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单位工会发
放的两件消费扶贫产品备受吐槽。一
件是价值百元的五谷杂粮礼盒，里面
只有小米、绿豆、玉米糁等几件东
西，加起来不过两三斤。况且，包装
上的生产日期是今年1月初，12个
月的包装期只剩下3个月。另一件山
药礼盒，山药又细又蔫，有的表面还
长了一层白毛。

近年来，每到逢年过节，工会购
买消费扶贫产品发福利，已成为各级
机关事业单位的惯例。这本是一件好
事，既可以有效解决帮扶地区农产品
销售问题，帮助打开市场渠道，又能
满足干部职工的消费需求。但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一些消费扶贫产品价高
质次，和宣传图片货不对板，在一定
程度上挫伤了干部职工的热忱。有职
工称，“这哪里是在消费，几乎成了
捐赠”。

消费扶贫虽然具有扶助性质，
但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消费行为，需
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价值
决定价格，任何商品都要讲求“一
分价钱一分货”。一些消费扶贫产品
远远高于市场价格，严重背离其本
身的实际价值，难免侵害消费者的

应有权益，不利于产品的长期推广。
除了单位组织的集中购买外，很难吸
引人们自行选购。消费扶贫需要细水
长流，不能搞“一锤子买卖”，有关方
面必须认真反思。

一方面，要引导广大群众扭转意
识，用市场眼光看问题。过去，一些农
户患上了“包销依赖症”，认为反正有
帮扶单位埋单，既不担心“质量低被退
货”，又不担心“价格高无人买”。这种
想法是要不得的，政策性消费扶贫只能
扶一时，路还要农户自己走。广大农户
要积极发展特色种植养殖，提高产品的
竞争力，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和品
质。有关部门也要“扶上马，送一
程”，加强商贸物流建设，畅通农产品
销售渠道。

同时也要看到，一些消费扶贫产品
价高质次的背后，是少数中间商在赚差
价、“薅羊毛”。近年来扶贫农产品关注
度高，帮扶单位采购量大，一些原本只
卖普通农产品的商家也打起扶贫农产品
的旗号，借此把价格定得更高，销路还
稳稳扩大。对此，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扶
贫产品目录的动态管理，对于价高质
次、以次充好的产品和商家及时予以清
理，净化消费扶贫市场秩序。

消费扶贫岂能“一锤子买卖”
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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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思考

温馨家话

乡村振兴故事

当下，随着人口流动性不断增
大，一部分老年人为支持儿女事业、
照料孙辈，“候鸟式”离家漂至陌生
城市。他们在异地他乡面临着医保、
文化差异、夫妻两地分居甚至语言不
通等问题。尽管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优
老政策，但有的政策相互“打架”，
有的政策距落实落地仍有差距。

如今，在很多以外来年轻人为主
的社区里，“老漂族”随处可见。虽
然没有帮助子女带孩子的法定义务，
但不少老人还是选择来到陌生的城
市。因为在中国人的人格模式里，出
于对晚辈的爱与关心，帮助子女不仅
是一种道德责任，也是一种情感
义务。

然而对于“老漂族”来说，集聚
着更多的机会和资源的城市再美好，
也只是儿女和孙辈的家，并非自己的

“根”。而且，帮助子女带孩子不仅是
一个辛苦的体力活，还会让“老漂
族”承受精神上的压力。尤其是他们
的“心”很多时候还是留在了老家，
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另
外，由于年龄、知识结构、价值观

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老漂族”不可避免会和年轻人存在着
“不合拍”的地方，导致价值分歧与文
化冲突。

老来身心漂泊。除了带孩子、做家
务，“老漂族”的空闲时间应该如何度
过，如何实现“老有所乐”？无论是和
谈得来、合拍的“老漂族”抱团取暖，
还是参与社区活动，抑或发展兴趣类社
团，满足“老漂族”的精神诉求和情感
需要除了“自我救赎”，也需要年轻人
多一些换位思考和体谅、成全，在力所
能及的条件下，给“老漂族”心理上的
疏导和精神上的慰藉。

