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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思考

温馨家话

镜头中的民生镜头中的民生

若说“附耳”，便是要轻声低语一番
的。话的内容，也当是彼此亲密无间的悄
悄话，或不足为外人道的“密语”。但我
也曾领教过数次朋友恶作剧般的“附耳高
声语”：正当趴桌小憩或专注做事时，有
人蹑脚轻声靠近，附耳“哇”的一声，吓
得我魂飞魄散，耳鸣许久。还有的时候，
宁静街巷突遇放炮、被躲在墙角或门后之
人捉弄，虽也形同“附耳”，却让人心情
不佳……不过，同是附耳高声，几天前在
楼下偶遇的一幕，却让我感慨万千。

那是一位在轮椅上闭目养神的老人，
和暖的阳光洒在身上，安详得如雕塑一
般。有顽童突然跑过来，踮起脚尖，附耳
大声喊：“老爷爷，那是什么树？”老人慢
撩眼皮，满脸皱纹聚成欢颜：“啊？你说
啥？”顽童又附耳大喊一遍，老人缓扭脖
颈，顺着顽童的小手一瞥，笑答：“那是
泡桐树！”顽童又大声喊：“树上叫的是啥
鸟？”老人欠身，凑嘴到顽童小耳边，高
声长音：“啊？”顽童贴着老人耳朵，高声
问：“树上叫的是啥鸟？”老人笑着摇头，
大声说：“哪有鸟叫啊？”顽童失望地跑
开，老人垂下了眼皮。

过了一会儿，晚饭时间近了，应该是
老人儿媳，递杯水到老人手边，附耳高声
问：“爹，晚上想吃啥？”老人慢撩眼皮，
开口道：“啊？”儿媳又附耳高声问一遍，
老人慢条斯理答：“炸酱面吧！”似乎怕儿
媳听不清似的，老人又高声长音地说了一
遍：“炸——酱——面！”儿媳一乐：“好
嘞！喝完水，咱回家！”老人慢慢喝完，
儿媳喊来顽童，推上老人，走向单元门。

这样的场景，倒叫我一时自惭形秽起
来，因为我又想到了与父亲留守乡下、重
听多年的母亲。

忘了何时起，一向只听脚步声、咳嗽
声就能知道是谁来串门儿的母亲，耳背到
这个样子：不附耳高声，绝对听不清；连

“霸占”多年的手机也无奈交给了父亲，
只因手机不在身边就听不见那最大音量的
铃声，父亲成了“接线员”，再高声转给
她；即便偶尔接听，也听不清我讲啥，一
直“啊”或打岔，任我这边几近嘶吼，惹
得全楼道都能听见。

当面聊天，一句话不随着母亲连续几声
“啊”重复几遍，根本没法交流。每到这
时，我便不耐烦地摇头晃脑、指手画脚打着
手语，勉强维系几轮对话；或者干脆苦笑一
下，摆摆手，摇摇头，悻悻离开，留下母亲
兀自哀叹：“这该死的耳朵。人老了，不招
人待见喽。”说完，便愣愣地坐在那里。偶
有乡邻来串门儿，母亲也常在尬聊几句后，
被撂在一边，怔怔地看着大家谈笑。

后来有一次，我因上火听力受损，才
懂得了母亲的苦处。整个世界仿佛“失
声”，没了水声、风响，没了鸟鸣、蝉
唱，没了音乐、人语，清静是清静了，可
瞬时被无边的孤寂、冷漠包围，甚至被人
嫌恶、埋怨、白眼、冷落，简直太可怕
了。我不要这样，坚持吃药，休养，很快
就恢复。想来母亲也不想这样，却再也没
有办法恢复了。

也正是在这之后，我增加了回家探望
的频次，看见母亲马上冲她笑笑。对话
前，先附耳，后高声，一遍两遍多遍，直
至她听清为止，若是打岔，我俩也会相视
一笑。偶尔母亲也能灵敏地“逮”到一
句，我便向她竖起大拇指，母亲憨笑：

