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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思考

我是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经济开
发区综合办公室的一名干部，同时也
是当地曾经的贫困村——青墩村的结
对帮扶干部。和青墩的缘分要从
2013年4月我由学校调入开发区工作
说起，那一年，青墩村由柏林乡托管
至开发区。可以说，我和青墩村是同
一年加入到开发区这个大家庭的。转
眼8载光阴过去，我目睹了青墩村的
巨大变化，回忆这段经历与感受，脑
海里有一幅幅画面闪过，该如何记录
下来呢？

有了，亲爱的“山哥”，就从你
开始，谁让咱俩最亲呢。

一言不发

“山哥”名叫侯俊山，是我的帮
扶对象，不擅与人交流，存在一定智
力困难。

201 6年，安徽万名干部职工开
始结对帮扶贫困户，我被区管委安排
到青墩村。3月的一天，在青墩村会
议室，初见“山哥”。“山哥”和他的
哥哥 （我的另一帮扶对象户，后于
201 8 年调整出贫困户） 结伴而来。
在会议室，我为两位泡上热茶，向他
们介绍了自己和来访目的。在近一个
小时的交谈时间里，都是我与“山
哥”的哥哥在交流，无论我说什么、
问什么，“山哥”总是一言不发，目
不正视。我感觉，在我眼前的仿佛是
一座尘封的冰山，我与“山哥”之间
的交流困难重重，一如当时青墩村的
发展。

当时的青墩村，与县城隔渠（桃
溪支渠）相望，要过去只能从柏林石
岗绕道而行，从开发区管委会到青墩
村部车程近半小时，道路狭窄且路况

很差，天晴时灰土弥漫，下雨时道路泥
泞。当时的青墩村，村干部威信不高，
基础设施落后，集体经济空白，发展举
步维艰。当时的青墩村，一如待字闺中
的少女，一言不发，默默矗立在开发区
的北郊，翘首期盼着发展的机遇。

一问一答

每月入户走访是结对帮扶的“规定
动作”。随着走访次数的增加，“山哥”
与我慢慢熟悉起来，渐渐开始能够有所
交流，但是只限于“一问一答”，我问
什么，“山哥”就回答什么。

201 7年1 0月，我在帮“山哥”整
理床铺的时候，发现“山哥”的床铺中
间已经凹陷下去了，仔细一看，床板已
经断裂，用砖头在下面垫着床板。整理
衣柜时，我发现他的衣柜也已破裂，摇
摇欲坠。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种
酸酸的感觉。回到办公室，我觉得一定
要做点什么，于是立即电话联系购买了
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个碗橱。在我的
努力争取下，商家同意免费赠送一张小
餐桌。我和商家的朱总约好，第二天一
起将购买的东西送到“山哥”家。让我
很意外、很感动的是，朱总看到“山
哥”家的情况后，主动掏出200元钱，
说：钱不多，表达一个心意。当时的

“山哥”，还是没有太多的话，只说了两
个字：“谢谢”，但是我能从“山哥”的
脸上看到感激，就像一块冻了很久的冰
块开始出现融化的水滴。后来，我又多
次去走访，为“山哥”送去了四季衣服
及日常用品。我感觉，我与“山哥”之
间的交流虽然还是“一问一答”，但终
归是慢慢顺畅起来。

后来的青墩村，随着S351 和鼓楼
北街的贯通，与县城悄然连在了一起。

近年来，随着1000多万元各种扶贫项
目资金的注入，新建通村、通组道路5
公里，新修沟渠 7 公里，新装路灯 90
盏，建成的光伏电站也为青墩村的集体
经济带来了收益，青墩村的村容村貌和
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2017 年，青墩村顺利实现

“村出列”，发展之路也开始顺畅起来。
但是，当时的青墩村，发展依然缺少主
动性，内在动力不足，被动地接受各项
政策，一如“山哥”和我之间的一问一
答。

一往情深

时间来到了201 8年，“山哥”顺利
地享受到了危房改造政策，并于同年
10 月搬进了新房。我由衷地替“山
哥”感到高兴。从 201 8年 6月起，结
对帮扶干部与贫困户开展“同吃同劳
动”活动。为了拉近距离，我会按照

