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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思考

温馨家话

乡村振兴故事

微信朋友圈流行各种“晒”：晒吃喝
晒穿戴，还有晒娃娃、晒老公等，大家把
自己的幸福生活晒出来，赢得朋友们的关
注，从而收获更多的快乐。但我发现，朋
友圈很少有人“晒”父母。我的父母都不
会用微信，总觉得他们离新鲜时髦的东西
很遥远，所以我也不曾把与父母在一起的
温情片段晒出来。

那天回家，母亲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
鱼。鱼端上桌，顿时让人眼前一亮。我忍
不住赞叹着：“色香味俱全的红烧鱼啊！
我得先拍照！”这次我拍照，想到了要

“突出重点”，一定要把母亲这位“大厨”
拍上。我拍的照片上，红烧鱼很醒目，家
人齐聚的场面很温馨，照片上的母亲笑得
也很满足。

我把照片发了朋友圈，还写了一句
话：“世上最美的味道，就是妈妈做的味
道！”不一会儿，我的朋友圈就收获了一
大堆点赞和评论。我兴奋地举着手机给母
亲看：“妈，您瞧，我把你做的红烧鱼晒
到朋友圈，大家都夸你呢！”母亲不懂朋
友圈那些新鲜事物，疑惑地问：“鱼不能
晒，怎么晒的？”我哈哈大笑，说：“晒就

是我把你做的红烧鱼的照片发到手机上了，
亲戚们都能看到！”父亲听了也凑过来看。
我把手机拿给他们，母亲花眼，把手机拿得
远远地仔细辨认端详。她笑眯眯地问：“这
个是你表妹兰兰吧，她说的啥，我看不清这
小字。”我说，兰兰评论说大姨的厨艺名不
虚传，想到咱家来吃饭呢！听我这样说，母
亲脸上浮现出得意又幸福的表情。

那一天，母亲都特别高兴。我忽然明白
了，我们做儿女的，真应该多在朋友圈“晒晒”
父母。父母年纪大了，生活圈子小了，甚至被
边缘化了，所以他们更需要被关注。他们最注
重亲情，很想把一家人团聚的场面永远留在
记忆中。我们把与父母在一起的温情片段晒
出来，就等于把父母的幸福翻了几倍。

现在，我经常在朋友圈晒父母：母亲给
我绣了鞋垫，我晒出来；父亲为我做了书
桌，我晒出来；母亲过生日，我晒出来；父
亲节聚餐，我晒出来……我的微信里，值得
珍藏的美好记忆越来越多。那天，父亲打电
话说：“我种的蔬菜可以吃了，特别新鲜，
周末你们都回家吃吧！”母亲在一旁说：“你
们都回来，到时候你拍照晒一晒！”我笑
了，晒父母，幸福多。

“晒”父母也幸福
马亚伟

镜头中的民生镜头中的民生

深秋的田野遍地金黄，文化气
息愈浓。日前，福建省三明市清流
县政协组织乡村振兴“服务小分
队”深入乡村，如何推动各乡村把
突出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红色
文化打造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引
擎”，是此次县政协“服务小分
队”的重要任务。

“乡村振兴要留魂、留绿、留
骨！”“要把乡村特色文化发掘出来、
展现出来！”“客家古文化要与当前
的新时代文明建设相结合。”清流县

河排村正加快建设丰收文化广场、
农事体验等农旅项目，倪端峰委员
提出，古村落要在传承地方优秀传
统文化基础上，强化意识形态导向，
大力弘扬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
怀，建设新时代的乡村文明。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针对当前部分乡村建设
存在的“同质化”问题，刘光军委
员认为，要以文化为切入点，深入
发掘地域特色，与当地特色产业发
展紧密结合，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精华，打造乡村特色文化品牌，建
设各具风采的特色乡村。

“要广泛收集记录各地的文化故
事。”深入清流县茜坑村，听到关于
清湖跃鲤、三台笔耸等古八景的故事
介绍时，江天德委员呼吁，大力发掘
地方文化故事中勤劳、节俭、忠孝、
睦邻等传统美德，把它们记录下来，
传承下去，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精神
力量。