“这句正好顺风儿刮了过来。”这老太太，
竟然也学会幽默了。于是我趁机附耳高
声：“您都70多了，可别胡思乱想了，要
好好活到一百岁。”母亲一愣：“啊？”好
吧，再说一遍……

近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接触了几
位年过九旬的老兵、老党员。附耳高声问
个问题，他们便打开话匣子，大声讲述过
去的事情，让我受益良多，甚至感动到流
泪，激动到心情澎湃。一起前来的朋友帮
我拍了采访照片，只见我坐直身体，恭敬
地凑嘴到老人耳边；老人则侧耳倾听，神
情专注，若有所思。

这画面着实美好。我仿佛又回到了童
年时代，老人像极了爷爷奶奶、姥姥姥
爷、父亲母亲或前辈师长，更像极了我们
年老时的模样。我想，等到我老了的那一
天，真希望也有儿孙或年轻人静坐身边，
耐心地、恭敬地、微笑着在我耳边附耳高
声，问这问那，并静静听我大声讲述今日
为之全力以赴的陈年往事……

附耳高声
张金刚

母亲手巧，能织会勾还会绣，
今年母亲又喜欢上了用玉米皮编手
工品。我小时候，家家都有玉米皮
编的蒲团，大人们都会编，母亲
每 年 玉 米 收 割 后 也 会 编 几 个 蒲
团，后来生活条件好了，蒲团逐
渐退出了生活，母亲也有 40 多年
没编了。如今重拾旧活儿，母亲
一点儿也不手生，还跟着视频学
会了用玉米皮编储物篮、花瓶和
各种风格的小筐。

每年秋收后，母亲都会给城里
的亲朋送一点农产品。今年母亲的
送秋升级了，将农产品放在玉米皮
编的篮子里，小米豆类放下面，上
面放一个大南瓜，红辣椒用线串起
来，一端绕在南瓜上，一端从篮子
里探出一截，一下让篮子焕发了生
机。土里土气的农产品稍加装饰，
比果篮和鲜花还俊俏。

母亲说，过去粮食少，吃饭只
是为了填饱肚子，现在粮食丰收，
家家吃穿不愁，粮食还应当奉为贵
宾。一粒小小的种子，埋进土里，
浇水施肥，几天工夫就有嫩芽儿冒
出地面，长出枝叶，结出果实，铆
足了劲儿生长数月，才长出今天这

般模样。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流多
少汗水，出多大力气，谁种谁知
道，庄稼就是自己的孩子，是自己
的宝贝，越看越喜欢。

早年物质匮乏，缺衣少吃的年
代，提一篮农产品去走亲戚，实属
江湖救急。后来大家温饱解决了，
农产品也随处可买，再去给城里的
亲朋送这些，人家也会高兴，毕竟
是地里种的，天然绿色的庄稼，总
比外面买的放心。但不管怎么说，
受欢迎程度还是远不及从前。我便
劝母亲少种点儿庄稼，够自己吃的
就行，别再四下分送了。可母亲却
说，虽然现在市场上水果蔬菜粮食
一年四季都有卖的，但不在农村生
活，不和土地打交道的人，感觉不
到节气和时令，更感觉不到秋收的
喜悦，没有这种喜悦，秋天便白过
了。原来，母亲把庄稼打扮得花枝
招展，也是送丰收和喜悦呀。

我也跟母亲学着编了一个迷你
玉米篮子，里面放一串辣椒、一个
小葫芦、一根玉米，摆在桌上当装
饰品。工作累了就看几眼，仿佛把
秋天的收获摆在眼前，便感觉富足
和美好，好心情也层层荡漾开来。

母亲的“一篮”秋天
马海霞

“金融海归”带领
农民“掘土成金”

走进重庆渝北区大盛镇青龙
村，风景令人沉醉：一幢幢川东风
格的民居、农院格外耀眼；屋前柑
橘飘香、屋后御临河畔微风习习
……经过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点的打
造，这里已成为渝北区乡村振兴工
作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是渝北区政
协“渝事好商量”委员流动工作站
的一个示范点。