“山哥”的作息时间，做好饭菜和他共
进午餐。通过一次次的交流，我与“山
哥”之间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不仅超越
了“一问一答”，感情也逐渐升温。

我清楚地记得，201 8 年 9 月 1 7
日，我到“山哥”家开展“家庭亲情团
聚”活动，我同往常一样与他唠家常、
吃午餐。收拾好碗筷后，我正准备和

“山哥”道别，他突然给我来了一句：
“你这么来回跑，回去骑车慢一点。”天
啦！“山哥”开始关心我了。当时我一
下子愣住了，说实话，大老爷们儿的眼
泪差点就流下来了。我感动的不仅仅是

“山哥”开始关心我了，更重要的是我
感受到“山哥”已经对我彻底敞开了心
扉。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你学
会坚持，世界的一切美好都会为你展
示！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为“山哥”送

去一箱啤酒或者一袋米时，他会说：
“你每次来都花钱干么事？”下雨天，我
去看望“山哥”时，他会说：“下雨
哎，你回去搞慢毫子哈！”一句句关心
的话语让我深深感受到：帮扶是相互
的，我在帮扶“山哥”时，“山哥”何
尝不是也在关心着我，“山哥”让我明
白了帮扶只是一种形式，和群众心贴心
才是我们最终的追求。

后来的青墩村，在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
特别是全国政协机关干部李章程到村挂
职后，通过他和村两委干部的共同努
力，青墩村出现了干部队伍敬业奉献、
社会事业齐头并进、为民服务能力不断
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稳步提升的可喜局
面。标准化厂房建成、碧桂园扶贫塑料
大棚建成、妇女儿童之家建成、“大美
青墩”公众号定期发布、青墩村村规民
约深入人心，李傲国、方春梅、段其
华、许增红、陶国生等一大批先进模范
人物涌现等等，无不昭示着青墩村正取
得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青墩村干群的
精、气、神得到了极大的提振。一如我
和“山哥”的关系，青墩村的发展进入
了“蜜月期”。

后 记

我和“山哥”的情缘还在继续，青墩
村的发展变化也在继续。在谈到青墩的
发展时，李章程书记曾说过：“从脱贫攻
坚到乡村振兴，青墩村正处在一段不可
错过的时光。”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我
们的青墩村一定会成为乡村振兴示范
村。青墩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作者系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经济
开发区综合办公室干部，青墩村结对
帮扶干部）

我与“山哥”
夏浩

“绿波微漪荡厅窗，烟萝葱郁添新香。
一条界破芙蓉色，满目愉悦漾春光！”这首
诗是朋友对我家用“生态理念”装点家居、
倡导“生态养生”的真实写照和由衷夸赞。

经商多年的儿子，在县城内给我们
老两口买了一套竣工不久的新居。面对
新家，装修成了摆在我们老两口面前的
一大难题。时下家庭居室装修虽样式多
多，但达到新颖、时尚、环保标准的却
不多。千篇一律的“简欧”“都市”装修
样式使家居失去个性，也带来了不同程
度的建材污染。现在国家提倡生态建
设，我和老伴干脆决定“建造”一个绿
色、自然的“生态家居”，来个“生态养
生”。我和老伴经过一番设计，最后决
定：分别在家中朝南的窗户、阳台等部
位设置几道“生态景观”——用文竹、
打碗花、倭瓜秧、葫芦秧等花草绿植盘
成一条居室“生态长廊”。

说干就干！我们在窗台两侧各摆放
了一盆文竹和打碗花，然后把它们的枝
蔓上引、横拉，沿着窗框上限，搭成一
个弓状秧棵桥，谓之“生态窗”。文竹的
枝叶疏密相间，错落有致，如烟如萝，
极富诗意。向上横拉搭成一条绿色长廊
后，为室内平添了几许生机和美感。楼
上老友看后赞之曰：“碧玉柔纱笼翠容，
清纯淑女赞云松。含情脉脉寻初梦，抚
影依依觅险峰。文雅冰姿诗品蕴，儒风