清流县政协“服务小分队”向河
排村、茜坑村及廖坊村等村庄赠送了

《清流客家美食》《清流客家文化丛
书》《幸福新清流》等文史书籍，为
乡村建设输送文化给养。清流县政协
主席邓炳辉表示，要进一步发动县政
协 5 个乡村振兴“服务小分队”作
用，在科技、文化、技术、信息等方
面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

乡村来了政协“服务小分队”
本报记者 王惠兵 通讯员 张华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被中央电视台
播出的建党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吸引着。
不管哪一部，看完之后回过头去想一想，
都是激动了不知多少次，流泪了不知多少
回，并且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发表出
去。每次做完这件事情，都有一种为党的
宣传工作拍手叫好的感觉。

这几天我看的电视剧是《功勋》。这部剧
取材于首批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
故事，用单元剧的形式，串联起他们人生华
彩篇章；用人们耳熟能详、可感可知的真实
故事，唤醒了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深情
回顾和对人民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作出卓
越贡献的英模人物的敬仰与怀念。一位入党
50多年的大学教授在和我聊起这部剧时说：
《功勋》把这么多英模人物用单元剧集中起
来，看了让人提气。这些英模人物的事迹不
仅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
进一步加深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对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们的人生经
历，既是他们忠于党、忠于国家，坚定信
念和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个体表现，也是
我们党教育和培养人才取得丰硕成果的体
现。观众在看了这部剧之后，之所以不约
而同地热血偾张，从内心深处感到这些英
模人物可信可敬，是因为这些人物的成长
过程始终与党和国家前进的步伐相一致，
与人民群众对社会前进的节奏形成共振。

不管是申纪兰对“男女同工同酬”的
锲而不舍，还是屠呦呦为了研究抗疟青蒿
素坚持的“拗”劲儿；不管是李延年的居
功不自傲、毕生为人民，还是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的鞠躬尽瘁；不管是孙家栋的

“天路”，还是张富清的默默无闻；不管是
黄旭华的“深潜”，还是于敏的甘当无名
英雄。《功勋》的最大功勋，就是把这些
英雄人物伟大出于平凡的人生经历和成功
经验展现给观众。具体来讲，就是牢记初
心使命，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为了祖
国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并透过他们工
作和生活的细节，形象地告诉观众，他们

为什么行——因为他们有信仰，有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和不怕困难的奉献精神。

8位功勋人物的事迹之所以让人热血沸
腾，很重要的是他们的无私奉献代表了大多
数人们的共同心愿。老英雄张富清从部队转
业后，由陕西洋县到湖北恩施州来凤县的三
胡乡镇工作，面对那么多的矛盾和困难，他
把为人民造福作为自己为党工作的出发点，
桃李不言，隐瞒功劳，不计名利，不怕牺
牲，把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改变了面貌。李
延年参加过大小战斗20多次，抗美援朝中
在伤亡严重情况下，指挥部队协同作战，毙
伤敌军 600 多人，荣立特等功 1 次，三等
功、小功若干次，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
英雄”荣誉称号，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三级国旗勋章。但
是他始终保持老英雄、老党员、老军人的革
命本色，居功不自傲，自身要求严，离休后
被评为“先进离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
至于为国家饭碗和国之重器作出重大贡献的
袁隆平、孙家栋、黄旭华，为研制抗疟药物
脚踏实地、不畏浮云的屠呦呦，以及为妇女
解放作出卓越贡献的申纪兰和默默无闻的于
敏，全都有血有肉，形象丰满。

