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孝親敬老 滿溫情

王羲之的書法啟蒙老師
想必大家都知
道，王羲之少年時

期的書法啟蒙老師是女書法家衛
夫人。衛夫人本名衛鑠，字茂
漪，她出生於魏晉時期河東衛氏
一個著名的書法世家。衛夫人師
承鍾繇，善楷書（那時楷書也稱
隸書）。唐張懷瓘《書斷》說她：
「隸書尤善，規矩鍾公。云：碎玉
壺之冰，爛瑤台之月，婉然芳樹，
穆若清風。」宋陳思《書小史》
引唐人書評，說她的書法「如插
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
台、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
浮霞。」評家認為，衛夫人的書
法水平與羊欣、智永、歐陽詢等處
同一水平。衛夫人的書法作品
《博收群史帖》和《河南帖》被
收入《淳化閣帖》等著名叢帖，
流傳甚廣。
古代女人「大門不出，二門不
邁」，故鮮有男子跟女子學習書
法。但因衛夫人是王羲之的姨母，
這才使衛夫人有機會成為王羲之的
書法啟蒙老師。這在史書上是有記
載的，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
名》說：「晉中書郎李充母衛夫
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羊欣
是王獻之的入室弟子，所說應有根
據。王羲之的《姨母帖》裏面提到

的姨母，極可能就是衛夫人。
傳書論《筆陣圖》是衛夫人所

作。《筆陣圖》云：「橫」如千里
之陣雲、「點」似高山之墬石、
「撇」如陸斷犀象之角、「豎」如
萬歲枯藤、「捺」如崩浪奔雷、
「努」如百鈞弩發、「鈎」如勁弩
筋節，這對後世學書人極有啟發。
我們不妨想像一下，衛夫人教王羲
之書法不是在書房裏，而是帶着他
上山頂，指着天邊的茫茫雲海說：
「一橫就如天邊的陣雲」；剛好一
石從山頂落地，便告訴王羲之「一
點如高山墜石，觸地反彈」；又指
着山上垂下之藤蔓說：「豎如萬歲
枯藤。」這一切，都是道法自然！
難怪衛夫人能培養出王羲之這樣的
書法家。而王羲之也可謂近水樓
台、得天獨厚了。
現代的書法教育家，能似衛夫

人那樣，以自然為師作教育思想
和教學方法的又有幾人呢？
衛夫人卒於永和五年，享年七十

八歲。4年後的永和九年，時任會
稽內史的王羲之與友人謝安、孫綽
等四十一人在會稽山陰的蘭亭雅
集，飲酒賦詩。王羲之寫下了名垂
青史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
序》。衛夫人泉下有知，也應頗感
欣慰了。

在這動盪不
安、人心紛亂
的年代……我

們安在家中、獨處一隅的時候多
了，有否靜坐常思己過？反省覺
悟人世間種種「不是」？！
為官者，撫心自問，是否真正

為民請命？以民為本？學習周恩
來總理廉潔自律、大公無私、一
生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精神 !
為民者，時刻檢討，有否真正

奉公守法？愛護社稷？
學習做一位仁愛忠義、禮和睿

智的誠信公民！
作為女兒的我，這段日子跟母
親朝夕相處，從前每月總要外出
幾天的會議也暫停了，在家抗
疫，已足不出戶多時……彷彿又
重回小時候在母親百般寵愛下成
長的歡樂歲月，只是母親日漸年
邁，作息時間不再像以前般規律，
真正是「隨心所欲」，更多時日夜
顛倒……每天起來，母親總會將世
界時事、國家動態和社會新聞向我
逐一分析，遇上她認同的觀點評
論文章，更會發微信予我分享，
日子過得充實又熱鬧——因許多時
我兩都在熱烈地「議事論事」，甚
至還加入了剛好網上上學完畢的女
兒和兒子，好不熱鬧！
他兩姐弟和我母親感情特別親
厚，打自唸幼兒園開始，事事要求
嚴謹認真的母親，她每天親力親
為、風雨不改地帶同司機和保姆
管接管送，直至他倆完成整個

中、小學課程，更難得的是母親
同校園的師長員工們溝通良好，充
分實踐了優質幼兒教育的重要基
石——就是老師、學生和家長需要
一起參與，堪稱「模範婆婆」，讓
我可專心處理當時的繁重業務。
每天周而復始的陪伴和聆聽，