铁骨德魂钟。谦心一颗宣花语，地久天
长爱更浓！”既赞美了文竹之景，又对我
和老伴寄予了美好的祝福。那打碗花不
仅仅可用来观赏、清洁空气，还有好多
药用价值呢，这“生态窗”可谓“一石
三鸟”哩。

阳台空间比较大，我如法炮制，用
葫芦秧、倭瓜秧搭出了一条长长的“生
态廊”，做成“彩虹门”等形状，不影响
室内采光。葫芦秧、倭瓜秧浇足了水，
铆足了劲，呼呼地长。许是阳光足、花
土肥，20多天的工夫，“彩虹门”就雏形
立显，瞧着，嘿嘿，甭提有多精神啦！

两条“生态长廊”在室内搭成后，
居室内立时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微风吹
进窗口，文竹的枝叶有节奏地晃动着，
如一群飞天在云中翩翩起舞，衣袂飘
飘，姿态万方，让人心旷神怡。倭瓜花
和葫芦花绽放的时候，家里更是春意盎
然了：黄花如金，璀璨耀眼；绿叶如
翡，妩媚多姿；白花如玉，洁白流银！

“生态长廊”的建成，不仅清新了室
内的空气，还为居室带来了幽静和生
机，更使我和老伴的晚年生活环境有了
根本性的改观。老伴高兴地说：“在这样
富氧的房子里生活，咱俩至少能多活20
年，哈哈！”不光我俩醉心，家人和来访
的客人看着爽心醒目的“生态长廊”，也
都羡慕陶然，赞不绝口，十分羡慕。

“生态养生”娱晚年
钱国宏

岳母去世前，经常会打电话来叫妻子去拿
菜，有时也会在顺便到公园散步时把它拿到公
园里，让我们去某个景点找她拿。岳母送来的
东西，基本上都是她到超市里买来的蔬菜、水
果、糕点，甚至一包酱油、一包酸醋，或者几
个包子……即使患了癌症，到了生命的后期，
她也坚持这样做。

两年前，岳母去世了，岳父继续为我们送
菜。岳父和岳母不同，他喜欢到农贸市场去买
菜。他可能会想到我们工作繁忙，没时间买
菜，或者认为我们买的得数量少，在价格上不
划算，而他一次多买点，同样的东西，价格会
低一些，然后再分给我们一些。有时候他炖排
骨、豆子等东西时，也会就此多炖一些，然后
叫我们去拿。在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岳父还经
常从屋后的山上采集一些菌子、蕨菜、棠梨花
等野菜叫我们去拿。

妻子多次对老人家说，我们家门口就有几
个超市，买菜很方便，叫他不要从农贸市场买
菜老远地拿到家里，更何况两家相距几公里，
有时开车去拿菜，油费和电话费还不够买菜钱
呢。虽然这样很费周折，但他仍然乐意坚持。
我在想，老人之所以坚持，除了力所能及地想
着我们，要给我们一点东西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一个人生活有些孤独，想看看他的儿孙、
子女。

同样的，我的父母虽然已经80高龄，也和岳父岳母一样，经常给我
们送东西。不过由于他们的住处离我们更近，总是在晚饭后，自己送菜
过来。其实，他们也和岳父岳母一样，送菜是为了看看孩子们，和我们
一起说说话。想到长辈们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我们作为子女为了不辜
负父母的心意，更为了让他们少奔波，唯有多带着家人去看望他们，少
让他们来看我，这样才能安心些。

有人说：父母在，人生还有来处，父母不在了，人生只剩下归
途。的确是这样，父母在，我再老都只是个孩子，都会有人疼爱，父
母健康长寿是子女的福分。父母在，就有人送菜，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关照我，这是家风，也是传承，他们送来的更是亲情和关爱。我在
想，总有那么一天，会轮到我接替他们的工作，为女儿送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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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人
送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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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营房村，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
镇所辖的25个行政村之一。村两委
班子成员 5人，全村党员 34名。在
全村群众中威信最高、口碑最好、形
象最美，莫过于镇里派下去的包村干
部黄雅静、村委会副主任赵亚军、村
妇联主席付金平、村部会计马长秀、
村支书妻子洪晓华这5名女性。她们
事事抢着干、处处做表率，被村民们
称赞为“五朵金花”。