近年来，渝北区政协通过构建
“三位一体”组织体系，在各镇街
设立镇街委员联系小组，建立区政
协委员联系社区 （村） 工作制度，
探索设立委员流动工作站，并将首
个试点建在区政协机关结对帮扶的
联系村、渝北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的最前沿——大盛镇青龙村。根据
区政协的安排，大盛镇委员联系小
组着手建立青龙村委员流动工作
站，通过建立协商制度，植入协商
文化，派驻政协委员开展协商，推
动政协委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贡献
智慧。

协商到基层，把百姓的意
愿放心上

整治前的青龙村，原来的屋舍
多以土墙为主，室内简陋破败阴
暗，有的房屋年久失修，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作为大盛镇的结对帮扶

部门，区政协机关在参与政协委员小
组“四个一”走访调研以及办理“三
农”相关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时，了
解到青龙村群众改善居住环境的迫切
心愿。

恰逢此时，区委、区政府出台了
一揽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措施。区
政协也适时拟定将青龙村人居环境整
治作为协商议题，按照“精选题、细
方案、深调研、专协商、重成效、促
落实、有评价”的协商步骤，以实际
行动助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党
的惠民政策落地落实生效。

人居环境整治这一议题得到了
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但政策是否
能够顺利落地？推动过程中有哪些
问题？大盛镇委员联系小组决定以
走村入户、问卷调查等方式宣传政
策、开展调研，听取群众的意见建
议，真正把各方面情况摸清吃透，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协助镇村推
动工作落实。

“现在的房子旧是旧了点，但是
离土地近呀！以后要是集中居住，我
们的菜在哪里种？”“新修的房子面积
大小怎么定？”“新修的房子质量怎么
样？”“房子按什么标准分配？”……
走访中，委员们认识到，推动人居环
境整治，还需要村民、村委会、镇、
相关部门等主体协商。

针对村民们的疑虑，经过梳理，

委员流动工作站举行了一场院坝会，
邀请大家围坐一起深入交流，宣传落
实党的政策，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建议、回应群众关切。

经过协商，大家达成共识：修建
队伍由建房户集体决定，验收由群众
说了算；按报名顺序有序分配房屋，
根据原农房面积和家庭人口确定新房
面积。

协商接地气，让村民满意、
委员有信心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在‘协商共治’中变成了大伙的自
家事、开心事。”说起基层民主协商
的效果，大盛镇经发办主任张何欢这
样说道。

“政协委员在我们这里开了多次
协商会，反映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我们很满意。”“我们现在条件好，吃
得好，住得好，手头还有余钱！”青
龙村人居环境改造集中示范点建成入
住后，不仅开通了水、电、气、路、
讯，生活更便利；住上了小楼院，环
境也美，村民们现在生活得舒心、安
心更放心，对基层协商民主的优势也
有了更切实的体会。

大盛镇青龙村党总支书记黄志表
示：“有了这个委员流动工作站，村
民的呼声很快得到了反映，让群众感

到政协很近、委员很亲、协商确实可
行。我们希望委员流动工作站一直办
下去！”

村民们的满意也让参与其中的委
员成就感满满。参与这项工作的政协
委员张义表示：“这次人居环境整治
示范点打造让人们看到了基层协商的
成果和力量。今后，针对青龙村的发
展，政协委员将围绕乡村旅游、民宿
打造，积极开展协商，反映群众呼
声，让青龙村变得更好。”

大盛镇青龙村委员流动工作站
发挥在基层的作用，助推人居环境
整治实践的成功，为渝北区政协下
一步在基层推广、建设“渝事好商
量”平台提供了宝贵经验。渝北区
政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推动政协工作重心下移、委员力
量下沉、协商触角下延，推动政协
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与社会
治理有机融合、与基层民主政治建
设有序实践，让“有事好商量，众
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成为全社会
的自觉行动，推动协商民主广泛、
多层、制度化发展。