就是緊密的交流溝通，更能了解
到小孩的思維和性格，作為家長
的我們給予示範引導，重言傳，重
身教，因為家庭是他們人生的第一
個課程，而這課程又以品德的培育
至為重要，並非只靠老師或保姆員
工們的責任可完成。
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尊師重

道、飲水思源、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母親對我們一直身教言
傳……影響深遠，故疫情期間，
我和子女都自我禁足，以網絡解
決工作和學業，謝絕一切社交，
堅持守護在家，深怕不小心被病
毒感染，就連累了母親，亦增加
醫護人員的負荷。
深信人人緊守崗位，克己自律，

做好本分，疫情總會有控制的一
天。這次持久抗疫，讓我們更注意
到身心安康的重要外，亦深切體
會到家是永遠的避風港，古語有
云︰在家千日好！昔日在家，母親
對我們百般呵護，相親相愛，歲月
流轉，如今換作是我們對她關愛照
顧，更重要的是予她陪伴和聆
聽——為人子女者，父母在，不遠
遊，遊必有方……我們要繼續傳承
孝親敬老的傳統美德，共勉之 !

她是傳奇的王玉珍
醫生，她在行醫多年
後才確診自己也同時

患上「過度活躍和專注力失調」（AD-
HD）的症狀……我問她為什麼要公開自
己的情況？她一貫輕鬆自在地回答，「沒
有什麼大不了，因為ADHD並不是病，
等同近視，戴上眼鏡就可以看清楚，沒有
戴上就矇查查囉。」
其實王醫生有很多經歷也很出奇，當

年她在美國修讀完了經濟和心理輔導之
後，某個夏天經過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
門前，忽然想起自己本來就是想讀醫，
入去問一問33歲讀醫是否太老？對方回
應不老，於是她開始了醫科課程，並且在
預產期前一天考畢業試……「我大着肚子
應考全美國大學的公開試，校方要我寫信
給考試委員會作出要求，果然他們為我預
備了大學的一個禮堂，一位監考官，我也
帶備了毛巾、乳酪、香蕉等，坐在最接近
洗手間的位置，萬一作動立即到旁邊的婦
女醫院生產，結果第三天女兒才出生。」
其實王醫生也和其他ADHD人士一樣

的調皮，她曾經在懷孕期間，開心去跑上
那部往下的扶手電梯，中途跌倒了，嚇得
旁人呱呱叫，她安慰大家︰「淡淡定我沒
事！」ADHD是好高遺傳率的，夫婦都
患上非常普遍，「我的丈夫Joseph沒有，
但我的子女都有，ADHD人士也喜歡同
樣情況的人，因為他們有趣有創意，不介
意人家遲到，因為自己也
是遲到大王，他們應該結
婚，也應該生孩子的。」
聽說香港有ADHD的

孩子100個之中有五至八
個，對嗎？「噢，檢測小
孩不重要，測大人才是重
要，因為大人做大決定，
錯就係大錯，好多國家都
研究到ADHD浪費了好多

資源，美國成年人4.4%、監獄佔26~29%
還有吸毒的……英國規定第一次坐監人士
入獄後測ADHD，有的便要接受診治和
行為治療，出獄後便成為有貢獻的人。」
王醫生在診所有如包公，孩子都向她

申訴和申冤，她聆聽更向家長作出提
示，如果孩子打機大過天，打機和學校
功課比賽，打機勝出，因為電子網絡背後
有龐大商業團體，設計就是讓你上癮；
但，打機和天分比賽，天分會跑出，所以
要留意孩子有什麼天分，讓他多嘗試多表
現，得到的樂趣和欣賞，會使他發覺打
機無聊……千萬不要讓小學生被電子遊戲
騎劫，孩子腦袋未成熟很難戒掉……中學
生可以接觸，每天要少過一個小時。
「我們要學懂解讀小朋友的行為，有

