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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思考

镜头中的民生

这是几根简单的线条，一
直萦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亲
切。这几根线条，勾画的是我
幼年时的家，在那里住过的，
还有我的祖父母，以及我的二
叔、婶娘和他们的几个孩子。
星换斗移，人去物非，房子早
已不存在，但在那里的岁月，
包括挨冻、受饿之类的艰辛，
随着我年纪渐长，记忆愈益犹
新，回味无穷。

我出生在江苏北部，京杭
大运河从家乡旁侧通过，是个
很为贫瘠的地方，幼年时的日
子过得非常艰苦。好在还有个
家，由三个土墙草顶的平房组
成，形成一个院落。北屋，也
就是“堂屋”，有三间，中间

是摆放祖先牌位和过年祭祀的
地方，也是客厅，我和祖父母
住在北屋的东头那间房里。西
屋和厨房很低，大人进出门需
要弯腰低头。在我刚出生的时
候，有过另外的房子，要更高
大一些，但因为我的父母参加
共产党，被日伪烧掉了。我画
的线条是后来共产党地方政府
帮助我们在原址翻盖的新房式
样，我在那里住到了12岁。

近 些 年 来 每 次 回 到 家
乡 ， 我 都 想 方 设 法 去 到 那
里，虽然看不到旧景，但依
然能够勾起我的许多记忆。
依稀中，常有与祖父母在一
起的天伦之乐、农村逢年过
节时的种种习俗、起早贪黑
拾粪打草、田野里的各类劳

作等图景的再现，尤其是一日
三餐难以果腹凄苦的辛酸回忆，
是痛楚，更是无声的激励。

常言道，“忘记历史就意味
着背叛”。确实，每个人都不应
该忘记过去，无论是国家的过
去，还是自己的过去。经常回忆
以往，可以从中“温故”，更可
以从中“知新”，从而看到成
就，明白进步，增添信心。我就
从这些线条中，看到了自己的成
长，看到了家乡的变化，看到了
国家的飞跃进步，自豪感和幸福
感每每油然而生，为社会多作贡
献的自觉性也就随之增强。线条
简单，但意义却不浅。把它记下
来，粗糙，毫无艺术性，但意境
有了，包含的意义更有了。

（写于2021年1月28日）

挥之不去的几根简单线条

对于家乡，徐贻聪有着深刻的情感。年轻时因工作奔波于世界各地，内心对于家乡的眷恋分毫未减，如今步入耄耋
之年，家乡对他更具特殊意义。这里不仅有他的成长轨迹，也保留着他对父母、祖父母等亲人的回忆，是他的大家庭几
代人延续发展的见证。我们摘取一些他关于家乡的随笔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同品味一位老人的家乡情怀。

——编者

徐贻聪 1938 年
出生，江苏省淮安市淮
阴区人，曾任中国驻厄
瓜多尔、古巴、阿根廷
大使。现为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兼
名誉理事、外交笔会理
事、《公共外交网》 高
级顾问。

我在江苏老家有个“小院”，是
继承的父母遗产。确切地说，那里
是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的共有财
产。但因为只有我回来时才会有人
居住，故我把它列为“我的小院”，
绝对没有独霸的企图。

“小院”在一座楼房底层的旁
侧，面积不大，位于淮安市淮阴区的
首府王营镇的中心地带，在一个社区
的角落，周边有学校、医院，当然还
有各类商业场所，热闹异常，各种日
常需要应有皆有，很为方便，但安
然、恬静，具有“闹中取静”的特
色，所以我非常喜爱。

父母在世时，居住在底层的两个
相连的单元里，小院被他们用来种些
菜蔬，还有几棵小树。他们相继走
后，小院逐渐少有人来，显得空寂、
冷落，还有点凄凉。经我动议，2019
年对之稍做整理、装修，让我得以在
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并在父母种植
菜蔬的地方栽种了一些新的小树苗，
形成了新型的“小院”，显现出了另
样的生机。我离开后，房屋再度空
闲，小院也再度空落。

2020年4月的一天，我再次回到
家乡住进“小院”。由于火车时刻的
关系，我到家的时间已晚，简单问候
在场的家人后，我便上床就寝，时间
大约是夜间 12 点。可能是旅途劳
顿，加上情绪放松，醒来时已是早晨
7点多。

洗漱中，我的一个妹妹已经将早
餐放到桌上，是鸡汤面和家乡的小
菜。我拍照发给几个亲朋好友后，引
来的是“真棒”“馋人”之类的赞许
和羡慕，我自己当然有一种“美不胜
收”的感觉。