10多年前，裕营房村也曾是全
市有名的“红旗村”。后来由于种种
原因，却变成了一个班子软弱、人
心涣散、脏乱差严重、群众上访不
断、村风不正的“落后村”。近两年

来，在“五朵金花”的带领下，村子
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出出进进的村民们脸上也挂
满了笑容。

变化，来自实干；幸福，来自奋
斗。为了改变村子的环境，“五朵金
花”身先士卒、带头参加拆违义务劳
动，对一时“想不通”的群众，她们
就不厌其烦地登门进行耐心劝导，直
到把思想工作做“通”为止。由于她
们处于公心，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很快就把全村的拆违垃圾、生活
垃圾、柴草垛、砖石堆、乱杂物等一
律除清。

村里原有的3条主路，由于年久失

修、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宽窄不一。
为了节省修路开支，“五朵金花”带领
大家去河套捡石头垫路基。在施工中，
每天都有几名家庭主妇主动出工帮助做
饭，还从自家带来各种蔬菜，“五朵金
花”就热情操持并亲自下厨。尤其赵亚
军和付金平，千方百计把施工伙食调剂
好，饭菜质量比自家做得还好、还可
口，并和义务工们一起吃、一起干。

“五朵金花”中，最让村民们敬佩
的是包村干部黄雅静。她把村子当自
家，把村民当亲人，一年四季风里来雨
里去，几乎天天沉在村里头，与村民同
吃同劳动，坐在农户炕头上了解村民们
所需、所盼，积极为村两委出谋划策，

帮助制定全村发展规划和措施。黄雅静
今年刚40岁出头，就患上了严重的滑
膜炎，行动不便。但村里拆违建、修路
施工等紧张繁忙阶段，她总是第一个出
现在现场，协调有关事宜，还强忍着疼
痛参加义务劳动。村民十分感动地说：

“村子变化这么大、这么好，黄雅静功
不可没啊！”

今年元宵节，村里的灯会在“五朵
金花”的操持下安排得井井有条，做到
了“文化娱乐”与“疫情防控”双安
全。如今，村两委决心把文化力量注入
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五朵金花”
的作用也会更加凸显，展示“巾帼英
雄”的新时代风采。

小山村里的“五朵金花”
许贵元

近日，又有知名连锁餐饮店因为
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登上热搜，有记者
卧底福建省福州市的曼玲粥店与三米
粥铺两家门店发现，存在店员无健康
证上岗、将顾客吃剩的排骨回锅做成
外卖继续售卖、未洗手便徒手翻捡食
材等问题，这则新闻让各位“吃粥群
众”反胃，外卖还能不能点了？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仅在于商
家为了逐利丧失了餐饮行业基本的商
业道德和良心，置食品安全法与食客
健康于不顾，也在于平台对入驻店铺
的审查存在漏洞、监管不到位。

互联网平台的出现让生活更加便
利，不断颠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
断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但目前各
界对平台内涵理解不统一，平台权责
界定不明确，一些平台企业发展不规
范存在风险，监管方式相对滞后，平
台漠视自身社会责任等还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

以外卖为例，据央视统计，我国
外卖用户规模接近5亿，如此庞大的
市场带来的利润和竞争同样巨大。外
卖平台为了争取用户，投入几十亿的

“烧钱”补贴是常规操作，消费者用
极其低廉的花销就可以享受到便捷的
外卖服务。然而钱终有“烧”完的一
天，已经对现有外卖服务养成固有价
格认知的消费者不愿为高价买单，要
维持低价与获取利润，平台便会选择
压榨商家与骑手，矛盾转嫁的结果极
大可能带来骑手低质的服务和商家没
有卫生安全保障的食物，形成的恶果

最终还是由消费者来承担。以本次新
闻中的曼玲粥店为例，据其官网显
示，目前其在全国有900多家门店，
主打线上经营，那么全国范围内的外
卖店铺有多少？外卖平台如何监管数
量如此庞大的商铺？需要付出多少成
本？显而易见，形同虚设的监管能为
平台省去巨额开销，也暴露了平台发
展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