如阿里巴巴帶着40大盜，一句密碼（芝
麻開門）便可將大石頭打開了，小朋友不
守規矩，要明白背後的原因，關心地去打
聽。另外，例如媽媽回家孩子未做功課，
就要說我不開心，要入房休息，小孩子會
知道立即做功課，但，如果孩子開心繼續
打機，那就是紅燈，因為你們關係差，他
不關注你的情緒，聽不到你說的話了。
家長更要珍惜和孩子睡前相處的珍貴時
刻，每天累積就是親情了，不可將這優越
的責任交給外人處理。」
王醫生每天都要吃藥，那是否一種壓

力？「不會，我當它是維他命，開心服
用，那些藥物都是很多聰明人發展出來

的。其實我也替王媽媽高
興，當年最令她灰心的女兒
成為了醫生。所以正如王醫
生所指不要自己困住自己，
不要抑鬱緊張，要開放，路
走對了，就可以很舒暢，而
且會帶來成功！真的，人有
一萬個可能，無論你是否有
ADHD，王玉珍醫生就是一
個好例子！

王玉珍醫生︰ADHD不是病，等同近視
政府為控制疫情，在中央的支援下，推出自

願性的普及社區病毒核酸檢測計劃，意圖找出
社區內的隱藏患者，以便更有效地切斷感染源

頭。然而，網上旋即傳出非常多假消息，抹黑檢測無效用、受
檢者要白受苦頭，不少政黨亦乘機反對在區內設立檢測中心，
一時之間令政府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只能見招拆招，在文宣上
處於非常明顯的被動。
由去年「修例風波」開始，政府已飽受造謠文宣的「蹂
躪」，輿論上一直處於被動和劣勢，時陷公關危機當中，但卻
完全沒有汲取教訓……事實上，危機是由未發生前，就要開始
管理的，而不是何處有火頭才去撲火。
市場上的危機管理專著，往往會圍繞「危」、「機」兩個字

來發揮。以企業的危機為例，在危機出現時，企業都會成為傳
媒報道的焦點，擁有極高的曝光率，如果對事件處理得當，對
形象絕對有正面的幫助，甚至有機會反敗為勝，贏得各方掌
聲，獲得眾人支持；企業在危機雨過天青之後，反而可更上一
層樓，因此危機往往是「危中有機」。至於到底是危還是機？
就要看能否妥善管理了。
政府的危機公關到底應該如何管理？
最簡單處理危機的方法，就是採用「預防勝於治療」的態
度，將危機防患於未然。然而，就算如何完善的管理，都不可
避免意外的發生。因此，一個完善的危機應變計劃，就可以幫
助管理層預先作好應變的準備，在發生危機時，按部就班，有
策略、有方法地去處理，令危機較易受控，更快渡過難關。
因此，政府首先應設立專責部門，負責防範輿論危機產生的

「心戰」，由掌握輿情、制訂文宣的長中短期策略，建立即時
回應機制、策劃發放文宣的時序及內容，到監察回饋的輿情並
據以調整文宣策略等。心戰部門應該有跨部門整合全個政府文
宣的能力，統一文宣的口徑，而且能動用政府自己的宣傳喉舌
──香港電台在大氣電波配合，加上拉攏非敵對的媒體協助新
聞發放，做到有策略、有計劃、有目標地執行政府的文宣工
作，並設立應付輿論危機的對策。
目前政府的問題，在於市民對政府缺乏互信，連政府部門內

的公務員也或明或暗地存在懷有異心的成員，在別有用心者有
策略地發放造謠文宣的抹黑下，就很容易將好事變壞事，令不
少惠民政策，在輿情壓力下胎死腹中。
要恢復市民對政府的信心，需要長期的作戰，也需要果斷的

「智慧施政」。心戰部門可以預先為政府構思潛在的危機及應
對問題的宣傳計劃，但鞏固市民對政府的互信，令以陰謀論為
主的謠言不攻自破，才是政府王道地管理危機的首要工作。