早饭尚未结束，我的另外几个妹
妹和外甥闻讯相继赶来，还各自提着
各种新鲜蔬菜、果品。相互亲切地捶
打以后，闲叙起别后的情思和家长里
短，家庭氛围自然显现，不时有笑声
冲向室外。其间，我的一个外甥在他
两个姨妈帮助下烹制着他们带来的菜
品，以作午餐，10来种丰盛的菜肴
很快摆满了父母曾经使用过的方桌。
推杯换盏，在离情别绪中唤起种种情
感，欢笑声，叹息声，不时起伏。

我有午睡的习惯，加上年老，精

神不济，午饭刚结束便卧床休息了。
待睁开双眼，外甥、外甥女和他们的
配偶、孩子已经在客厅久候，带来一
阵新的快乐和欢笑。他们还带来多种
下酒冷荤、小菜，邀我与他们共饮，
一起品尝父母喜爱的豆浆粥和韭菜盒
子，又一阵酣畅淋漓的欢乐不期而
至，让我兴奋异常。

空漠的小院再度声响鼎沸，生机
盎然。对此，我当然高兴，还很感欣
慰和自豪，因为是我竭力主张将父母
的故居和“小院”按原样保留。当
然，弟妹们的赞许和具体操作才是关
键成因。

“小院”里的十几种花木多已存
活并生机盎然，但经我的一个妹妹整
理、除草后略显空荡。我便又去更
换、补充了几种小树苗，包括小型的
杏树、松树、茉莉、夜来香等，还把
父母走后自己长出来的香椿树挪换了
位置，使“小院”看起来更为有序、
顺眼。

“小院”的再现生机，不仅给我
带来快乐，还给了我不少新的启示。

人常说，父母在的地方就是

“家”。但是，按照自然规律，父母不
可能始终与我们同在。他们曾经居住
过的地方，有他们的音容笑貌，有他
们的生活痕迹，依然可以作为“家”
来看待，给我们以感恩的思绪和环
境。我在“小院”取得的经验，就是
一种很好的例证。

家人的亲情是自然、自发存在
的，但也需要不时、精心的培育。
我 的 “ 小 院 ”， 或 者 我 们 的 “ 小
院”，很明显地成了培育这种亲情的
基地，而且效果倍增，无须做任何
添加。

在“小院”里随心所欲地规划、
布置、调整，应该是一种心境的陶
冶，有助于寻得精神上的快乐和满
足，不褆是自我陶醉的源泉。

我的“小院”不大，更不深，
但可以让思想在生机涌现的里面如
同脱缰野马，无限制地奔跑、延
伸，想象世界，构思未来，得到极
大的快乐。

经常来“小院”，是我的永恒
意愿。

（写于2020年4月19日）

我在老家有个“小院”
徐贻聪

一天，恰巧北京的同事在淮
安，问我能不能去看看我在淮安的

“家”，我求之不得，立即表示了欢
迎，还准备了“家宴”款待。

那天傍晚时分，他们集体到了
我的“家”。因为我有一个大家庭，
但房子不能容纳很多人，故只有我
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家”等
候迎接。我引导他们进行了仔细的
参观和介绍，包括我的小院“花
圃”。同事们都兴致盎然，赞许有
加，认为是“闹中取静”的好去
处，内外的布置也给人以温馨和舒
适的感觉，让我有点陶醉和飘飘然。

我们预先商定，那天的晚饭就
在我家里用。为此，我的弟妹们按
照我的设想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和安
排，包括房屋久空后的清扫和各类
器具的配置。我的一个弟弟是很有
经验的“大厨”，对烹饪颇有心得，
所以我敢于向朋友们发出邀请。

由于同事们多是首次到访淮
安，更是第一次造访“寒舍”，我事
前从菜单的安排到酒水的配备，同

“大厨”进行过几次电话“磋商”，
要求的是体现与众不同内容和风
格，还决定选用有地方特点的白酒，

以增添了解和兴趣。其间，我还与弟弟妹妹们发生了
“严重的分歧”，因为他们的菜单计划被我砍去了一
半，仅仅保留了四个凉菜和六个热菜、一个汤，被他
们批评为“小气”、“寒酸”。不过，在我的据理力争
下，最终还是我的理由占了上风。事实证明，我的决
定非常正确，因为饭菜的安排和酒水的选择，都被认
为“地道、新颖、合理、味美，更有家庭氛围”，还
符合当今关于节约的要求。

我们家的大部分人都很想参与陪同，我向他们解
释说，知道大家都想同这些朋友见面，但时间短，地
方小，实在难以安排；与其表露区别，不如一视同
仁，故此除不可缺者外，其他人一概不进现场。好在
全家人都能理解，的确，在我们父母的教诲和熏陶
下，我的大家庭拥有良好的家风。多年来，全家50
余口人相亲、关爱、团结、互谅，常被邻里称羡，使
我感到自豪，同时也不断注意保持培养。