《功勋》的片头，采用浓缩式的手法，把8
位功勋人物成长过程的相貌展现给观众，让
人们看着他们从英俊潇洒的青年向大家走
来，直到走成一位老人，仍是念念不忘党的事
业，念念不忘人民群众。一个人只要时刻念念
不忘祖国和人民的事业，就一定会在自己的
岗位上作出优异贡献，成为民族骄傲、国之栋
梁。观众看着他们从年轻走到老年的变化，仿
佛穿过时间的隧道，看到最可爱的人就这样
为我们拼来了山河无恙。这样的功勋群体，是
我们民族的骄傲，国家的光荣。

《功勋》 的成功，有艺术手段上的创
新，但它打动人心的根本，在于把革命的现
实主义与生活的浪漫主义进行了有效结合。
这得感谢创作者、表演者和制作者深入生
活，还原生活和对功勋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
理解和挖掘。未来，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类似
的好作品问世。

《功勋》的启示
全国政协委员 王树理

儿子中考完毕，开学后就开启了住校
生活。别的家长都在担心孩子的生活自理
能力问题，我却一点不用担心，因为在儿
子的成长过程中，我就已经早早为他打好
了自理的基础。

从幼儿园开始，我接他的时候，他就得
自己背书包。整理文具、作业本之类的事
情，我更是当“甩手掌柜”。儿子每天早晚洗
漱和饭前便后洗手时，尽管弄得满地水，我
仍然坚持让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慢慢地，
我又教儿子把自己的手绢、袜子也洗了，顺
便把洒满地的水收拾干净。

上学后，书包加重了分量，很多家长
就替孩子背包，但我还是让他自己背。因
为我知道，这和将来的重担比起来，不知
道要轻松多少。这时候，儿子已经能在早
晨起床后叠被子整理床铺；洗过的衣服扔
给他，也能叠好后平整地放到自己的衣柜
中；自己的小书架收拾得井井有条，写字
台桌面上的台灯、杯子、面巾纸等杂物也
各有各位。

每次我下班接儿子放学，接上他后就
顺便去菜场、超市购物。不管买多少东
西，他必须帮我拿一部分。看着他拎着大
袋子走在我后面“呼哧呼哧”喘气，我就

偷着笑，当然也不忘给他买些爱吃的小食品
作为奖励。那天在超市看见儿子的同班同
学，只见他妈妈背着大书包，手里推着购物
车，孩子在面前撒欢儿地跑来跑去拿东西。
对此，儿子“非常不满”地问道：“同样是
孩子，差距咋这么大呢？”我嘿嘿一笑：“我
是女生，你是男子汉，理应照顾我啊。”此
话一出，儿子仿佛有了无穷的力量，购物车
都推得轻松了。

现在有些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做家务，实
行“工资制”。但我认为，孩子也是家庭成
员，帮爸爸妈妈干家务是理所当然的，不给
钱也必须干好。在我家，儿子饭前摆桌子，
饭后洗碗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中考前。虽然
做家务会占用一点时间，但并不会影响儿子
学习，对他反而是一种放松。

其实，尽早培养儿子的自理能力，还是
我从姐姐身上得到的启发。当年姐姐的孩子
上大学，每星期回家包里装的除了脏衣服就
是脏床单、被罩，我不希望儿子也成为那样
的“妈宝”。有时候，儿子在干活时会随口
跟我开玩笑：“妈妈，我不会是你捡来的
吧？好像你比我还‘懒’，什么都指使我
干。”但他会说，还是得感谢妈妈的“懒”，
这才培养出了独立自强的我。

做个“懒妈”又何妨
夏学军

江苏省如东县政协自 2019年
开展“有事好商量”活动以来，办
实事、解民忧。各基层工委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党政所要、
群众所盼、委员所需、政协所能，
推动基层协商以“协”成事、以

“商”求同、以“专”提质，取得
了明显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
不能少”。为此，9月份以来，我
所在的侨台工委“有事好商量”议
事室对当地的“残疾人之家”进行
了调研。其间的所见所闻，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并引发了我的思考。