青龙村的开心事
通讯员 王彦雪 胡艳珠 本报记者 凌云

日前，北京市医保局发布《关于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补
充通知》。通知明确，北京城镇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
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
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北京市医保局通知指出，为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有关精
神，增强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
户互助共济性，提高个人账户资金使用效
率，对个人账户使用范围进行明确。显然，
北京市医保局这一举措，有助于优化医保结
构，更好化解疾病给家庭带来的经济风险，
实现医保的互助共济功能，提高医保基金使
用效率，也必然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按统筹管
理分成两个账户，即统筹账户和个人账
户。依照以往规定，参保人个人账户内资
金只能由个人使用，不得为他人支出费
用。然而，随着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和调整，个人账户使用功能越来越弱化，
从而出现了大量的资金沉淀、资金使用效
率不高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一个

家庭里，有的家庭成员疾病缠身，个人账
户医疗费用根本不够，而有的家庭成员基
本不生病，医保账户结余不少，在这种情
况下“不得为他人支出费用”的限制，显
然很不合理也不公平。

按照法理和伦理来说，家庭成员之间
对个人财产是可以共享或利益互通的，所
以，医保卡家庭共济互助亦在情理之中。
北京明确职工医保卡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可
以用于“家庭共济”，不再限于参保人个
人使用，显然极大地激活了医保卡个人账
户资金的使用范围，契合市民的诉求，实
质上是回归了医保制度的初衷和本意，有
利于减轻家庭医疗支出上的负担。

改革实践证明，医保卡个人账户“家
庭共济”把政府责任与家庭责任结合了起
来，更符合我国家庭收入代际转移的现实
需求。冀望更多地方跟进这一改革措施，
建立和完善医保账户“家庭共济”制度。
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医保门
诊、住院报销政策的逐步完善，我国医保
待遇保障水平必将日益提升，更好守护群
众的生命健康，不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个人医保账户家庭共享
让百姓更有获得感

沈峰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福州梅园国
际大酒店内，福州华伦中学初三年段的两
个班级在这里举行毕业聚餐，用餐标准每
桌1768元。这顿聚餐，两个班级光是菜
金就花费了3万多元。为了让这场毕业宴
更加隆重，在宴会厅的入口，还专门布置
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签到打卡墙，宴会
厅两侧还点缀了不少装饰。

毕业聚餐原本只是同学们情感表达和社
会交往的一种渠道，如今却被异化成为一个
社会表现和竞争的舞台。从三五好友私下聚
餐演变为集体行动的毕业聚餐，具有很强的
公开性和象征性。为了所谓的“脸面”，一
些家长将毕业聚餐当成一场“秀”，不仅每
桌用餐标准不低，还专门花钱请了专业的策
划、摄影师和司仪。这显然背离了毕业聚餐
的初衷，成为铺张浪费的符号消费。

在这样的毕业聚餐现场，尚未成年的
孩子们学着成年人的模样，拿着酒杯向老
师和同学敬酒；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的毕
业聚餐，犹如一个大型的社交场。原本不
应该喝酒的孩子们，甚至还斗起了酒。聚
餐结束之后，桌子上的菜品都剩了不少，

有些糕点、水果甚至连动都没有动过。
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往行为，应

该是真实、真诚、正当的。背离这三个原
则，讲排场、比阔气的毕业聚餐显然只是
空壳子。而当孩子们学着大人的模样端着
酒杯进行“表演”的时候，真诚、真实就
已经走调变味。更为关键的是，铺张浪费
的毕业聚餐在无形之中给毕业生们上了糟
糕的“最后一课”，它既漠视了节约资
源、理性消费的文明自觉，也没有对毕业
生进行精神和文化层面高品质的“营养输
送”，反而让孩子们过度社会化，过早地
变得市侩和庸俗。

对老师和同学进行情感表达，渠道有
很多，无节制、无底线的毕业聚餐，理应
接受规训。铺张浪费的毕业聚餐不仅加重
了一些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形成了不良示
范，破坏了社会风气。更何况，尊师重教
并不体现在送礼品、谢师宴上，而是要尊
重老师们的劳动价值，体谅老师们的不易
和艰辛。希望毕业生都能从学校的毕业典
礼中吸取奋进向上的精神力量，而不是过
早地在奢华的毕业聚餐上追逐名利。