尊重和回应“老漂族”的利益诉求
与精神需要，不仅需要家庭的调适与改
变，也需要城市张开怀抱，认同“老漂
族”的价值。“城，所以盛民也”。城市
也应该对“老漂族”温柔相待，促进他
们的城市融入，实现制度护佑和人文关
怀的有机结合，让他们享受医保互认、
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完善异地养老
服务体系等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说到
底，“老漂族”同样有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他们不应该成为边缘群体。

对“老漂族”多些“温柔相待”
杨朝清

秋来，天空澄澈如水，阳光温馨
纯净，不着灰尘地飘落而下，照在阳
台上正在翻晒被褥的母亲身上，光影
浮掠，不觉让我想起旧时乡下晒秋的
场景。

儿时，立秋一过，家家户户便忙
着晒秋，小院子也热闹起来。早熟的
玉米，金灿灿地扎成了花束，绽放在
房檐下；饱满的花生，带着泥土的芳
香，亲热地挤在一起，铺在窗前；俏
丽鲜红的辣椒，串成长串儿，高挂在
葫芦架旁，任由她们炫耀着艳丽的色
彩；紫皮蒜被编成了麻花辫子，搭在
墙头上；白嫩嫩的萝卜条，安静地躲
在簸箕里……小院里五彩斑斓的色
调，彰显着农家秋季的丰收和殷实。

记忆里，最难忘的“晒秋”场
景，还是母亲晒黄瓜片。晴朗的早
晨，天一放亮，母亲便起来，进园子
里，选那些头顶黄花渐蔫的瓜摘下
来，绿中透黄，瓜皮上还挂着一层淡
淡的白霜，母亲说，这样的瓜老嫩适
中，晒出来的口感好。摘好瓜，母亲
先用清水洗过，接着叮叮当当切片。
切完片，开始摆放了，偶尔我和妹妹
会来帮忙。一片一片地将瓜片摆在盖
帘上，摆的距离不能太近，否则水分

不易散发。摆好后的瓜片，母亲拿到
背光处，等待荫干。晴天荫晒一天，
第二天还要给瓜片翻个面，再晒。晒
好的瓜片，母亲就会用针线穿起来，
挂在仓房的柱子上存储。待到日后想
吃时，用温水泡一泡，撒点盐，淋些
酱油，剁点葱花和蒜末，那可是儿时
最下饭的菜肴了。

母亲的“晒秋”，不仅是晒五谷
果蔬，还包括物品。晴天，她会把家
中的衣物、被褥一一拿出来晾晒。那
些蘸着阳光味道的被褥、衣物，贴在
身上柔柔的香香的，如母亲的怀抱，
让人陶醉。

时光荏苒，母亲早已年逾古稀，
但她至今仍然保留着“晒秋”的习
惯。这几日，她用楼房的阳台代替了
老屋的小院，又在忙着晒萝卜条，土
豆干，红辣椒……母亲说，好日子就
是这样晒出来的！

金秋尽染，岁年稔丰。此时，在
我故乡的村庄，金黄的大豆铺满小
院，鲜红的辣椒挂满屋檐，朝晒暮
收，人们也依然在晒秋，晒得红红火
火，热热闹闹。晒吧，晒出乐趣，晒
出丰收，晒出期望，晒出一辈辈农人
幸福的生活。

母亲晒秋
王红悦

镜头中的民生镜头中的民生

湖是浙江宁波鄞州的东钱湖，山
是宁海县的桑洲南岭。因为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让湖光与山色共奏一
首曲。

努力一下

让城杨村变一个大样

走进宁波鄞州区东钱湖镇城杨
村，马上就会被村口那顶巨大的“农
夫草帽”吸引。“草帽”是竹编的，
竹子就生长在城杨村的山上。村庄四
面皆山，有两条小溪如玉带系起整个
村庄，风景可与不远的东钱湖相媲
美。可是很多年来，村里的村民有一
日没一日地过着，精神上萎靡不振，
集体经济薄弱，也没有多少产业。直
到有一天，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
副教授丛志强应邀来到这里。望着村
边的那一片竹林，丛志强对村民说，
我们可以用它编一个超大的“草
帽”。超大是多大？村民惊讶地望着
这位穿着时髦的教授。

