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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出最美的風景
葉玉霞

　　很喜歡一句話：當你擁有了美德，

你所到之處，便成了最美的風景。

　　總以為，當再次回眸過往的歲月

時，眼裡會有幾絲不堪。但當重拾歲月

片段的時候，我卻留戀起兒時的美好童

真。那裡彷彿陽光和煦，守著一片天荒

地老。

        憑誰問一句，這是為什麼，明明已

經逝去但重拾時卻那麼美好……

　　事過人遷，不等于茶涼樓空；花落

成泥，不等于孤桿獨存；雁字去時，也

不等于無痕無息。又憑誰問一句「童年

戀返」？其實很簡單，憑心靈那一塊

淨土，為美德歌唱，才會留戀那一片藍

天。

　　眼前可以展翅的雄鷹，全因選擇了

毅力的美德，奮力遨遊，為美德高歌；

房前零落的荷花，全因選擇了君子的美

德，亭亭玉立，不蔓不枝，為高尚而

歌。心裡有一片空地，在等待，等待美

德將它填滿，這就是完善人生。

　　撐著那透明的雨傘，從家中逃出，

走在鄉間路上，心中翹首，渴望遇上一

個喚作「美德」的姑娘。泥土親吻了我

的鞋邊。

       風兒輕撫我的眉頭，這世界靜了，靜

到萬物只剩美，只剩雨聲輕敲著我的傘

花。

        就在這裡，幾幅簡單的畫面卻在此

時勾勒出萬物的本源，讓我心曠神怡。

      借給不相識的人一把傘，自己濕透了

青衫。

      為路邊的孩子抱一個旋轉，躲開汽

車濺出的飛揚的泥花。互相傳遞一份恬

靜，為奔波的人送去幾分舒暢。

　　我將雨傘送給路旁的一個小孩，向

他微笑……

　　陽光為了窺探我的才華，從雲霧中

跳躍，原來它的頭像會讓人振奮。

       沒錯，這些人性暗淡只不過是將漏

洞展現，可人世間的美德卻依舊站在那

裡，為世界站出最美的風景。

　　時光逝去但前景繁華，花落成泥會

芳香永存，雁字去時能留戀天地，就像

心中那份美德的淨土能讓世間繽紛，萬

物蓬勃，就這樣一直「美」下去。

　　時光如蘭，香淡淺行。憑君仍道：

「執美德之手，攜天荒地老。美德，莫

失莫忘。」

微笑的星星
潘有剛

　　似乎只有到了夏天，星星才會微笑。

　　尤其夏至過後，人們在涼爽的夜晚出來

納涼，孩子們喜歡一邊看天上的星星，一邊

聽大人講故事。有些故事講了好多遍，但孩

子們卻百聽不厭。故事內容包羅萬象，有古

老的傳說，有忠貞的愛情，有神仙妖魔，有

民族英雄，孩子們聽得很入神，同樣入神的

還有天上的星星，聽到好笑之處，星星們便

跟孩子們一起笑，笑得那樣開心。

　　星星最滿意的，是人們給它們取了好聽

的名字，例如北斗七星、牛郎織女星等等，

這讓它們在遙遠的天空也有了一份人間的溫

情。儘管星光並不能照亮地球，儘管知道故

事大多是虛構，在天空生活了億萬年，還沒

有見過人們所說的神仙，但它們卻著迷于人

間的故事，把自己當成故事中的一員，羨慕

著人間的悲歡離合，感歎著人間的生老病

死。

       在世人眼裡，星星是永恆的，但它們卻

不需要永恆，聽了故事的星星學會微笑，也

學會多愁善感，它們渴望痛痛快快愛上一

回，哪怕變成無處可尋的塵埃，也值。

　　星星站高望遠，它們在微笑過後，也會

憂慮人間。它們憂慮戰爭與殺戮，憂慮環境

惡化，憂慮人心叵測。在人們眼中，星星是

清澈的、閃爍的、神秘的，遙不可及卻又忠

于職守，總在人們失意或者得意時，一抬眼

