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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日程

3月11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
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1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各
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
围，凝心聚力促发展、乘势而上开新局，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帕巴
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
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
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
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下午 3 时，闭幕会开始。汪洋宣布，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应出席委员2158人，实到2087人，符合规定人
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
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委员们一致赞
成并坚决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聚焦“十四五”、
共话新蓝图、汇聚正能量，是一次民主、团结、求

实、奋进的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会
议，与委员共商国是。全体委员深入讨论政府工
作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和其他报告，认
真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等文件，坚持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取得积极成果，充
分体现了广大委员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担当精
神，展现了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作
用。

汪洋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人民政协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
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
量凝聚起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好局、起好步作出积极贡献。

汪洋强调，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
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必须始终把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和重大政治责任，不
断强基固本，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更好发挥协商民主这一实现党的领导重
要方式的作用，通过政协协商的制度实践，把党
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行动。人民政
协作为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
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推动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
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着力构建以科学
理论为指导、以协商交流为特色、以自我提高为

主旨、以增进认同为目标的学思践悟平台，加强
以中共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人民政协
作为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
识的重要渠道，必须多做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的
工作，多鼓团结奋斗、共促发展的干劲，强信心、
聚人心、筑同心，创新开展界别群众工作的形式
载体，不断完善政协组织委员、委员引导界别群
众的工作链条，形成广集众智谋良策、万众一心
开新局的磅礴力量。

汪洋强调，“国之大者”就是责之重者。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
使命召唤、责任在肩。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大力发扬

“三牛”精神，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伟大实践，不断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和人
民政协事业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王晨、
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
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
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
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
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
华、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
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列席闭幕会。外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
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共收到提案 5913
件。经审查，立案的提案 4940 件，并案的提案
127 件，转为意见和建议的提案 846 件。立案的
提案中：经济建设方面提案1820件，占36.8%；政
治建设方面提案 312 件，占 6.3%；文化建设方面
提案312件，占6.3%；社会建设方面提案1808件，
占 36.6%；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案 468 件，占
9.5%；其他方面提案220件，占4.5%。（据新华社）

政协大会
共收到提案5913件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11 日上午举行
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年度计划、年
度预算、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七
个决议草案；11时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人民大
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
者提问。 （据新华社）

▲3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汪洋主持闭幕会并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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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爷七十多岁，是村里的五保
户。前些年，一场大病，眼看不行了，
却又挺了过来，依然是很筋道的一把
老骨头。

病好后的董爷，行为有些古怪，
在大家看来脑子有些毛病。比如，他
居然想拿自家的肥田，跟人家换乱石
岗的那块荒地。这种缺德事谁敢答
应？做了是要折寿的。再说那块荒地
野草丛生的，石头又多，能派上什么用
场？起初大家以为董爷病过一场后大
概是怕了，要拿它做坟地，安排自己的
归宿。董爷却饶有兴趣地说，他要开
荒种果园，吃果子。村里人逗他，你一
把老骨头了，能挖动地吗？董爷说，怎
么不行，人活着不就是干活吗？不干
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人们继续和他开玩笑：你牙不行
了，能咬得动吗？意思是，你这个老
头，还有几年活头？还瞎折腾，你能
吃到自己栽的果树上的果子吗？董
爷却一本正经地说：有盼头总比没盼
头强吧；咬不动，就含着呗。

之后的一段时间，董爷真的天天
去那块乱石地去开荒了，锄把上挂一
个黑布袋，里面装着一瓶水，一块馍，
还有一个旱烟袋。村里人瞧着他不
免可笑，这老家伙到底图个啥呀？问
他劝他他也只是笑笑。一直在那块
开出的荒地上忙着，从早春到清明。
他的果园似乎没什么规划，今天在这
种几株桃树，明天在那边夹种两株梨
树，乱七八糟地看不出什么光景。

然而几年下来，那些杂七杂八的

果树一下就窜了起来，先后也开花结
了果。昔日村后最荒凉的地方，顿时
成了一片美丽的风景，连村里的年轻
人谈恋爱，也爱往那边奔了。董爷倒
不怎么和年轻人搭话，他喜欢一个人
呆着，侍候他的果树。累了，他就坐下
来抽旱烟，看看这些高高低低的果树
站在他面前，听这些果树在风中依依
呀呀地说话……董爷一辈子无儿女，
他喜欢他的每一株果树，都结结实实
枝繁叶茂的样子，让他看着都带劲。