丛志强也是在宁海葛家村的实践
中得出的启发村民心智的办法：就是
引导扶持，绝不代劳。他指着竹子
说，看似简单的竹子，我们努力一
下，得让它变一个大样。

之后，丛志强带领村民俞振飞和
另外两人一起，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以村民闻所未闻的经验，用1500斤毛
竹编织了一顶直径达6米的巨型“农夫
草帽”，之后又编了一个高7米的“酒
瓶”。最先看到“草帽”和“酒瓶”村
民直呼“啊哟哟”，随后闻讯赶来的四
乡八邻直竖大拇指，最后更是引来很
多外地游客来这里“膜拜”。

除了制作大型竹编，村里还把木

匠、泥匠、漆匠等能工巧匠集结起
来，对村里的公共空间、闲置地块、
便民设施进行改造。就这样，在没有
大投入的情况下，整个村庄焕然一
新。而且新的不仅仅是符合旅游审美
的村容村貌，更是村民参与村庄改造
的自觉性和精神面貌。

城杨村彻底变了。不仅仅是美
了，而且来旅游的人络绎不绝，村民
就在家门口经营起各类餐饮、农特产
品、手工艺品、农家乐，生意和日子
越来越红火。

守着绿水青山

南岭村再也不需要向别人讨要

城杨村的成功经验在鄞州全区被
迅速推广。

东钱湖镇的洋山村率先举办了杜
鹃花节，引来好多山外游客。然后是
全域旅游美食文化节暨下水麻糍文化
节、韩岭芳菲文化节、殷湾渔火文化
节、陶麓湖祭文化节……形成了17
条精品线路、100余项特色活动。

这些年，鄞州拿出八成左右的财
政收入，用于发展民生事业、增进群
众福祉。在自身富裕的同时，鄞州区
也不忘欠发达地区，挂钩扶贫宁海县
桑洲镇的南岭村。

如今，南岭村道路平整通畅，早
已不是十多年前一到雨天就坑坑洼洼
泥泞不堪、下村的干部都得穿上长筒
套鞋的路了。更重要的是，村里已经
由最初的农指员争取资金为村里“输
血”办事，变成了村民们主动“造
血”增加村集体收入。

时间回溯到2017年初，南岭村
的46名村民代表出现在东钱湖南宋

石刻遗址、小普陀等旅游点，最后又来
到东钱湖石斛种植基地。这是农指员金
国祥组织并带领的一次参观考察活动。
在回程的车上，金国祥问大家：我们为
什么穷？我们明明手里捧着金饭碗，却
为什么还要年年向上级政府和外边争取
资金支持？

“是哦，绿水青山，本就应该是金
山银山呢。”一个有见识的村民说。“那
我们一起议议，村里还有哪些宝贝？”
金国祥顺着问。“我们有高山茶，我们
有油菜花，我们有胭脂米，我们有高山
茭白……还有，好多人外出打工了，村
里还有好多房子空着住麻雀。”村民们
大声议论着，又哈哈大笑。可笑过了，
才觉得农指员的话里有话。有村民对金
国祥说：今天大家也参观了，外边的世
界很精彩。你从鄞州来，见多识广，帮
村里出出主意吧。金国祥也笑起来，告
诉大家：我的目标就是以后不再需要低
头向别人讨要，就是想让大家共同富
起来！

来年春天，层层梯田上油菜花漫山
遍野地开了，南岭村的第一届油菜花节
也盛大开幕。这次活动虽是镇里主持搞
的，但全体村民都全力支持。油菜是家
家户户在冬天种下的，谁家都不能缺，
因为缺了一块就影响效果。为了避免油
菜花颜色的单一，农指员翁芳频引进了
芍药花种植。芍药花的花期与油菜花的
花期恰好一致。两种鲜花争相斗艳，赏
心悦目。因为花美景美，南岭村被网民
评为 3 月份中国最美丽的 9 个景区之
一，油菜花基地也被评为华东十大油菜
花赏花胜地之一。