“残疾人之家”的意义和烦恼

从江苏省如东县城向西行驶
30 多公里，就到了双甸镇——

“七色花残疾人之家”的所在地。
一下车，残疾人之家的管理员顾青
青就已在门口等候我们了。顾青青
是一位“85后”，2016年随丈夫刘
双林从大连空军某部退役回到家乡
双甸。丈夫在镇上的人武部工作，
顾青青得知镇上要开办为残疾人服
务的辅助性就业机构，就毅然决然
地报了名。“七色花残疾人之家”
从 2017 年 8 月正式投入运营以
来，顾青青就一直担任管理员。

走进操作教室，就看到十几名
学员正在组装电池盒。顾青青向我
们介绍，根据每位学员的具体情况，

分工不同，简易程度也不一样。顾青
青指着其中一位名叫任一杰的小伙
子说，自残疾人之家开始运营之日，
他就一直在这儿，是这里资格最老
的学员。任一杰的年龄并不大，
1997年出生时因为缺氧，膝盖以下
部位没有任何知觉。同时，他还患有
先天性白内障，视力只有0.03。在来
残疾人之家前，任一杰一直待在家
里，接触的人少，生活圈子也很窄。
当得知在家旁边有了一个为残疾人
服务的机构后，他马上跟家里人说，
要求去那里工作。任一杰说，虽然挣
的钱不多，但是来到这里非常开心。
因为不仅可以见识到家以外的世
界，能和其他人有更多的交流，而且
参加社会活动还能感觉到自己的价
值所在。

“这边上班时间不是很长，上午
9点之前到岗，下午4点左右就可以
下班了，晚来早走是为了错开上下
班的高峰期，让他们尽量避开路上
的车流。中午由政府补贴一顿12元
的快餐。”顾青青告诉我们，“七色花
残疾人之家”的学员主要是肢体、精
神、智力等方面的残疾，她在这里是
集教员、保姆、管理员于一身。每次
接到适合的劳动项目，她总是自己
先去学，将每个步骤仔细学会，然后
再回来一一教给学员们。“现在面临
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长期稳定的
辅助性劳动项目。操作太难的不行，
工期太赶的不行，有危险性的不行，
目前一般是电子元件加工、各种简

易包装等。”
从“七色花残疾人之家”离开

后，我们又来到了位于如东县城盐垣
社区的“新起点残疾人之家”。在社
区陈桂霞书记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
他们的操作间。这是一间不大的屋
子，依附于社区的书吧内。8名学员
正在管理员张亚梅的带领下剪手套的
搭扣。张亚梅介绍，自己原先也是社
区工作人员，“残疾人之家”运营一
年来，除了疫情最吃紧的时候放假，
其余时间她都跟学员们在一起，把年
轻的学员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差不多
年纪的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目前，
这里的运营还算基本正常，但和“七
色花残疾人之家”遇到的问题一样，
就是承接给学员操作的项目一直没能
常态化。

服务联动，让“残疾人之家”
走得更好、更远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调研组认
为，要从上级层面推动“残疾人之
家”的建设，加快完善“残疾人之
家”服务功能，必须把残疾人服务与
社区服务等融合联动。并提出了一些
建议：

一是统筹整合现有资源，政府主
导，多元共建，发挥基层公共服务资
源“一家多能”功效，鼓励社区、残
疾人企业、养老机构、基层卫生院等
共同参与“残疾人之家”建设，按照
确有所需、就近就便原则，科学选

址，保证运营场所房屋的独立性，确
保满足服务对象的基本服务要求，进
一步增加覆盖面。

二是精选适合残疾人的项目，通
过社会服务体系，广泛寻找好的项
目，好的项目是“残疾人之家”正常
运营的基础所在，可以县区为单位建
立项目调配中心，成立项目储备库，
根据各“残疾人之家”的实际情况，
进行项目统一分配，并把精选的项目
以稳定发展为目标，融入相关产业
链，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

三是对“残疾人之家”的管理人
员进行专业培训，有针对性地增加健
康心理、运营管理、医疗保健等方面
的学习，提高服务水平，建立定期培
训，持证上岗制度，从长远来看，加
强高校残疾人托养庇护服务相关专业
建设，鼓励大学毕业生从事残疾人托
养庇护服务工作，为将来“残疾人之
家”管理的专业性打下基础。

