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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赵紫君）1月
30日晚7点23分，喧闹的南充市高坪区
万美广场上，王岁仪专心致志地望着幕
布上放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周遭车辆
的鸣笛声、广场舞音乐、路人的闲聊，都
没能打扰到他。

春节期间，南充开展“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送电影到基层活动，让
数字电影飞入寻常百姓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看上一场
电影，可能要跑十几里路，跑遍周边村。”
王岁仪今年68岁，南充本地人，在他的
记忆里，那时没有手机、电视、电脑，露天
电影是一种“奢侈品”。

想起那段岁月，王岁仪脸上渐渐泛
起笑容。“村上伙伴常常结伴，去的时候
一人抱一把草，回来的路上点燃照亮，常
常还没到家，草就烧完了，大家只能摸黑
返家。”

后来的日子里，工作、结婚生子、帮
忙带孙子，生活变得忙碌，跑几十里路去

看一部电影逐渐成为了他的一种回忆。
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看电

影早已不是“奢侈品”。“现在看电影就在
家门口，很方便，经常还有免费电影看。”
王岁仪说，这两年他在重拾这一爱好，

“还是人多一起看才安逸。”
“总有一天炊烟回到村庄……”晚8

点半，当片尾曲音乐响起，王岁仪转头询

问电影放映工作人员，“你们还要来吗？”
“来，一直放到元宵节，还是在这里。”

“好，那我还来。”像是达成了某种约
定，王岁仪说完，自顾自背着手往家的方
向，晃悠而去。

回答他的是南充市农村公益电影
公司高顺站副站长姚强，放映电影时，
他一直站在放映机旁，“这可是我们的

宝贝。”
电影放映前，他们早早带着50多

斤的放映机和其他设备来到广场，搭放
映电影用的幕布架子、确定电影机位、
调试音响，熟练而又认真地做好每一个
环节。

从大年初二开始，姚强奔走在南充
城镇乡村，把一个个流动的春节“影院”
送到群众家门口。

他希望通过放映公益电影，让大家
的生活“有声有色”，在电影中体验人生
百味。

公益电影放映是一项重要的文化
惠民工程，为丰富广大群众节日精神文
化生活，春节期间，南充特别甄选了一
批主题鲜明、讴歌时代、内涵丰富、群众
喜爱的数字电影，在9县（市、区）乡镇
（街道办）的文化广场、农村院坝等多个
重点场所开展电影公益放映活动，放映
公益电影2800余场，观影群众达22.4
万人次。

◀公益电影放
映现场。

打工30多年 返乡农民工当上桑园老板
55岁的黄久林夫妇主动转型，在家乡广安租了80亩桑园养蚕

2800余场！公益电影放映点亮南充夜生活

黄久林夫妇正在桑园里进行冬管
工作。

冬季的桑园。

“修剪的桑枝要卖钱，过了元宵节菌
业公司要来收！”1月30日（农历正月初
九），尚在过节走亲戚的老黄，心里已开
始盘算着桑园开工的事儿。

老黄叫黄久林，1968年生于四川广
安。老黄夫妇长期在云南昆明建筑工地
打工，在打工群体中，55岁的老黄夫妇算

“高龄”了。2022年2月，夫妇俩主动寻
求转型，在交纳5万元保证金后，在广安
市武胜县猛山乡租了80亩桑园，成为一
名小老板。春节前老黄算了一下：2022
年给务工村民发了10多万元工钱，自己
净利润还有12万元。

“在工地干了30多年，转行能干什么？”

“去年春节前，我一直在建筑工地打
工，转行当桑园小老板刚好一年。”老黄
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老黄老家在广安乡下。30多年前，
他开始到昆明建筑工地打工，后来娶妻
生子，妻子也随他到工地打工。

在辗转各建筑工地中，“小黄”变成
“老黄”。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身体大不
如前，工作越来越不好找。

相关资料显示，男性农民工年龄在
60周岁以上的，被称为“超龄农民工”，
年龄在50周岁以上被称为“高龄农民
工”。老黄夫妇都属于后者，早晚面临着
转型。

“在工地干了30多年，转行能干什
么？”年过五旬后，没多少文化的老黄，忧
愁越来越浓烈。

“投资几万元，我转行当上小老板”