秋天，引种的格桑花开了，村里就
举行格桑花美食节。晚上，秋高气爽，
星空迷人，有人在山顶搞起了音乐节，
将中国农民的浪漫与世界接了轨。另一

个晚上，好多帐篷出现在山顶，年轻人
与星星对话，那是村里举行的幸福生活
节。到了水稻收获的季节，广阔的水稻
田里出现了栩栩如生的仙鹤，出现了大
寿桃和不老南山的字样，又引得山外游
客的赞赏。一时间，村里村外挤满了
客人。

民以食为天。不管什么节，村里都
与“觅南山百味 品古驿桑洲”美食推
介活动结合起来。这些美食，大都来自
村民。山里媳妇凭着传承的手艺，将农
家常见的麦饼、麦饺筒、麦糊头、麻
粢、长寿糕、烤洋芋、烤番薯，都摆在
游客眼前。有几届的油菜花节同时也是
品茶节，这些土生土长的高山茶，就随
着游客远行天下四方。

南岭村的胭脂米远近闻名。这些
年，通过农村工作指导员陈嘉源、翁芳
频，以及宁波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施永
泰的努力，村里已经形成了集种植、销
售于一体的胭脂米产业。南岭村的胭脂
米基地就这样建起来了，稳定的收入也
让农户吃下了定心丸。

除了发展特色种植业，村里还顺势
建成了南山文化广场、谷神广场、观景
平台、8公里游步道等一批项目。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有几十家客商有投资南
岭村的意向，未来还将着手打造集体验
与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家庭农场。

如今，南岭村新的故事正在继续。
据说很快就将有东钱湖城杨村派出的农
民艺术家来这里，帮助南岭村提升艺术
品位。

“山海协作”“湖山结对”仅仅是鄞
州区推动乡村振兴、实施“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标杆区”大型协奏曲中的
一个小插曲。但既然标杆立起来了，目
标就一定要达到。未来，湖光山色之
曲，还将继续吟唱。

浙江宁波：

湖光山色皆成曲
潘家萍 本报记者 李宏

“蒂有余香金淡泊，枝无全叶翠
离披。”秋日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
保和乡袁集村风光旖旎。远处，菊花
竞相绽放，美不胜收；近处，溪水潺
潺、石路幽静，蓝天白云下，显得古
色古香、别有风味。慕名而来的游
客，或三五成群赏花观景，或休闲
漫步。

村头小河边，村民正在整修人行
步道，铺设池塘护坡，新建停车场
……村党支部书记周尽中也在小河旁
忙碌着。

“大伙儿都期待村庄早点和周围
景区融为一体。”周尽中说，今年6
月份村里设立“有事好商量协商民主
议事室”后，村庄的改造工作推进顺
利，一天一个样。

袁集村东距舞阳县城 10 公里，
村内保留着陈谢兵团解放舞阳作战指

挥部旧址、地下党员张聚发故居等红
色资源，是一座底蕴深厚、风物娴美
的村庄。但由于基础设施差、产业底
子薄，村民一直没有真正吃上“旅游
饭”。“村内环境不太好，缺少像样的
民宿、餐饮，留不住游客。”周尽
中说。

今年，袁集村迎来了发展机
遇。舞阳县引进专业团队投资10亿
元，为村庄量身打造民俗项目，让
田园、村落和旅游资源融为一体，
鼓励村民发展农家乐，实现三产
融合。

愿景很美好，推动起来并不顺
利，单是村民搬迁问题，就让村干部
磨破了嘴皮。“跟群众说要搬迁，对
方怼一句‘我们不想搬’”。

正在周尽中头疼之际，该县开展
了“有事好商量”基层协商民主议事

活动，根据“百名委员进百村，百名委
员入百企”的要求，县政协副主席骆宜
民联系指导袁集村的协商工作。

“说白了，就是村民对政策有疑
惑。”几次调研后，骆宜民找到了大家
的“心结”。

村庄的改造，村民有权发问，更有
权参与。说干就干，骆宜民报请县政协
在村里设立“有事好商量协商民主议事
室”，开展“一事一议”活动。对于村
庄发展等协商活动邀请界别人士、“五
老人员”、利益相关方代表，有关专家
和部门负责人参与，由“协商民主议事
室”牵头收集群众的问题和建议，报经
村党支部同意后形成议题，再召开会议
现场协商。

