了年轻人的身影。队员唐超男
就是个“九〇后”。眼前的她，穿
着一件工作服，站在春雨中，犹
如一株盛开的山桃花。青春写
满她稚嫩的脸庞，但是，当谈起
驻村工作，以及与乡亲们在一起
的战斗友谊时，唐超男的眼神便
立 刻 坚 定 起 来 ，仿 佛 闪 耀 着
火光。

从未名湖畔而来，从前辈手
中接过接力棒，把扶贫的重任义
无反顾地扛在肩上。

骆驼湾，一共有几条街、几个
门、几口人，她了然于胸；哪家缺
米缺面、哪家有人生病住院、哪家
着急孩子上学……“谁家有啥难
事需要帮忙，就来喊小唐。”上党
课、开文艺晚会、组织摄影展、开

展农业技术培训……年轻人就是
有 朝 气 ，干 起 事 来 好 像 有 三 头
六臂。

“这样的生活，苦吗？累吗？”
“吃苦，不怕！看着骆驼湾一

天一个样地发展，心里可美啦。”
“躬耕深山乡村，离家千里万

里，不觉得委屈？”
“那算啥？好青年四海为家，

纵横天涯。再说了，骆驼湾脱贫
攻坚、可持续发展，不正需要年轻
人吗？”

近年来，虽然已经有四十多
位年轻人从外地返乡创业，但唐
超男还是希望村里的年轻人多
些，再多些！为此，她主动跟村里
的年轻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想
法。“都是年轻人，心里话说个没
完。最关键的就是：让他们留在
村里，有干劲，有奔头！”

回乡青年李爱明是工作队帮
助村党支部发展的积极分子，现
在他已经是预备党员，还担任了
村 干 部 ，带 领 大 家 谋 划 发 展 项
目。如今，骆驼湾的年轻人纷纷
向党组织靠拢。在工作队的帮扶
下，一支年轻的党员队伍正在逐
步壮大。

党支部成为脱贫攻坚的火车
头。党员多了，思想容易统一，村
里做起事来就顺当，也更有凝聚
力。年轻党员多了，又活跃了气
氛，增加了点子，扩大了视野。

在最近参加的一次村党员会
议上，唐超男就发现，年轻党员们
为了骆驼湾的发展贡献出不少好
想法，“特色农业得错位发展，利
用海拔高咱种冰葡萄，别的地方
可没有啊”“种中草药，也是好项
目”“建立动物乐园，留住带孩子
来玩的游客”……听他们的讨论
就知道，骆驼湾的年轻人正拧成
一股绳，铆足劲向着美好的明天
再出发。唐超男的心里别提有多
高兴了。

二十八岁的唐超男，从河北省
农业农村厅到骆驼湾驻村扶贫，已
经两年多了。近千个日日夜夜，她
早把自己当成了骆驼湾的女儿。
干完一天的工作后，她喜欢去山上
看看，骆驼湾的星星月亮、山山水
水，早已记住她，也跟她悄悄说过
许多话……每次从山上回来，她又
装满了工作的激情。

“新时代遇到你们这样的年
轻人，是何其幸运啊！”

“我们这一代人能遇到新时
代，才是更幸运的！”唐超男的话，
云淡风轻，却令人深思。

这些年轻人啊，仿佛是太行山
上那一棵棵质朴坚韧的山桃花，不
惧风霜，美丽绽放。他们用美好的
青春，唤来骆驼湾的万里春光，孕
育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希望。

本版图片均由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赵海江摄

返 乡

“他们新点子可真多哩”

骆驼湾的女儿

骆驼湾吸引各地游客前往。

骆驼湾精致的民宿院落让人流连其中。

青山环抱的骆驼湾青山环抱的骆驼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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