2022年1月，老黄返乡过春节。他没
有想到，春节过完后就逆袭当上了“老板”。

原来，离老黄老家50公里远的武胜
县，是四川蚕桑大县。广安唯一的集蚕桑
生产、蚕茧收烘、缫丝、织绸为一体的企业
——四川安泰茧丝绸集团就在武胜。该
集团每年要收购大量蚕茧，带动了武胜蚕
桑产业发展。武胜县猛山乡还被中国蚕
业学会授予“中国蚕桑之乡”。

猛山乡有一个占地1.1万亩的高标
准、高质量桑园。在助力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当地政府和茧丝绸

企业把1.1万亩桑园“化整为零”，分块出
租，并出台优惠政策，引导返乡农民工以

“返租”方式承包经营桑园。蚕茧由当地
茧丝绸企业按保护价收购。

2022年春节，老黄从武胜农业部门
和茧丝绸企业了解到“返租”政策，2月
采取行动：承包经营80亩桑园和600多
平方米蚕房。承包期限为3年。

当80多亩桑园的老板，要投入多少
钱？老黄为记者算了一笔细账：现场交
了5万元保证金（3年期满后退还），自己
还要准备2万多元的蚕种和药钱。土地
租金优惠后每年交2.4万元左右，但这笔
钱从今后的茧款里扣，不用现场交。“所
以身上有七八万元现金就可开干……这
简直是给我这样年龄的农民工转行量身
定制的。”老黄说。

“没有养过蚕，专家教我学技术”

老黄夫妇都没栽过桑、养过蚕，对技

术活儿一窍不通。对此他们一点也不担
心，“农业部门不定期组织学习技术，杨
老师等专家还手把手教我们。我们学习
都是免费的。”

老黄口中的杨老师叫杨建林，是省
劳模创新工作室专家、高级农艺师。
当地聘请杨建林驻点武胜，传授、指导
桑蚕技术。武胜的业主、蚕农几乎都
认识他。

在老黄的手机上，有一个“栽桑养蚕
微信群”，群里成员有蚕农、技术员、专
家、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等，杨老师也在群
里。“有什么问题，我就拍下来发在群里，
向杨老师请教。同时需要杨老师到现场
时，他还随叫随到。”老黄说。

经过一年实践，老黄夫妇学会了栽
桑养蚕技术。

“忙时请20多人，一年工钱10余万”

2022年2月中下旬，桑树渐次吐出
嫩芽。4月，老黄的第一季幼蚕开始啃
食嫩桑叶。“我和我老婆一般活自己干，
但蚕成长到大量啃食桑叶阶段时，就必
须雇请村民帮忙采摘桑叶，最多一天我
请了20多名村民。”老黄回忆。

作为“前资深农民工”，老黄夫妇对
前来务工的村民很友好。老伴为务工村
民煮饭，提供免费午饭。老黄则同村民
一起劳作。工钱一天70元-100元，从
不拖欠。

第一季蚕结茧了。当地茧丝绸企业

统一收购蚕茧。得到的茧款又用于资金
周转。老黄看到了希望。

从4月-10月，老黄一共养了6季蚕。
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桑园进入

冬季管护阶段。老黄夫妇清理杂草，修
剪枝条。“管护得好，每年每亩能获得
200元管护资助，并且修剪下来的桑枝
也可变成一笔收入。”老黄说。

武胜有一家菌业公司，粉碎桑枝
制成菌包生菌。桑树修枝时，农业部
门就联系菌业公司到各桑园收购修剪
的桑枝。“已同菌业公司约好了，元宵
节后来收购，这些枝条可以卖4000元
左右。”

春节前，老黄盘点了一番：2022年
毛收入30余万元，除给务工村民发了
10多万元工钱和其他开支外，净利润有
12万元。“我自己挣的是现钱，还给村民
发了工钱。”老黄对2022年的收成感到
满意。

据悉，武胜有35人通过“返租”方
式，租赁经营了1.1万亩桑园中的4000
多亩。35人中，“高龄农民工”和返乡农
民工占较大比例。

返乡农民工还可享受优惠政策“返
租”桑园当老板不？当地农业部门的回
答是“可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汪仁洪

延伸阅读

五部门联合发文
要求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
报告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的比重不断
攀升，从2017年到2021年，5年中占比分
别为21.3%、22.4%、24.6%、26.4%、27.3%。

2019 年起我国部分省份相继出台
“清退令”，要求年龄在60周岁的男性农
民工和50周岁的女性农民工，不得从事
建筑施工作业。

2022年11月，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
印发通知，要求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
持，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进行清退。

可见，高龄、超龄农民工该怎样转
型，收入、养老如何保障，已经成为一道
现实课题，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