“规划看着漂亮，但跟我们有什么
关系？”“为什么要我家搬迁？”……协
商会上，大伙儿七嘴八舌。骆宜民在

记事本上，把村民们的意见一一记
下。一次不行两次，协商会开了五六
次后，渐渐地，大家的意见统一了。
形成初步方案报村两委通过后，再报
乡里。保和乡党委明确表态支持。同
时，协商情况也报县政协备案。如
今，随着改造的顺利推进，袁集的民
俗村建设已初见成效。

据了解，今年舞阳县政协确定了
13个基层协商试点，开展协商活动280
余场次，为群众办实事210件，有力助
推了基层治理。

河南舞阳：

美丽乡村是这样建成的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刘勇

小的时候，父母为我们操碎了
心。怕我们冷，也怕我们热；怕我们
被人欺，也怕我们闯出祸。如今他们
老了，依然“怕”我们，怕给我们添
麻烦、怕我们嫌他们啰唆，甚至怕我
们不回家。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
中有这样一段话：人老了，不知为什
么，总有些怕自己的儿女。以前我读
起来没有太多的感触，而今重新回
味，才明白这里的“怕”，有依赖和
讨好的意思。

我和父母住在同一座城市里，距
离不远，但是因为家务和工作的繁
忙，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每次
回家，我都想着尽量帮父母多干些活
儿。可常常发现，家里玻璃是亮堂
的，灶台是洁净如新的，床单衣物都
洗得干干净净。我心疼父母，就埋怨
他们：“干吗不等我回来收拾！”父母
憨笑着说：“不是怕给你添麻烦吗，
你一天到晚也挺累的。”添麻烦？儿
女帮父母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怎么能
是麻烦呢。后来我反思，是不是自己
在父母面前常常抱怨累、忙，被父母
记在了心上？

同事小郭总是埋怨母亲唠叨，
在家里唠叨，在她上班的时候也常

常打电话。几个月前，小郭说母亲终
于不再唠叨了。小郭好奇地问母亲，
怎么话少了？母亲微微一笑：“怕你嫌
我唠叨，我就少说。”一个星期前，小
郭的母亲忽然患上了脑血栓，幸亏抢
救及时才没有落下明显的后遗症。小
郭说，医生告诉她，母亲病前的沉
默，其实是中风的前兆。后来，小郭
每天都哄着母亲说话，逗她开心，把
她当作小孩子，她多希望母亲和以前
一样唠唠叨叨啊！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
是一对老夫妻为了让儿女常回家，设立
了一个“回家奖”，儿女每回家一次，
就能得到百元以上的现金。还有一个公
益广告，情节是节日里女儿们轮番打电
话说不回家，剩下孤单的母亲独自发
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变得害怕
我们不回家了？

我曾说母亲不懂得保养身体，母亲
就坚持每天健身做运动，怕自己得病拖
累我；父亲怕我说他健忘，丢三落四的
事儿从不和我汇报。父母老了，他们忘
记了很多事，却从没有忘记过爱我们。
所以，别再让父母“怕”我们。需要做
的改变其实很简单，常回家看看，多几
分关心和细心而已。

别让父母“怕”我们
夏学军

小区道路更宽敞干净了，绿地植被更整齐了，衣服晾晒有专门区域
了……近日，北京市房山区的百姓们发现，自己居住的小区越来越美了。
而这些，都要得益于房山区开展的设立晾晒区、施划停车位、补植绿化
带、装修物料建筑垃圾管理、垃圾分类常态化“五件小事”专项行动。

在房山星城街道，在街道的休闲广场和路边，烟头收集器随处可见。走
进小区，车辆停放规范有序。楼与楼之间，以前“随风起舞”的晾衣绳已经
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标准化的不锈钢晾衣竿。

“小事”为居民带来了幸福感，而小事解决的背后是改变的大决心和上
下齐心的努力。据统计，自开展“五件小事”专项行动以来，在首都文明办
开展的检查中，涉及“五件小事”相关问题的居民反映数量明显减少。

本报记者 贾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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