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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永平

□ 通讯员 赵娜 曹钰

永平县自 2018 年被评为“第十
届省级双拥模范县”以来，进一步创
新工作方式，夯实工作基础，深化军
民融合发展，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
博南大地谱写了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的崭新篇章。

政策落实有力度。建立起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员、专业
规范的县、乡、村三级退役军人服
务保障体系，认真落实军人军属优
待、重点优抚对象补助救助、干部
转业和退役士兵安置等拥军优属
政策，并及时帮助解决困难优抚人
员生活、住房、就医困难；甄选出 30
个社会化拥军试点单位，实行公共
服务场所军人、退役军人、消防救
援人员依法优先；组织退役军人专
场招聘会、就业技能培训等，实现

190 名 退 役 军 人 成 功 创 业 就 业 。
2019 年以来，累计向 325 名义务兵
家庭发放优待金 366.49 万元，发放
重点优抚对象定补资金 2533.24 万
元、重点优抚对象低收入人群临时
价格补贴 61.69 万元、重点优抚对
象 城 乡 一 体 化 生 活 补 助 资 金 7.44
万元、大理州抗战老兵生活补助资
金 24.77 万元、出国参战民兵民工
生活补助 94.21 万元。

拥政爱民有温度。驻军部队
充 分 发 挥 部 队 优 势 ，积 极 参 加 和
支 援 驻 地 重 点 工 程 建 设 ，大 力 支
持 地 方 经 济 建 设 和 社 会 综 合 治
理 ，在 援 边 抗 疫 、抗 震 救 灾 、防 洪
抢 险 、防 火 灭 火 等 应 急 工 作 中 勇
挑 重 担 ，为 保 护 人 民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维 护 社 会 治 安 秩 序 作 出 了 积
极 贡 献 ，不 断 加 深 军 民 鱼 水 情
谊 。 2019 年 以 来 ，驻 永 平 县 军 警

共 出 动 官 兵 6133 人 次 ，出 动 车 辆
1167 台次，打击犯罪团伙 11 个，抓
获违法犯罪人员 224 人，挽回群众
财产 2548 万元。

阵地建设有深度。相继建成
龙 坡 烈 士 陵 园 、龙 门 官 庄 红 色 教
育基地 8 个 县 级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以 及 博 南 古 道 博 物 馆 、滇 缅
公 路 路 史 馆 等 4 个 州 级 爱 国 教 育
基 地 ；批 准 龙 坡 烈 士 陵 园 等 4 个
县 级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2021 年 11
月 ，龙 坡 烈 士 陵 园 被 州 政 府 批
准 为“ 州 级 烈 士 纪 念 设 施 ”；投
资 50 多 万 元 修 复 原 驻 军 大 营 门
一 座 ，投 资 300 多 万 元 建 成 一 个
双 拥 主 题 公 园 和 双 拥 文 化 长 廊 ，
充 分 展 示 永 平 的 革 命 历 史 和 双
拥 优 良 传统。

氛围营造有浓度。将争创省
级双拥模范县与国家级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县、国家级园林县城、国
家级卫生县城等创建工作同安排
同部署，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日 ”、学 生 军 训 等 活 动 ，做 到 国 防
教育和双拥宣传进学校、进社区，
并 纳 入 党 政 干 部 培 训 ；组 建 老 兵
宣 讲 团 ，开 展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宣 讲
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职工、
群 众 和 青 少 年 的 国 防 意 识 ；2019
年 以 来 ，驻 军 部 队 为 县 内 企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高 中 学 生 开 展 军 训 活
动 5 期 ，参 训 人 员 近 6000 多 人 。
同 时 ，将 双 拥 和 国 防 宣 传 教 育 纳
入 县 委 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学 习 计
划，宣传、教育、文化、广电等成员
单位将双拥和国防宣传教育均纳
入年度工作计划，充分利用会议、
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电子显示
屏 等 各 种 渠 道 ，广 泛 深 入 开 展 国
防教育和双拥宣传。

永平县火车站一角。（摄于 8月 9日）
自 7月末永平县站正式开通运营以来，7月 22日至 8月 28日站内累计发

送旅客 26677 人次、到达旅客 25632 人次；货运卸车 209 车，主要运载粮食和
矿石等物资。迈入“动车时代”的永平，群众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依托铁路的

“带动效应”，货运物流也将拉动地区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通讯员 曹钰 摄］

古核桃树，古松，古稀老人，古铜肤
色，辨不清材质的水烟筒，嘴边袅袅升
起的烟，镶着红边的黑裹帕，绣着花边
的大摆裆裤，对唱山歌的阿哥和阿妹，
青色麦地，包谷秆垛，石板路，篱笆墙，
各色花藤，冥想台，林间栈道……