奢华的毕业聚餐，糟糕的“最后一课”
杨朝清

我在外地工作，父母住在乡
下。虽然离家较远，但我每个月都
坚持回老家看看。

回家看父母时，我常常到邻居
家里坐坐。平时不在家，加上父母
年纪大了，全靠邻居们帮衬，我就
说些感谢和托付的话。“两个老人
勤劳惯了，总是闲不住，你爸还在
开荒种花生呢。”王伯说。“是呀，
他们挺节俭的，你带回的东西总是
舍不得吃，有的甚至都放坏了。”
李婶儿补充道。“还有啊，你母亲
有次采茶崴了脚，痛了好几天也不
去看医生。”王叔也插了一句……
喝着农家茶，聊着家常，邻居们就
纷纷把父母的情况告诉了我，而这
些都是我不知道的。

我想起平时在电话里，父母
总是报喜不报忧。两个老人辛苦
一辈子了，还怕孩子们为他们担
心，该是瞒了多少事啊。“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来‘监视’他们。”
我转念一想，就跟邻居们要了电
话号码。

“爸，天气热了就别去锄草
了，最近几天闷热，您血压高要注
意休息。”有天我给父亲打电话。

“知道呢，这几天我都在家歇着呢。”
父亲乐呵着说。“您别骗我了，今天
一大清早就扛着锄头出去了是不是？
这样身体吃不消的。”我说。“你怎么
知道的？以后天气热就不下地了，你
在外面别担心啊。”一生倔强的父
亲，竟然变得听话起来。

“妈，您几天都没买新鲜菜和水
果了吧，记得买点改善一下伙食。”
有次我打给母亲。“卖菜的天天来村
里，我们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母亲
解释着。“我听说，你们从来就是看
看，都舍不得买呢。”“咦，这些你也
知道？”母亲有点疑惑。“我在村里安
了‘监控’，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看
得到呢。”我开玩笑地说。“你莫瞎操
心，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母亲服
输了，我也就放心了。

就这样，不能回家时，我常常给
父母打电话，嘱咐他们注意照顾好自
己。父母意识到我什么都知道，也就
慢慢不再瞒着我什么了。邻居们的电
话，被我保存在手机里，有事没事就
和他们聊聊天，顺便“侦查”一下父
母在家的情况。邻居们常常到父母家
里坐坐，聊聊天、喝喝茶，农家小院
总是那么热闹。

打给邻居的电话
王丽

张城瑞，山东省威海市欧美同学会环翠区
分会副会长，从新西兰留学归来的金融海归，
也是威海一家农副产品配送公司的总经理。多
年来，他在“金袋子”和“土坷垃”之间华丽
转身，演绎了一段不一样的创业故事。

5年前，张城瑞带着10个月大的女儿从新
西兰回国，没想到刚回国女儿就连续闹肚子。
家人准备到农村找农户直接买点新鲜的农家小
菜给孩子补充营养，邻居听闻纷纷要求“加
单”，张城瑞觉得这里有市场和商机。2015年

春节之后，他一方面和几个朋友一起跑乡下找
合适的农民合作，另一方面开始研究市场定位
组建公司。3 个月之后，由 100 多个农民合伙
的集绿色健康农副产品配送、经营、加工于一
体的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成立了。

为了做好品控，张城瑞组建了专业品质把
控团队，为做好行业系统，他国内国外四处取
经，开发了一套自有生鲜配送商用系统。在张
城瑞的工作配档里，和各大企业的联采、互
采、集采等模式正在探讨中，和市域范围多个

乡镇合作的 5000 多亩农产品基地正在提档升
级。打通农副产品全产业链，创建从源头到终端
覆盖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通道是张城瑞的初衷。
如今，“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已
经让越来越多的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

左图：张城瑞拓展思路，搭平台，建社区餐
厅。

右图：张城瑞 （左） 经常会和农民一起交流
蔬菜种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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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