就能看見它們守候在天際。

       而在星星的眼中，人們是靈性的，善良

的，這有別于地球上的石頭或者土壤，有別

于天空的虛無和空洞，它們為人類的靈性欣

喜，也為人間的良善而慰籍。人們都知道，

星星是運動的，它們有著自己的軌跡，有著

自己的事情要做。嚮往人間的星星不止一次

想到地球上來拜訪人類，與人們一起喝喝茶

聊聊天，一起回顧歷史與榮譽，一起暢談理

想和愛情，但，理智的星星知道那樣會給地

球帶來滅頂之災，便只能露出善意的微笑，

希望人們能夠讀懂。

　　每一顆星星都在微笑，都有著感染人的

善意和深情。星星雖沒有體會過人間冷暖，

沒有感受過愛恨情仇，但聽多了人間故事，

看慣了民間疾苦，笑容裡也多了一份提示和

警醒。可惜，人們為生活奔波，為考學苦

讀，為生存掙扎，已經越來越少地去看星星

的笑容，去聽星星無聲的訴說，自然體會不

了星星的苦心。實際上，春秋和寒冬星星也

出來，也在微笑，它們為花開微笑，為豐收

微笑，為飄雪微笑，可人們大多躲在自己的

小屋，思慮著明天要面對的問題，已經沒有

心思去想星星笑容背後的深意。好在還有夏

天，這是星星與人們約會的季節，但願我們

能從星星越來越焦灼的笑容裡，學會淡定和

從容。

　　也有些星星，屬於性情中的，它們大笑

之後，會用自己最迷人的笑容，劃下一道耀

眼而短暫的弧線，人們稱為流星。也許，它

能落到人們的心間，然後慢慢生長，讓絕美

的笑容永不湮滅。

夏日花園
李光明

夏日時光，花園裡開滿了花，滿眼的綠色，處處盎然生機。

令人驚喜的是，花園的邊上被園藝設計師安置了許多小動物

塑像在這裡，她們是充滿童趣的點綴物。你看，水缸旁邊有一隻綠

頭鴨，週身披滿色彩，正專注地埋頭喝水。一隻白鵝的背上有一隻

灰色的小貓，小貓目不轉睛盯著藍天進行一場哲學思考。穿著粉色

抹胸裙的兔子小姐，閉著眼睛微笑著站在綠叢中，風吹過，若隱若

現。

她的手上還落著一隻蝴蝶。蝴蝶的翅膀是白色的，翅翼的外圈

是天藍色。另一位兔子小姐，她戴著一頂充滿夏日風情的帽子，帽

子的頂部有一束蝴蝶結，身著一襲充滿熱情的橘色連衣裙，她手裡

拿著一枝粉紫的玫瑰花，也閉上眼，彷彿和我一樣陶醉在這美麗的

景色裡。不遠處是一隻趴在南瓜上的松鼠，經歷寒冷的冬天，他以

最佳的狀態甦醒，在花園裡生活。

咦！綠叢深處還有一個木製鳥窩，邊上系有一個貓形的風鈴。

風一吹，有悅耳鈴聲傳來。一個滿身毛絨綠色的愛麗絲兔子坐在台

階上，一動不動地看著我。邊上的兔子媽媽，在陪伴小橘貓玩耍。

再遠一些的地方還有幾朵白色的蒲公英一樣的花形燈，側一些的地

方，赫然有一個紅色的大蘑菇。我不知道，夜晚路過的精靈們會不

會嚇一跳。蘑菇請求一隻狗狗在她身邊陪伴她，保護她不要在她入

眠的時分被別人採了去。遠處上方，有一隻粉白的小麋鹿正在千秋

上安靜地看著書，另幾個調皮的小兔子，從花叢中探出可愛的小腦

袋，更有甚者，正在趴在花盆上玩耍。兩隻小鳥兒，正在花叢裡閉

目養神。邊上的一對童男童女小小人正拿著花，和一隻白色的綿

羊，每天歡迎進進出出的我們，我家的花園像是一座巨大的森林王

國。

我被這小小花園的看點驚艷到了，一有時間鬆懈，我便沉浸這

座小小的王國裡，我可以待上一天，我不由得為設計這處小花園的

人點贊。想這個世界的大多數美好的事物，真的是離不開藝術家的

奇思妙想、精心雕琢，才能以一幅完美的形象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如果仔細用欣賞美的眼光打量生活的四周，我們定會發現生活中處