危機由未發生開始管理

在現今社會的
問題下，令人感

到心酸。但近來更心酸的是，我
看到藝人劉錫賢的一篇報道，內
容說到 59歲的他因為疫情的關
係，差不多所有工作都停頓了！
試問差不多一年沒有工作開，雖
然之前在內地有很多工作的機
會，但可想沒有收入一年也會坐
食山崩；尤其是他本身有很多病
痛纏身，肯定是平日也需要一些
金錢保養身體。
文章中提到沒有收入的他不知
道怎樣再向前行，內地及香港的
工作全線停頓，再沒有人邀請他
演出，最恐怖的是看不到前景，
身邊周遭的其他人跟他說生活艱
難，至少還有半年要捱呀！身體
不好的原因，年紀大的原因，沒
有收入的原因一日圍繞着他，令
到心情變差。這個訪問使人最心
酸的是當幕前的藝人完全沒有一
絲希望，在這個社會混亂當中，
娛樂事業完全看不到有任何機會
回復當初的歌舞昇平，市面生活
慘淡，試問又怎會有人有興趣有
多餘的金錢欣賞表演呢？
疫情打擾了我們的生活，「黑
暴」更加令到我們原本可愛的家
給予毀壞，這樣的生活究竟我們
要捱到幾時呢？雖然有些藝人跟
我說內地電影拍攝開始復甦，但
因為禁制令隔離14天使很多客串
的藝人都沒有機會返內地拍攝，

因投資商不會承擔14天酒店錢，
除非你是男女主角當然沒有問
題，這令到一些綠葉藝人自然地
減少了工作。事實上「黑暴」的
問題令人覺得香港很麻煩，這事
件根本估計不到什麼時候才能平
息，所以現在差不多有60%的藝
人朋友仍呆在家，沒有工作只靠
自己儲蓄來捱日子，不是有知名
度的人哪有那麼多的財力能夠令
自己一兩年不打工呢？雖然說娛
樂圈工作的人也是專業人士，但
若果這個社會不需要娛樂，這些
專業人士可以說是沒有用了，生
活艱難相信也不只是娛樂圈的朋
友面對的問題，但社會上的補給
也不會給予娛樂圈一分子。
事實上娛樂圈豐盛的日子，很多

幕前幕後的朋友只顧自己賺錢，沒
有關心社會的問題，更加多的幕後
朋友，在好日子賺取金錢的時候也
沒有負擔社會上的一些義務，我所
說的是有些人甚至乎沒有交稅，所
以到今時今日有問題，就希望社會
能給予一些金錢上的支持來幫補
生計給娛樂圈的朋友，這樣的想
法是有難度的，因為之前你沒有付
出沒有擔當，到現在面對問題的時
候，你怎麼叫人可以支持你呢？
話說回來希望每位幕前幕後的朋

友，可以當機立斷重新幫自己定
位，嘗試走進數碼世界，為自己未
來行出一條新的路，生活始終要
過，在此祝福每一位，加油！

藝人要對社會有付出及擔當

我認識一個朋友，他很喜歡
攝影，他的取景都是生活中很

常見的東西，頂着一朵花，一棵小草，一隻懶洋洋
睡覺的貓，一隻大茶碗等等。很平常的東西，只要
入了他的鏡頭，總是散發出不一樣的光彩。一種
讓人由心底發出的可愛感、溫馨感，讓人在看照
片時感到滿心愉悅。原來真的有如此溫暖的照
片！很多人都問他，買的設備是哪個牌子的呀？
攝影的技法都有哪些呀？後期修圖有哪些秘訣
呀？……面對着各種各樣的提問，他卻只是簡單說
了一句：「我的攝影並沒那麼了不起，不過是溫柔
些，感受生活而已。」大家覺得他這回答太悶騷
了，但他這話卻引起了我的生活的思考。
感受生活，到底怎樣是感受生活呢？我們每天
都在經歷着我們所經歷的一切，早上出門，晚上回
到家，能夠說出來這一天之中遇到了哪些事情，去
哪裏做了什麼。但是這些回憶，在我們腦海中都是

很泛的，甚至是機械化的，就因為我們每天經歷的
都一樣，我們就沒有把生活真正的放在心上感受。
可以說，如果我們每天都是按部就班的生活，都是
渾渾沌沌的過日子，那我們只是像一副工具一樣在
生存，而並沒有做到真正的感受生活、品味生活。
感受生活，其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顆善於發現

的心。在有些人眼裏，生活是枯燥的，每天的內
容幾乎都一樣，上班下班，吃飯睡覺，似乎沒有
什麼令人高興的事情。但是，在有些人眼裏，生
活就像一幅畫卷，裏面充滿了豐富多彩的場景，
他們總是能夠從很小的事物中發現樂趣。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差別呢，關鍵是一顆善於發現的心而
已。那些麻木的人，總愛把生活概括為生存，其
實生活是充滿着樂趣的。只有我們能把自己的心
打開，放眼去看生活，去感受生活，我們才能夠
發現生活的樂趣。
就像我的那位攝影朋友，他能夠拍出如此好的

