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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据说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
关于它的来源，版本不一，说法各异，但
这些对于麻民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麻
民们关注的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玩法和
可大可小的赌注。

四川人之好麻，那是全国闻名。有
笑话说，坐飞机经过四川，都能听到“哗
啦哗啦”的麻将声响。虽是调侃，但也
可见一斑。生为四川人的我，耳濡目染
不甘居人后，自然也是麻坛老手。赌注
从一角至一元再到五元、十元；玩法从

“准吃准碰，推倒和”至“成都麻将必缺
一”，再到如今盛行的“血战到底”……
花样不断翻新，赌注越下越大。

不过三个月前，我却突然对麻将彻
底厌了。也许是岁月的缘故，身体机能
不断退化，麻桌上不能适应的地方越来
越多。房间里的二手烟，夏天的冷空
调，或者某人激动之下暴发的大吼都令
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面对熬夜以

后憔悴的面容，我一遍遍下着决心，但
一次又一次“不打了”的决心总是在麻
友们“三缺一”的呼唤声中瓦解。就这
样，从春夏到秋冬，转眼又一个夏天姗
姗而至。因为要忙着每个周末下午的
麻将赴约，洗衣服，做家务，甚至吃饭和
睡会儿午觉，都必须在匆忙中完成。半
夜后回到家，躺在床上才悔悟：过个周
末怎么比上班还累？想起与孩子已经
好久没有交过心，眼角的纹路有迅猛增
多的势头，最近感冒还总不见好转……
大好的日子为啥要这样辛苦地过？

痛定思痛：戒麻！
这注定不是一条寻常路！对于麻

龄与工龄齐平的我来说，同事和朋友大
多是资深麻友，脱离这个圈子等同于和
大多数朋友隔断了联系。不过，既然决
心已下，就试试看吧。

我先是打着孩子马上高考的旗号
拒绝麻友们的召唤，实在说不过去就以
身体不好作挡箭牌。如此多推两次倒
还见了效,电话逐渐减少以至彻底与麻
友失联。

戒麻三月有余。没有麻将的日子，

从从容容地起床，慢条斯理地做家务，
懒懒散散地逛逛街；玩玩手机里的游
戏，搜搜电脑里的韩剧，翻翻已忘得差
不多的小说；有时间回老家看看年迈多
病的婆婆，有机会和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叙叙旧，开着车还能跑到偏远县城去见
识一下新农村建设。告别麻将，心情居
然变得如此轻松美妙，世俗浮躁的心渐
渐归于平静。

孩子诧异于我的改变，好几次问我：
您怎么不去打麻将呢？做了这么多年坏
榜样，他是真不习惯我安安静静呆在
家。“玩物丧志”，这是我这个不称职的母
亲经常挂在嘴边教育孩子的话，现在想
来，只觉汗颜。孩子小的时候，每个周末
忙着打麻将、熬夜，忙得没时间陪他成长
陪他玩，大多数时候，只有他和外婆两人
在家。记得有一次熬夜到天明，回家的
路上碰见母亲出门买菜，我喊声“妈”，她
才回过神来，连连责备：眼睛熬“落抠”
了，连我都认不出你了！每每想起这些，
愧疚使我戒麻之心弥坚。

不知是谁说过：悔悟，任何时候都
不会晚。现在是时候和“你”说再见了！

我和麻将说byebye

“唧唧复唧唧，木兰啃烧鸡”。近期，
喜剧演员贾玲在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
节目《木兰从军》小品中，身穿古装，嘴啃
烧鸡走上舞台，将中国古代巾帼英雄花
木兰恶搞成贪吃、不孝、胸无大志、贪生
怕死的傻大妞形象。节目播出后，立即
引起众多网友和观众不满。中国木兰文
化研究中心刊发公开信，要求贾玲及剧
组公开道歉。

贾玲的小品《木兰从军》，剧情是这
样的：木兰因贪生怕死不敢奔赴前线，被
父亲骗去从军。后因吃亏被迫上战场成
为将军，回归故乡后，去世的父亲留下一
封信，从信中得知因邻居恶霸看上她，父
亲才骗其去当兵等等。该荒唐情节从头
到尾都充满了恶搞甚至是恶意的东西，

为了搞笑，放弃原则、没有底线，让人恶
心。算起来，至少有“三宗罪”：

一是背离了艺术的本质。艺术“源
于生活、反映生活、高于生活”，小品显
然也不例外。而花木兰是历史人物，尽
管其代父从军的真实情况和细节等，并
没有完整的记载，但吃烧鸡、不孝、胸无
大志、贪生怕死等问题，在花木兰身上，
应该是没有的。将这些东西强加给一
个历史人物，这不是艺术，甚至已经背
离了艺术。