處充滿優雅的細節。你看那美麗的公園，街角隨處可見的靈動的園

林花藝設計，她們悄悄地融入我們的生活。我們駐足觀望，在四季

的不同時刻，都會看到這些充滿詩情畫意的不同主題的美，人們是

容易被美的事物所打動。

這樣展開想來，我們讀一篇好文章、讀一首詩歌、在劇院聆

聽一場音樂會、在電影院欣賞一部振奮人心的電影杰作，在藝術館

欣賞一幅幅精美絕倫又充滿意境的作品，不但能陶冶我們自己的情

操，也能開闊視野並能提升我們的審美。有藝術可以欣賞，一切都

是那麼的寶貴。

每個領域的藝術家、手藝人和工匠，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

地，都在推動著社會文明的進步。想像一下，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

沒有鮮花、藝術、音樂、書籍、電影和美術的世界裡，那將是多麼

的恐怖。正是因為有了無數創造美的藝術家，我們的生命才更加美

好，我們的生活才更加精彩。

我對這個滿是看點的夏日花園充滿了熱愛，感受著這個花園的

美滋養著我的身心，讓我充滿活力。我懷著感激的心情，向那些為

這個世界辛勤耕耘、創造美的能工巧匠、手藝人和藝術家們表示敬

意。正是他們的汗水和智慧，使我們的祖國變得如此美麗，山青水

秀，富饒而美麗。

外籍記者看中國經濟：在彩雲之南「品嚐」高質量發展
新華社昆明6月24日電 高質量發展是什

麼味道？作為記者，我們習慣于用數據來衡
量並詮釋經濟和社會的進步，但最近一次去
中國雲南省的旅行中，我發現在餐桌上也可
以品嚐到發展的味道。

雨後的烏蒙山腹地，空氣格外清新。在
距離宣威市區不遠的一個生豬養殖場，一群
烏金豬在空曠的田地裡覓食，它們是製作宣
威火腿的優質食材。一旁的窖藏庫裡，數萬
支上掛風乾的火腿整齊排列。

養殖場所屬的雲南老浦家火腿實業發展
有限公司，是當地火腿產業的龍頭企業。公
司董事長浦恩勇16歲就跟隨父母學習宣威火
腿製作技藝。

如今是宣威火腿製作技藝非物質文化遺
產代表性傳承人。

「適合的自然條件、特有的豬品種以及
百年間不斷改良的製作工藝，造就了獨特的
宣威火腿。」浦恩勇熱情地帶我們參觀火腿
加工生產車間。他說，部分火腿按部位、分
等級定價，最高等級的生食火腿可以賣到3萬
元一支。

近年來，這家企業不斷推進火腿精深加
工新技術、新工藝、新產品研發，集烏金豬
選育、養殖，以及火腿生產、加工、銷售于
一體。浦恩勇說，公司已建成5條現代化生產
線，帶動600餘人就業，2023年實現產值2.95
億元。

如今，火腿加工已成為當地特色產業，

家家戶戶、大小餐館、商超店舖都可以見到
火腿的影子。當地從事宣威火腿加工經營企
業及個體工商戶達1000餘戶，研發生產火腿
生熟食、調味料、火腿餅等100多種產品。
2023年，全市火腿產量6.95萬噸，精深加工火
腿4.2萬噸，火腿產值110億元。

帶著對更多特色產業的期待，我們來到
位于滇南的普洱市思茅區。

普洱茶在雲南已有千年歷史，制茶工藝
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
產代表作名錄。在思茅區有這樣一群人，他
們正致力于讓古老的普洱茶在傳承保護和創
新發展中不斷煥發新生機。

彝族姑娘徐燕婷便是其中之一。她經營
的火塘煮水茶葉有限公司以「烤茶」聞名，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遊客前來打卡體驗。我們
到的時候，幾位廣東遊客正圍坐爐前細細品
茶。

「『火塘煮水』最早在中國唐朝的史書
裡就有記載。」

身著民族服飾的徐燕婷告訴我，這是一
種存在于雲南大山裡古老而傳統的普洱茶飲
用方式，極具少數民族特色。

如今，徐燕婷主要從事普洱茶產品研
發、非遺茶俗推廣以及茶文化活動承辦，結
合當下流行的新式茶飲和消費偏好，對普洱
茶進行創新和突破，希望可以讓大眾感知並
熱愛上古老而現代的普洱茶。

漫步于雨後的銀生茶莊園茶園，滿目蒼

翠，生機盎然，讓人心曠神怡，不時有遊客
到此觀光體驗。在這裡，我看到了茶與旅遊
的完美結合。

「我們希望為遊客打造一片茶葉從茶山
到茶杯的全流程體驗。」銀生茶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侯建榮說。在這裡，遊客可以欣賞茶
園自然風光，體驗茶葉採摘、初制、茶餅壓
制、沖泡品鑒等沉浸式制茶項目，還可以住
在莊園客棧裡，品嚐特色的普洱茶宴。

2023年，雲南茶產業全產業鏈產值達
1504.2億元，同比增長9%。打造集茶產業、
茶文化、康養休閒于一體的旅遊項目，建成
以茶為主題的完整產業體系，是當地發展特
色產業行之有效的思路。