无疑，一次短暂的访问，一顿普通的家庭饭菜，
将会进一步增进家人的感情，有利于家风的建设，当
然也有利于朋友对我们家的了解。

（写于2020年9月26日）

一
次
成
功
的
﹃
家
宴
﹄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官方
发出“就地过年”倡议，并提出鼓励
企业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红包”，
引导企业不裁员、少裁员。

近期以来，疫情在我国一些地方
出现反弹，截至2021年 1月 26日 14
时，全国共有 81 个中高风险地区，
其中高风险区 7 个，中风险区 74
个。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发出通知，鼓励和倡导就地
过年，旨在防止疫情的扩散和蔓延，
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民本理念。面对就地过年这张社会考
卷，一些企业做出积极反应——留
人、留岗、留薪，让人感受到企业的
温暖；而有些企业则缺失了基本的社
会责任感，趁着疫情开始裁员，不但
寒了员工的心，也给企业的社会信誉
造成了伤害。

企业不裁员、少裁员也是一种
“战‘疫’姿势”。由于受疫情影响，
一些企业经营遇到困难，但越是在
这种时候越需要企业与员工共克时
艰，而不是趁机裁员发难。一个企
业的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从何
而来？人文关怀是一个重要因素。

时时处处为员工着想，与员工同甘苦
共患难的企业才会有好的未来，反
之，刻薄寡情，推卸社会责任，这样
的企业只能遭人唾弃。

在疫情吃紧的当下，全国上下需要
的是勠力同心，共同战“疫”，在此背
景下随意裁员，势必会成为战“疫”的

“干扰素”。被裁人员心生不快，就会消
极防疫，甚至会做出极端之举，会对整
个战“疫”工作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讲，企业不裁员、少裁
员会得到政策红利的眷顾。据悉，人社
部积极推出了“利好善举”——落实好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职业培训补贴等政
策，引导企业不裁员、少裁员。支持中
高风险地区、重点行业开展以工代训，
适当提高补贴标准。通过政策支持，促
进企业以岗留工、以薪留工。那些无情
裁员的企业势必会受到政策的冷遇。是
为全国抗疫助力添柴，还是添堵添乱，
某种程度上也在检视着一个企业的社会
良心和内在品质。

以情留人人长留。请企业多些人文关
怀，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争取不裁员、少裁员，
这也是一个企业应有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是
一种必要的“战‘役’姿势”，理当善而为之。

不裁员、少裁员也是一种
“战‘疫’姿势”

李红军

“多亏有政协委员接访点，让咱老
百姓说话，还能解决咱的烦心事……”
最近，困扰梁秀菊夫妻许久的烦心事终
于解决了。2018年以来，夫妻俩在山
东省禹城市房寺镇四季春蔬菜基地包了
2个大棚种蔬菜，可没想到，村民张林
平在大棚不远处种了11棵速生杨，影
响了大棚的采光和产量。

双方因补偿款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
议。梁秀菊气不过，便来到镇便民服务
中心，向正在值班的房寺镇政协联络室
主任、特邀界委员王鹏反映此事。王鹏
迅速召集了镇林业站长、辖区管区书
记、村党支部书记和张林平进行“面对
面协商”，最终以“村委补一点、梁秀
菊拿一点、张林平降一点”的原则处置

了遮阴树木，解决了这个久拖不决的问
题。类似这样，去年一年全镇依靠“面
对面协商”解决的问题已有20多件。

2020年4月，禹城市房寺镇在镇便
民服务中心大厅开设“政协委员接待窗
口”，搭建起了融协商、监督、评议、
参与、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常态化政
协委员履职平台，每月10号、20号和
30 号由镇域内 11 名委员轮流值班接
访，真正实现了委员和政府及其部门、
和来访百姓、和企业主的“面对面”，
不仅大大提升了委员的履职实践，放大
了人民群众的声音，更加有效地向社会
展示了政协“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
全过程，凝聚了社会共识。

“以前，俺们政协委员监督和评议

政府及其镇直各部门无非就是‘老三
样’！”素有“敢监督”之称的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大程管区书记张中
华是连续两届的“老委员”，他平时的
口头禅就是“委员有担当，政协有力
量”。他口中的“老三样”即：到各部
门视察工作时听听汇报、在镇上组织的
专门评议会上听听部门汇报、凭着个人
的直觉打印象分。

“现在好了，各部门窗口汇集一
处，便民中心的每个窗口公开于众，就
像每个单位的一面镜子，服务态度和水
平的好与孬、工作量和业绩口碑，都通
过服务窗口的日常表现客观反映出来，
也能让我们的监督与评议更真实。”去
年7月初，张中华通过“窗口接访”了