照片，除開他拍攝的技巧之外，更多的是他有一
雙善於發現美的眼睛，他能夠樂在生活之中，他
能夠彎下腰來、從溫柔美好的目光，去發現每一
種事物的樂趣。是的，我記起來了他說的「溫柔
些」，所以我想他能夠拍出優秀的照片，和別的
攝影師不同的是，他的那一份溫柔。溫柔的並不
是技巧，而是那一顆感受生活的心啊！都是這樣
的，只要我們能夠發現生活的美，生活就會饋贈
我們心靈的美好享受。我的攝影師朋友首先是發
現了美，生活才賜予他藝術的靈感，讓他的心靈
受到了震撼，所以他的作品中就會流露出濃濃的
人情味。
溫柔些，感受生活，我想這也是提高我們快樂

的秘訣。生活一定會是快樂的，退一萬步來說，
即使它每天都重複一樣的內容，只要我們依然對
生活保持溫柔，善於發現細微處的美，生活終將
是美好的。

溫柔些，感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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鏇出來的花朵
五月，蜀葵花綻出第一

支花蕾的時候，我們走向
一座陽光灑滿的小院，秸
桿做成的曬簾斜倚在院牆
上，一張張晶瑩剔透的粉

皮呈現出渾圓可愛的形狀。小院的主人叫李
瑞友，他住的這個村子名叫李家北山村，坐
落在山東省蒙陰縣聯城鎮。舊時這裏是蒙陰
縣城的駐地，後縣城東遷，聯城和其它村莊
合併為鄉，再為鎮，是與蒙陰、新泰、平邑
三縣的交界地。
聯城歷史悠久，是秦時大將蒙恬的故里。

蒙恬出身名將世家，其祖父蒙驁、父親蒙武
均為秦朝大將，蒙氏家族也深得始皇專寵，
任命蒙恬分管軍事在外統兵，蒙毅掌管朝政
在內輔佐，兄弟二人一文一武，成為秦始皇的
左膀右臂。弟弟蒙毅執法嚴明，從不偏護權
貴，以致得罪了內侍趙高。公元前210年冬嬴
政遊會稽途中患病駕崩，趙高擔心公子扶蘇
繼位對自己不利，就掩蓋始皇去逝的消息，與
胡亥密謀篡位，逼迫李斯與之合謀假造遺詔，
賜扶蘇和蒙恬自盡，並陷害蒙毅，將其殺害。
日昇月移，世事變遷，歷史的車輪匆匆輾

過，漫長的歲月改變了世上許多的人與事，
但無法改變的是歷史的記憶，更改變不了一
種叫做物質文化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山東的粉皮。作為粉皮的發源地，在山東，
有些村莊家家戶戶都會製造手工粉皮，藉此
度日，繁衍生息，李家北山也不例外。
其實，李家北山和曾經貧瘠的沂蒙山區一
樣，土地瘠薄，只依靠種地打糧是發展不起來
的，更不會集體走向小康之路。只是，蒙恬故
里的人們，歷來具有一種風骨，他們從不向命
運低頭，就像一枚紅薯，即使粉身碎骨，也要
以另一種方式開出花來。各種手工藝製作，各
種飲食材料的加工興起，讓面朝黃土的日子
不再苦累。我從參加工作進城以來，聯城這
個地名在印象裏就是較為富裕的代稱。粉皮
最早見於北魏的《齊民要術》，據記載，先是

在山東流傳，明代開始遍及大江南北。製作方
法和材料也因各地飲食習慣和差異多種多樣，
如大米、小麥、紅薯、綠豆、馬鈴薯、豌豆
等，並有了鮮、乾兩種產品問世。鮮的方便於
即食，乾的方便於運銷和存放。
山東的粉皮，大都以乾皮為主，原材料為
紅薯或綠豆磨出的澱粉。如今，粉皮作為傳
統美食，已躋身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它經
濟易做，適口不膩，可用於豪華宴會，也可
豐富普通百姓的餐桌，是我國餐飲行業中葷
素相間的食材完美百搭，因其凝聚着當地的
風土人情，蘊藏着厚重的飲食文化，從而成
為宴請賓客和饋贈親友的佳品。
秋天是收紅薯的季節，繁忙的秋收剛過，