互联网的发展，让许多网络平台
已不仅仅是一个网络平台这么简单，
它们负担着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甚
至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之一，其肩负
的社会责任也变得极其重要。今年2
月湖南长沙货拉拉女孩跳车事件就是
一个警示，在事件发生后，货拉拉紧
急上线了车内录音功能。保障乘客和
司机的安全，不止出行平台，外卖平
台、购物平台、社交平台、招聘平台
等等都承担着本职服务以外的责任，
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价值观导向、
人身安全等都应该成为各互联网平台
重视且付诸行动完善保障的方面。若
平台只为逐利、追逐流量而忽视这
些，不仅自身提供的服务难以让用户
满意，更违背产品人性化设计，一旦
出现问题，只会将自己置于“火坑”
之中，被消费者厌弃、抵制。

针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企业和平
台，相关部门也应该与时俱进，及时跟
进制定法律法规，加强监管，督促互联
网平台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担当社会
责任，不断强化自我管理，让消费者能
够安心、舒心地享受便利生活。

互联网平台 责任重于逐利
赵爽

今后在河南，80 岁老人可享受
上门“面对面”的政务服务。近日，
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安排部署做好便
利老年人等群体办事服务工作，不仅
强调了“线上”办事更灵活，还特别
要求“线下”服务更贴心，特别是对
老年人要争取“面对面”服务。（3
月18日《工人日报》）

80 岁以上老年人被称为高龄老
人。高龄老人是老年特征最突出的群
体，普遍体弱多病，行动不便，有的
甚至长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少
高龄老人甚至数年都难得出一趟门，
到政府部门办理业务十分困难。前些
年，湖北红安一位90岁的老人为了
社保年审，由55岁的女儿开车带着
从武汉赶到红安县机关事业单位保险
福利管理局，再被家人抬上三楼办理
手续，令人唏嘘。

近年来，各地不断改进政务服务，
推行线上办理，大大方便了公众。但对
于老年人来说，缺少家人帮助、不熟悉
电子设备、无法出门等都成为办理业
务的“拦路虎”。为此，河南省大数据管
理局下发《关于做好便利老年人等群
体办事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在优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拓展线下
办事渠道的同时，建立健全老年人预
约上门办理服务机制，明确上门服务
的事项清单、上门服务的范围及预约
流程、服务流程；对于80岁以上的老
年人，原则上实行上门服务。这一人性
化举措，让人眼前一亮。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已然
成为各级各部门的共识和行动，目前

许多业务都可以线上办理，十分方便，
但并不是每一个不会或不使用智能手
机的老年人都能出门线下办理。要想
让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少
跑腿，还得有关部门多跑腿，变“你来
找”为“我上门”，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
公里，把便民服务送到老人的心坎上。

善政还须善施。接下来，一方面
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广大老年人
知晓，了解预约上门服务的方法，同
时，发挥居委会、村委会的基层组织
作用，使之成为政务服务机构的得力
助手，共同推动上门服务落到实处。
有关部门应组织社区、村干部进行培
训，帮助其熟练掌握社保待遇资格认
证、津贴补贴领取等老年人高频使用
的业务流程，在上门提供便利服务的
同时，了解老人的所思所盼，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

据统计，201 9年末我国60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 2.54 亿，占
总人口的18.1 %，而60岁及以上网民
占比仅为 6.7%。预计“十四五”期
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老
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会愈发
凸显，进一步考验政务服务的精细
化。必须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
服务创新并行，一方面要推进适老化
改造，帮助“年轻老人”学习运用智
能技术，享受数字红利；另一方面要
完善传统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
水平，增强高龄老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就此而言，为高龄老人提供上门

“面对面”服务，不妨成为各地政务
服务的标配。

为高龄老人上门
可成政务服务标配

张淳艺

温馨家话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十四五”规划关于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方面
提到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均预期寿命再提高1岁；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健
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

本报记者 田福良 作

老有所养老有所养 更有所保更有所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