对于果实，董爷并没有占有的欲
望，他的牙齿，也仅仅是能含两口熟
桃，大部分水果他是咬不动的。至于
卖钱，对他来说更无必要，他无牵无
挂，每年村里给他的那些钱粮，已足
够他花。于是隔山差五地，董爷便把
新鲜的水果送到村里的小学，分给孩
子们。过往的行人顺手摘食，他也不
说什么，只是不能偷，折了枝条。

渐渐地，董爷的名气大了，他的
果园成了村里的爱心果园，被到处宣
传。董爷对此不以为然，直截了当地
拒绝了各路记者的采访，继续深居简
出，在果园忙活。

董爷一直活到了九十九岁，死后
埋在了果园里。董爷过世后，由于没
有了主人，果园就是公有的了。因此
每年进入挂果期，果实还未熟，就有
人抢着摘了，吃起来苦涩不说，糟蹋
很大。没几年光景，果园就不成样
了，又成了一片荒地。只有董爷的坟
墓，还倔强地坐在坡梁上，见证着世
事的变迁……

又到了春笋尝鲜的好时
节。那年，母亲在引水河畔的
坡地上，无意间种了两支竹
子，没过几年，便长成了一片
葱郁的竹林。

一场春雨过后，竹林间一
道道皲裂的泥土缝里，一只只
被春雷唤醒的春笋，悄悄地拱
开泥土，探出嫩黄的脑袋，从
泥土里钻了出来。在春雨的
滋润下，像赶集似的破土而
出，节节拔高，秀出傲人的身
材……

这正是母亲常唠叨的雨后
春笋。经过一冬的蛰伏，一只
只新冒出的春笋，穿着嫩黄的
笋衣，挺着清秀的身姿，迎风飘
出诱人的清香，生机盎然地挑
逗着我们的味蕾。

“宿雨林笋嫩，晨露园葵
鲜”，在春笋拔节的日子，母亲
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便
是去河畔的竹林，数一数泥土
里又新冒出了几个笋芽，看一
看雨后春笋又长高了几寸……

密密匝匝的竹林里，这儿
一簇，那儿一堆，层出不穷的春
笋高矮不一，亭亭地立在竹子
周围。待到春笋长到比筷子略
长时，母亲就要及时掰下春笋，

“啪唧啪唧”，那一声声掰春笋
的脆响，让母亲乐此不疲。春笋遇雨破土，见风就长。如果不能及时
掰下，竹笋很快就长老了，只能留着长成竹子。

“笋菜沿江二月新，家家厨爨剥新筠。”早春二月，正是品尝春笋
的大好时节。此时，刚从竹林里掰下的春笋，带着新鲜的雨露，夹着
泥土的芳香，笋衣紧裹，饱满紧实，惹人可爱。层层剥去笋衣，将春笋
切成片，放进滋滋冒烟的油锅里爆炒，一股清香的味道顿时便弥漫开
来。春韭炒笋，可谓是早春最鲜嫩的时蔬。刚掰下的鲜嫩春笋，与新
割的春韭一起清炒，嫩黄的春笋，翠绿的春韭，色彩斑斓，赏心悦目，
春笋的脆鲜与春韭的香软缠绵在一起，让人欲罢不能。

即掰，即剥，即烹，一道春笋佳肴便春风袅袅地端上了餐桌。
吃一口，一股清香、微甜的感觉直入肺腑，令人神清气爽，满嘴都
是春天的味道。那鲜嫩、那滑脆、那清香、那色泽……细细品来，
似乎还有一种乡野竹林的清爽之气扑面而来，眼前隐约浮现竹影
摇翠、春笋拔节的情景，让人顿生置身乡野之感。