那个阳春三月的下午，我在永平县

的龙街镇普渡村遇到了藏在时间褶皱
深处的十字口村。在这个老寨子的古
核 桃 树 下 ，我 一 度迷失于时间的褶皱
中，深陷于时间的包浆中，不知今夕何
夕。

你看十字口村的样貌和派头，有 3A
级景区的精致，是农村小康生活的写

照，是乡村振兴的样板。
老寨子里，所有的事物都在提示，

时间在这里有过刻意的停留，古核桃树
是最明显的提示。每株古核桃树上都
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树龄：八百年、
一千年、一千二百年……这些牌子是时
间赐予的徽章，是穿越时光的文牒。它
们姿态不一，站立、斜卧、倒下、枯朽，或
在杨柳风中絮叨，或在阳春下静修。最
粗的古核桃树，需几人才能合抱，而它
们还在继续生长。皲裂的树皮，是时间
抵不过生命的力量，被撑裂开来后留下
的印记。时间对每一块树皮都雕琢得
极为耐心和细致，每一刀都那么深刻。
时间还会染色，每一寸苔色，都被精心
涂抹，涂抹成岁月的样子。

树枝得了主干的启示，遗传了那份
倔强，以对抗时间，对抗不测风云。遇
到天灾或人祸，拐个弯，继续长，再遇
到，再拐个弯，再长。每一个树瘤，都是
与时间相撞的伤疤。时间不留情面，对
古 核 桃 树 进 行 了 无 数 次 的 阻 挠 和 打
磨。最终，不得不看着那些虬枝以舒适
天然的姿势，蜿蜒着伸向天空，伸向太
阳，去触探时空的深度和厚度。

古核桃树，是时间淬炼成的精灵。
数百棵古核桃树，是数百只穿越时空抵
达你我面前的精灵。

古核桃树下，有篱笆墙，有麦浪，有
桃花，有对唱山歌的阿哥和阿妹。桃花
跟着阿妹一起笑，不远处的阿哥也跟着
笑。阿哥看着阿妹的脸，阿妹脸上有一
丝粉红色的羞涩。

山歌不是每天都唱，但二月初八这
天必定要来一场对歌。核桃树下，麦地
边，山歌从泥土里“长”出来，天然质朴
如泥土。对唱山歌，对的是风月，对的
是生活。

十字口村的老人最懂麦子的律动，
麦浪一浪接一浪涌向天边，十字口村的
人一代接一代，顺着篱笆墙，沿着石板
路，走出寨子，走向远方。也有厌倦了
远方的人，回到这个有着古核桃树和篱
笆墙的地方，休憩，终老。

篱笆墙外，不知名的紫粉色小花一
开就是一山坡。它们春天来，秋天走。
小花抬头看见千年古核桃树，没有艳羡
之色，只把相遇的喜悦举得数寸之高，
把春风摇得叮当作响。如果有一场春
雨，它的欢愉还会更清脆些。它们一起
在山坡上沐浴春风，怎么看都是一场跨
越时间的相遇，怎么说都是一场修行了
千年的缘分。

割倒了的玉米秆堆在麦地里，把时
间的绿地毯撑开了几处，里面有个季
节，是去年的秋。粮食和种子早就归集

到农家粮柜里。春风吹来，种子又变成
绿色的地毯铺在大地上。春天一个接
一个地来了又去，秋天也一个接一个地
来了又去。多少个春秋来来去去，最古
老的那株核桃树也记不清了。

冥 想 台 建 在 山 顶 的 那 个 十 字 路
口 。 石 台 顶 部 中 心 有 一 个 十 字 形 石
礅。东来西往、走南闯北的人到此处，
不着急往前走，而是坐在石礅上，闭上
眼睛想一想，想一想下一步的方向，想
一想下一段的行程。也有浮躁之人并
未坐下冥想，只是在那里拍照。但世间
喧闹，没人能轻易进入冥想。在十字路
口，时间总是让你在某个节点、某个地
方做出选择。一个人如要找到适合自
己的方向和道路，除了从冥想台得到暗
示外，还需那春风和野花的诱导，还需
那屈曲盘旋的古核桃树枝的指引。

还有那扇“时空之门”，或许也能给
人一些启示。顺着林间栈道往上走，就
可以到达十字口村的最高处，那里长着
两 棵 树 ，树 冠 在 高 空 搭 接 ，形 成 一 扇

“门”。从“时空之门”往外看，我看见了
过去的十字口，也看见了今天、明天的
十字口：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十字口
这个老寨子得了时间的惠顾，也得到了
时间的馈赠，这些馈赠让这个老寨子的
包浆越来越厚，越来越亮。

“双拥之花”在博南大地绚丽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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