四是成立残疾人志愿者服务平
台，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信息共
享，把“残疾人之家”的服务对象
实际需求实时录入平台，平台在志
愿大数据的支持下，精准化、个性
化为其服务。平台之间也可通过信
息共享，让全社会的志愿者都能及
时了解到残疾人所需帮助的志愿信
息，形成精准志愿对接服务，并保
持常态运行。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政
协委员、民盟南通市参政议政工作委
员会委员）

微光虽小，一样闪亮
——江苏省如东县“残疾人之家”调研小记

窦立毅

最近，福建省福州市启动了2021年度“最优公厕”评
选。今年参评的除了五城区环卫园林公厕，还有高新区、闽
侯县城区及大学城片区市政环卫公厕。此次评选，对参评的
40座公厕，开展精细化保洁及设施完善情况评比，重点检
查第三卫生间及无障碍坡道设置情况，兼顾人性化设计及服
务方面。读着这则消息，笔者不禁眼前一亮：时下一些城市
公厕，设计不可谓不新，建设不可谓不美，但要想“优”起
来，却不是易事。

笔者观察发现，不少城市公厕虽然外形美观，但因制度
形同虚设，管理严重滞后，导致设施残缺不全，设备损坏严
重，存在表里不一致，卫生不达标现象。小厕所，大民生。
厕所问题，既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改善，也关系
到国民素质的提升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但要让公厕真正

“优”起来，仅靠改进设施、加强管理还不够。很重要的一
点，更需文明使用。

如同城市一样，一方面，文明不文明，美丽不美丽，建
设是前提，管理是保障。二者一软一硬，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管理跟不上，建设得再好，也无济于事。另一方面，

“城市是我家，文明、美丽靠大家”。没有“大家”的支持与
配合，文明不起来，美丽打折扣。公厕也一样。

笔者家所在小区大门外，建有一座面积不大，设计新
颖，设施配置颇为完善的公厕。除了小区居民，市民与过客
人等，都可以免费如厕。负责管理的王大姐是个年过半百、
责任心强的瘦小妇女。偶尔上公厕，总能见到她忙碌的身
影。可是，因为个别人不自觉，视“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
步”，以及墙上的公厕制度牌、导厕牌、指示牌等相关标识
于不顾，小便不上前者有之，便后不冲水者有之；随地吐口
痰者有之，乱弹烟灰乱丢烟蒂者有之，以致公厕很难“优”
起来。老实巴交的王大姐有时也会抱怨：我只有一双手，再
勤也跟不上呀！

由此可见，公厕优不优，配置必要设施，制定保洁标
准，完善管理制度，开展评比检查等固然重要，但也离不开
如厕者的珍惜与爱护。在笔者看来，要想公厕环境好，共同
爱护不可少。一旦如厕者都能视公厕如“私厕”，才会有更
多的公厕“优”起来。

公厕“优”起来
文明使用不可少

张桂辉

最近，在东京残奥会赛场上刚刚为中
国队摘得两枚金牌的何梓豪，在全国第十
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上再次豪取3
枚金牌。

何梓豪 1994 年生于北京，16 岁时因
为一次意外事故致残。在父母的帮助下，
何梓豪接触到了射箭这项运动。天生性格
沉稳的何梓豪一摸到弓箭，就喜欢上了这
项运动。

射箭这项运动上手容易，但要加入运动
队训练还需要做不少准备。何梓豪上肢力量
不足，就在教练指导下举哑铃、练力量。因为
喜欢思考，何梓豪的进步比其他人都快，仅
在课余时间训练了一年，就在全国比赛中打
破了纪录，与队友一起拿下团体冠军。

今年东京残奥会之后，来不及休息的
何梓豪又随队赶赴西安参加残运会比赛。
在他看来，为国争光，取得好成绩，就是
对自己努力最好的回报。

“射”出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贾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