解到：全镇有不少企业主和商户发展电
商的愿望十分强烈，而镇电商办由于专
业人才少，培训和扶持能力严重不足，
无法满足群众需求。为此，他立即起草
了一份《关于加快推进房寺镇农村电商
跨越发展的建议》，分别发给镇党委书
记韩瑞、镇长温德慧与政协联络室主任
王鹏，镇党委、政府集体研究后立即给
予了整改。

“没干政协委员以前，总以为自己
出身于农村、比较了解农民，可自己写
的社情民意几次被联络室的同志退回来
要求重写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很不‘接
地气’……”卫生界委员、房寺镇中心
卫生院医务主任杨爱华感触很深。她
说，委员接待窗口拉近了委员和群众心
与心的距离，来访者的每一个心声和所
思所盼都是她参政议政的好题目。现
在，她已经有大半本的接访记录和6个
社情民意的采写提纲。

据了解，房寺镇政府以横贯全境的
514国道为分界线，分别在邢店社区和
南集社区的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了政协委
员接访点，定期接待社区群众，听民
意、解民忧、暖民心。

山东禹城：

“小窗口”化解“大难题”
本报记者 张文敬 雷蕾 通讯员 肖良安

1月 18日，《人民政协报·民意周
刊》报道了“Dravet综合征患者的故事
与期盼”。文章刊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人民政协报民意周刊微信
公众号的阅读量更是达到了1.3万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医师郭燕军也在朋友圈里看
到了这篇文章，并留言：“有媒体能关注
罕见病，真是太好了！”同时，她也希望
国家能尽快将罕见病用药纳入医保，让
百姓享受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

作为一名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和科
研工作20余年的医生，郭燕军的专业特
长就是神经类疑难罕见疾病的诊治。在
她的行医生涯中，经常需要和患有自身
免疫性脑炎、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
炎以及克雅氏病等罕见病的患者打交
道，对他们的诉求也非常了解。

“这些病的特征就是本来好好的
人，却突然发病，且容易复发。对于患
者和家属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郭燕军说，罕见病确诊难、易引发后遗
症、病人治疗个体化需求大。特别是治
疗药物昂贵，一个疗程大多以万元计
算且几乎不能报销，这些都给罕见病
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最迫切的愿望，
就是罕见病用药的引进和纳入医保。”

近年来，随着药品集中采购工作
的逐步推广铺开，药品、高值医用耗材
价格虚高、使用过度的“水分”被挤出，

药品价格已经大幅度“跳水”。而由此节
省下来的医保资金，是否可以考虑向罕
见病患者倾斜呢？

将罕见病用药纳入医保也要逐步
推开。目前，罕见病用药中有大量是免疫
抑制剂，同样的药物在用于器官移植等
治疗时可以纳入医保，但在用于罕见病时
就不被纳入。“这类药一般都是专用药，适
用人群很小，基本不存在滥开滥用情况。
如果在特殊用药中再添加病种限制，就
显得不太合理，同时也给医生的临床操
作带来困扰。”郭燕军建议，将罕见病用
药纳入医保，可以先从这部分药开始，取
消病种限制，让罕见病患者也能享受报
销的。同时，郭燕军建议，可以在医保基
金中设置“罕见病专项”，就像目前肿瘤
病人报销的那样，设置单独的报销比例。
这样既可以减轻罕见病患者的负担，也便
于国家调控医保资金。

对于罕见病患者比较关心的罕见病
药物引进，郭燕军认为，如果是在国外已
经上市并明确疗效的药物，应加快审批
和引进速度。这样不仅医生在给病人用
药时选择余地更大，同时也能提高病人
的生活质量。

“一个国家对于罕见病关注的程度，
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改善民
生的亮点。”郭燕军说，作为医生，她希望
国家能多给罕见病患者一些政策，让更多
的人得到救治；作为普通百姓，她希望每
个人都能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位一线医生的心声——

将罕见病用药纳入医保
体现国家关怀

本报记者 奚冬琪

冬日的天气清冷干燥。北京首钢极限运动公园里，陈柯亮换好攀岩鞋，
系好安全绳开始了训练。他手脚交替攀登，借助一个个岩点，15米高的岩
壁转眼已经攀登到顶。

陈柯亮是攀岩圈儿里的名人。2012年从河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
业后，一直从事青少年攀岩运动的推广工作。“这项运动对青少年非常有好
处。身体层面，它能够锻炼孩子们的协调性、爆发力等综合素质。通过挑战
不同的攀登线路，能够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激发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陈
柯亮说，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将攀岩列入比赛项目，这项运动的热度不
断提升。“希望能让更多的青少年认识、喜爱这项运动，为国家储备更多奥
运人才。”

“攀”出自信和勇气
本报记者 贾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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