春笋以其特有的清香和鲜味，自古就有“菜中珍品”的美誉。
《诗经·大雅·韩奕》云：“其籁伊何，惟笋及蒲。”那时就把竹笋当作
上佳菜肴，说明我国食用竹笋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清代李
渔称竹笋为“素食第一品”，甚至认为“肥羊嫩豕，何足比肩。”郑板
桥更是直言：“江南鲜笋趁鲥鱼，烂煮春风三月初。”将鲜笋与“长
江三鲜”的鲥鱼并列为江南时鲜，足见鲜笋味道之美。

春笋贵在鲜嫩可口，贵在清爽酥脆，是家乡餐桌上的一道常见
菜。它的烹饪方法很多，炒焖煮炖皆成佳肴，荤素汤菜风味各异。
最讲究的要数“一笋三吃”，春笋的不同部位，可做不同的食材，分
档食用，颇有趣味。笋尖做凉菜，笋拌木耳，笋拌马兰，味道鲜嫩。
笋中段切成片或段，或热炒，或油焖，唇齿留香，满口生津。笋根部

煲汤，无论鸡鸭笋汤还是腌笃鲜，只需添加少许鲜笋，便可增
加菜肴的清甜和醇香，别有一番滋味，吃到嘴里

鲜鲜的，脆脆的，香香的，十分暖胃。
春笋长得快，一时半会吃不完，母亲干

脆把春笋切成片，焯水后放在竹匾中晾
晒，做成笋干。春天的阳光不像六月天
那样毒辣，就让这些春笋在和煦的春阳
中慢慢地晾干，慢慢地和春天道别。

□
许
国
华

董爷和他的果园
□ 姜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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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说，芸娘是中国文学和历
史上最可爱的女人。芸娘，《浮生六
记》的作者沈三白的妻子。这个最可
爱的女人淡泊自然，率性由真。有一
年夏天，她与丈夫到苏州郊外莱园，
看到清新质朴的农家气象，欢喜地对
丈夫说：“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
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
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
菜饭，可以修身，不必作远游计也。”

这个最可爱女人的愿望不过是
守着一个人，门前养点花，屋后种点
菜，布衣菜饭，过简单的田园生活。

“门前种花，屋后种菜。有柴米
油盐诗酒茶。有三五知己秉烛夜
谈。”“窗外蔷薇灿灿地开，人在屋内
风长气静地笑。”这是雪小禅银碗盛
雪的日子。银碗盛雪，纯净、清新、澄
澈。而在雪小禅的眼中，也不过是种
花种菜、柴米油盐的日常。她说，小
狗睡着了，孩儿睡着了，屋内有米香
熟透了，琴师操琴我唱戏，日子一天
天老透了。到八十岁，依然旗袍球鞋
小酌。此生，足矣。

这样的日子简单，是银碗
盛雪的纯粹，是真

正 日 子 的

样子，是要把平淡的生活过出日子的
芳香。日子一天天老透，人也渐渐老
了，而心却没有老态，到八十岁，依旧
和年轻时一样，穿旗袍球鞋，和知己
小酌。

门前种花，屋后种菜。红尘万
象，苍茫世间，这般银碗盛雪的纯简
日常生活，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一
生。有一个小小庭院，有一个知己般
的爱人，有一个调皮有趣的孩子，有
一份闲心，有一份闲情，有一颗爱生
活的心。亦有一份素朴轻灵的心境，
可抬头望云，低头看花。

这是一个女子最美好的生活方
式。好不容易来这人间一趟，本应活
得这般美好，才不辜负天地人间的恩
赐。

这样的美生活，有多少人在追
寻，却又得不到？

“和丈夫住在一栋小房子里，前
面是院子，后面也是院子，孩子在屋
前屋后跑，我提着篮子到市场买菜，
偶尔在厨房里，会听到丈夫呼唤我的
声音。”这是张曼玉曾经对生活的幻
想。可惜，她为我们塑造了那么多好
看的角色，而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却
不曾实现。很多年后，她在《十二道
锋味 3》中说：“我觉得每个人过几年
都要挑战一下自己，我接下来还要画
画，还要种好我的菜。”这个光环耀眼

的女子，一直想要拥有的不过是有
一个小爱好，画画，种种菜，这般接
地气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谁都在拥有。关键
在人心不同。

门前种花，屋后种菜
□ 耿艳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