普洱的山上不止有茶香，還有咖啡的香
氣。雲南是中國種植面積最大、產量最高的
咖啡產區，這裡出產的咖啡日益受到全球消
費者的青睞。

「在普洱，咖啡早已不再是舶來品。」
野鴨塘河谷咖啡莊園主理人楊鴻簡邊介紹，
邊為我沖了一杯咖啡。這杯咖啡使用的豆子
就產自莊園旁的種植區，濃而不苦，帶著果
香，充滿風味。

隨後，楊鴻簡帶我來到種滿咖啡樹的
山上，展示標準化的種植，講述他希望將普
洱咖啡從初級農產品提升到精品咖啡豆的初
心，言語間充滿自信。

思茅區茶葉和特色生物產業發展中心
主任鄭少永介紹，該區種植咖啡22.76萬畝，

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採摘季，咖啡產量達1.68
萬噸，總產值23.8億元，其中第三產業產值
12.11億元。

莊園寧靜，咖啡飄香。每公斤價格不到
1美元的咖啡鮮豆，經過精深加工、文旅融
合、品牌塑造，價格翻了幾番。咖啡已成為
當地極具發展潛力的產業之一。

咖啡產業是雲南省高原特色農業的一張
亮麗名片。據統計，2023年全省咖啡種植面
積約120萬畝，咖啡生豆產量14.6萬噸。在普
洱、保山等地，一批精品咖啡莊園成為時尚
旅遊消費網紅打卡點。

「雲腿」「雲茶」「雲咖」……其實，
雲南的特色產業遠不止于此。

在雲南省會昆明市，我們走訪了亞洲最
大的鮮切花交易市場——斗南花市，以及極
具當地特色的雲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場。
鮮花和野生菌等當地特色農產品，通過不斷
完善種植、加工、物流和服務等產業鏈，形
成了「雲花」和「雲菌」產業，成為當地經
濟發展的新動能。

初到雲南時，我有許多疑問：中國是
一個農業大國，人們怎樣增加農產品的附加
值？如何為農產品做加法，形成地方特色產
業？

離開這裡時我已得到答案。我深信，雲
南大力發展特色農產品、推動特色產業轉型
升級以及農旅融合的經驗，值得世界上其他
農業國家借鑒。

中國經濟圓桌會：

前海為何持續出現倍增式科技企業？
新華社北京6月24日電 深圳市前海管理

局副局長王錦俠在新華社24日推出的「中國
經濟圓桌會」大型全媒體訪談節目上說，有
「特區中的特區」之稱的前海，在新一輪技
術革命的帶動下，發揮深港合作、制度創
新、先行先試等優勢，一批倍增式科技企業
持續湧現，新質生產力不斷加快培育。

「前一段時間在前海的企業座談會中，
發現來參會企業有近20家年均增速超50%，
其中有4家是數年倍增式發展。」王錦俠說，
這些企業有力提振區域經濟活力，折射新質
生產力的強勁動能。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前海有科技企業5.5

萬家，其中國家高新技術企業2039家，創新
型中小企業1338家，上市科技企業23家，獨
角獸企業14家。

王錦俠介紹，前海通過放開限制、放
鬆管制、銜接稅制、對接法制、融通規制、
聯通體制、暢通機制、鏈接兩制「八制並
舉」，累計推出835項制度創新成果，其中在
國家層面複製推廣93項，廣東省複製推廣111
項。

「作為全國重要的制度創新策源地，制
度創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特別是為新質
生產力的發展保駕護航、開闢賽道。」王錦
俠說。

如前海用金融科技來開闢科技金融的新
賽道，用5G技術開闢智慧物流新賽道，用工
業人工智能大模型開闢智能製造新賽道等。

以全國首家民營數字銀行微眾銀行為
例，其通過自研底層、標桿應用人工智能和
區塊鏈技術，到去年底累計服務個人客戶近4
億人次，累計申請貸款的中小微企業超450萬
家。

在位于前海的影石創新辦公室裡，公司
聯合創始人陳永強說：「我們的Insta360相
機深受海外戶外運動愛好者、旅遊拍攝者歡
迎，公司營收境外占比超七成，近年來持續
保持大幅增長勢頭。」

新質生產力持續迸發，為前海港資企業
帶來蓬勃發展的全新機遇。統計數據顯示，
前海目前有港資科技企業2433家，今年1到
4月港資科技企業在信息服務、科技服務領
域實現營收223.64億元，同比增長95.7%，一
批高成長性的港資企業在人工智能、科技金
融、大健康等領域發展迅速。

「發展新質生產力，給前海帶來了持續
超常規、跨越式、高質量發展的新機遇。」
王錦俠說，前海已集聚各類創新載體155家，
科技創新發展迅猛。今年以來，前海保持
「生機勃勃」的發展態勢，今年一季度經濟
總量增長7.6%，進出口增速達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