家家門前便支起一口大鍋，豎起晾曬粉皮的
曬簾，新一輪的粉皮加工便開始了。隨着舀
滿澱粉漿子的鐵勺一提一落，雲纏霧繞中，
鏇子開始了在沸騰的開水中迅速的旋轉。慣
力的作用下，粉漿四散，形成一個標準的圓
鋪展在盤底，數秒後，原本糊狀的粉漿均勻
凝結，而後將鏇盤放入清冽的冷水中一劃，
一張凝脂般的粉皮脫身入浴，撈出輕抖，貼
在曬簾上晾曬幾日，薄似蟬翼的粉皮便做成
了。李家北山的粉皮離不開沂蒙山區的地下
水，這裏的山，是由麥飯石的岩石組成的。
麥飯石，本就是一種有益健康的礦物質，以
這樣的水灌溉生長出來的紅薯，這樣的水加
工出來的粉皮，怎能不口感佳美？
前幾年，還見有人推着小推車在街頭小巷

裏叫賣，一摞摞粉皮綑綁在車架子上。但這
種賣粉皮的方法銷量少太落後，只用腳板走
不出幾個村莊。近些年，政府積極為粉皮產
業找出路，組織群眾成立粉皮加工協會，在
原料的購進、加工、製作上下功夫，利用網
絡工具下單接單，一部手機一個程序，就讓
原本只在當地銷售的粉皮走遍天下了。
眼下原不是粉皮加工的季節，但由於供不
應求，所以李家北山人還要在院子裏忙活。
家裏人手多的，各自分工，一邊將新鮮紅薯

打磨成澱粉，一邊進行揮灑自如的成品加
工、調漿、晾曬、打捆等十幾個工序，一幹
就是好幾個時辰。我到另一戶人家參觀時，
男主人和老伴正在一口熱氣騰騰的大鍋旁忙
活着，女人將一隻擦抹錚亮的鏇盤舞成花，
男人則在一邊打下手，起皮、晾曬，往簾子
上鋪展剛剛旋出的成果。李瑞友中學畢業就
開始跟着長輩學做粉皮了，最初是在合作
社，後來支起自己的鍋建起了一個小作坊。
其實，那些作坊也早已不再叫作坊了。在
早，作坊是屬於生產隊裏的，收入歸大集體
所有，如今傳承到現在，已成為獨家經營的
產業，搭一個遮雨擋風的大棚，撐起一排排
曬架，磨漿機磨出細膩如膏的澱粉，一個嶄
新的「作坊」就可以開張了。
百年歷史的李家北山的粉皮，從打糊、上

鍋、起皮、晾曬都是手工製作的，做出來的粉
皮口感筋道，久煮不黏、不碎，堪稱上品。因
為使用的是老手藝，一天下來產量也不過百十
斤。儘管手工製作已逐步被機械生產所取代，
但是在李家北山村，傳統手工製作粉皮的手藝
仍然在家庭成員中傳承着。
新作坊擺脫了古老笨重的原始木器具，節

省了加工粉漿的時間與人力。磨漿不再用粗老
笨重的石碾子，大鍋底下用的是新式灶，木柴
燒水的傳統早已被淘汰，燃料也換成了煤或天
燃氣。作坊裏，鏇盤閃動，水汽氤氳，液態
的粉漿在沸水裏凝固，彷彿是生命的昇華。
面對曬簾上那些質地純淨的粉皮，你會迫不及
待地掀下一片大快朵頤：將圓圓的粉皮折疊，
剝一棵大葱捲進去，抹一勺醬，一張粉皮不一
會兒就吃完了，吃完神清氣爽，唇齒留香。
名聲在外的李家北山村的粉皮，成了村民

依託致富的特色產業，粉皮的加工和緊俏，
也導致了紅薯價格的攀升，原先撂荒的土地
又被人們記起，通過整治成為良田，大家選
擇產量大、出粉多的紅薯種植，使原本貧瘠
的土地，不僅收穫到纍纍碩果，還在人們的
辛勤勞作中，播種出共同致富的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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