二是伤害了人物形象与民族感
情。花木兰是中国古代巾帼英雄，其形
象不容玷污，况且花木兰家喻户晓，妇
孺皆知，寄托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感情，
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民族气
节、不畏强权、大忠大孝、大仁大义、大
智大勇等多种优秀品质为世人所赞颂
敬仰，岂容一些人拿来恶搞，或者加工
成笑料？

三是误导下一代。花木兰本是一
个聪慧、孝顺、刚毅、勇敢的人，当我们
用小品告诉他们，花木兰是一个贪吃、
不孝、胸无大志、贪生怕死的“傻大妞”
后，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认为花木兰就是
这种形象，甚至告诉他们的后代，花木
兰就是个“傻大妞”。如此代代相传，恐
怕有一天，真的也成了假的，好的也成
了坏的。

尽管近些年来小品艺术式微，有
些演员和小品更是沦落到靠低俗生
存，算得上是“大牌”的贾玲，竟然
也恶搞起了
花木兰。对
此，作为公
众人物，作
为艺术团体，
贾玲和其剧
组显然有必
要道歉。

恶搞花木兰理该道歉

□鼎能 蜀杰

□刘鹏 《宋江杀惜》《高唐州》《智取生辰
纲》……达城通川北路一家报刊亭，老
版新印的“水浒传”连环画被摆放在醒
目位置。

“从经典连环画中，精心挑选了
‘四大名著’等进行老版新印，5本一
套，每套20元左右。”据销售人员介绍，
此次“老版新印”由各地报刊零售公司
与连环画出版社合作推出，包括《红楼
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
大名著珍藏版连环画，以及《岳飞传》
《杨家将》《古代故事精选》和《红色经
典故事》等人民美术出版社自1951年
建社以来的经典作品。

“一张小板凳，一本连环画”勾勒
出许多成年人的童年阅读记忆。“一分
钱租一本书，能够美美地看上大半
天。”“70后”的吴先生颇为动情地回味
起当时的情景。在吴先生心目中，薄

薄的连环画兼具阅读愉悦性和内容丰
富性，承载着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故
事，凝聚着人民群众朴素的情感和审
美趣味，“是孩子们进行知识启蒙，培
育早期价值观的绝佳选择。”

“现在的孩子多被电脑游戏、品味
不高的卡通漫画包围着，文化生活过
度快餐化、娱乐化，不利于他们对传统
文化的识读和传承。”鉴于此，吴先生
希望广大家长充分认识到连环画的内
在价值，“给孩子们的文化餐桌加上一
道美味营养餐。”

连环画再现报刊亭
“老版新印”勾起儿时记忆

□本报记者 徐冬 摄影报道

报刊亭出售的传统连环画

盛夏时节，达川区麻柳镇刘家坝村
威陆葡萄园，一串串绿莹莹、紫灿灿的葡
萄缀满枝头，煞是可爱！

“7月11日，我们举行了开园采摘仪

式，当天就来了2000多人。”葡萄园业主
廖经荣兴奋地告诉记者。据老廖介绍，近
三年来，每逢葡萄成熟时，葡萄园便会全
力促销自己，通过开园采摘仪式等持续扩
大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四方客户。

“园中的葡萄全为自然成熟，生长过
程中没有施用任何催熟剂和膨胀剂。”在
廖经荣眼中，“纯绿色无污染”是该园葡
萄的“核心竞争力”。“城市里卖葡萄的摊
位遍地都是，价格也比我们的便宜，可为
什么还有这么多市民大老远跑到这里采
摘，一句话，这里的葡萄吃起来健康，吃
起来放心。”

此外，该园葡萄品种繁多，能够满足
不同人们的不同口味。“老话说‘众口难
调’，吃葡萄也是这样，有的喜欢吃果肉
厚些的，有的喜欢吃汁液多些的。我们
园种植了‘阳光玫瑰’、‘红巴拉多’、‘醉
金香’等11个品种的葡萄，能够满足不同
口感的需要。”廖经荣告诉记者，珍稀品
种的葡萄可卖到70元一斤，可仍然卖得
很火。

自2011年廖经荣开始经营葡萄园

以来，经过近5年的发展，葡萄园种植面
积已扩大至320亩。“每亩地的葡萄产量
大概在3000斤左右，以最低售价20元
计算，每亩地的毛收益也能达到6万多
元。”此时，在老廖眼中，一株株葡萄树成
了“摇钱树”，一颗颗葡萄也成了数不尽
的珍珠、玛瑙……

和威陆葡萄园一样，位于该镇碾盘
湾村的陈安川西瓜种植基地也沉浸在丰
产丰收的喜悦之中。

看到记者的到来，正在为客户采摘
西瓜的陈安川暂时放下手头的活路，边
摆着“龙门阵”，边拿起切瓜刀，三下五除
二切好一个瓜，摆到记者面前。

鲜红的瓜瓤一下子勾出了记者的口
水，拿起一块，咬上一口，甜甜的汁液，伴
着丝丝清凉，滑进肚中，顿觉全身舒畅。

“麻柳的‘玉脆西瓜’，全达州都有
名。”据陈安川介绍，自己基地所产的西瓜
因纯天然、口感好，不仅在达州本地很叫
卖，还吸引了南充、重庆、西安等外地的众
多客商。“有时外地客商一拉就拉走上万
斤，销路没得任何问题。”据陈安川估算，

一亩瓜地的销售收入可达8000元以上。
麻柳镇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加之近

年来镇党委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优惠
政策和鼓励措施，来这个小镇创业的外
地人员越来越多，林凯就是其中的一位。

陈安川西瓜种植基地不远处，300余
亩的荷田格外引人瞩目。田田的荷叶已
过人高，洁白的荷花随风摇曳，淡淡的荷
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这片荷田的主
人叫林凯，一位来自安徽芜湖的小伙子。

“我以前在上海从事莲藕的栽培，现
在，那边的市场已经饱和。”据林凯介绍，
为摆脱销售困境，重新开拓市场，自己于
去年来到麻柳镇，承包了这块荷田。

“我们栽培的主要是粉藕，更适合本
地人们的口味。”林凯告诉记者，除满足
达州本地市场需求外，荷田出产的粉藕
还远销重庆，“充作火锅店的菜品，很受
欢迎。”一周后，今年的粉藕就可上市了，
对此，林凯信心十足，“日均收入达到6
万元不成问题。”

上述几则事例，仅仅是近年来麻柳
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宏大进程中的
几支小插曲。

作为全区的产粮大镇，麻柳镇没有
躺在曾经的成绩簿上求稳守成、停滞不
前，而是针对自身存在的特色农业规模
小、产业化水平低、产品附加值低等问
题，立足实际，以产业布局区域化、产品
生产标准化、产业经营集群化、农业环境
生态化、农业保障体系化为核心，着力打
造生态高效农业强镇、特色精品农业大
镇，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推进农业现代
化进程的新路子，带领全镇人民走出了

一条致富增收的“金光大道”。
该镇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合理布

局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引导农民开展土
地经营权流转，全力推进农业规模化发
展。蔬菜产业方面，2014年，全镇完成
蔬菜种植面积3500余亩，其中大棚蔬菜
90余亩、早春蔬菜1200余亩、冷凉蔬菜
800余亩、晚秋蔬菜750余亩，夏季蔬菜
700余亩。种植品种涵盖白菜、莲花白、
萝卜、芹菜、葱、大蒜、西红柿、黄瓜、南
瓜、丝瓜、冬瓜等20多个，全镇蔬菜种植
实现总产量5800吨，产值达1800余万
元。

水果产业方面，2014年，该镇水果
种植面积2400余亩，涵盖葡萄、西瓜、李
子、柑橘、枇杷、樱桃、桃、梨、杏等10多
个品种，年产量达7000余吨。目前，全
镇水果产业已初具规模，占全镇种植业
经济收入的18%左右，成为该镇农民增
收致富的重点支柱产业。

畜牧业方面，2014年，生猪出栏
3.75万头，家禽出栏25万余只，肉牛出
栏150余头，畜牧业总产值实现3450余
万元。目前，畜牧业在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和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已日益呈现出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此外，该镇大力发展塘堰养殖，
2014年，全镇拥有水产养殖面积近900
亩，实现渔业总产量180余吨，总产值
180余万元。

下一步，麻柳镇将继续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以科技为先导，以建设标准化生
产基地为基础，以完善带动农户的组织
制度和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进一步做
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实现由传统农业
大镇向现代农业基地的成功转型。

西瓜基地

□本报记者 徐冬 陈晓彬 摄影报道

莲藕基地

威陆葡萄园

田野里，一望无垠的西瓜
地，犹如一片绿色的海洋，令人
心旷神怡；温室内，一串串娇艳
欲滴的葡萄压满枝头，点缀着
农民火红的日子；荷塘中，一株
株亭亭玉立的莲花迎风起舞，
抒发着人们丰收的欢欣和喜悦
……

近年来，达川区麻柳镇以
产业布局区域化、产品生产标
准化、产业经营集群化、农业环
境生态化、农业保障体系化为
核心，着力打造生态高效农业
强镇、特色精品农业大镇，特色
农业产业发展成就显著，带领
全镇人民走出了一条致富增收
的“金光大道”。

2015年7月15日空气质量良，空
气质量指数63，首要污染物臭氧8小
时，健康影响指数正常。

达州市环境保护局发布

达州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公告

麻柳镇：
特色精品农业铺筑致富“金光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