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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乡村振兴故事

镜头中的民生镜头中的民生

近年来，安徽省天长市在乡村
振兴和民生工程项目的大力支持
下，以植绿护绿、秸秆综合利用、
林下经济、生态田园建设为抓手，
将乡村绿色生态建设深度融入乡村
振兴全过程。

绿化先行，美丽乡村处处

添新景

天长市对全市174个村、社区的
公路通道、河湖堤岸、沟渠塘坝、乡
村游园和村民房前屋后、自然院落进
行增绿补绿，使绿化建设和美丽乡村
建设相互融合、同步推进、协调发
展。

金集镇井亭村去年被纳入乡村振
兴示范区，井亭村把绿化建设当作乡
村振兴的检验标尺，依托草庙山林地
生态资源，建设风格独特的生态度假
村。村里还拆除废旧民居，投资新建
了一座特色农旅园林，园内苗木葱
茏，四季飘香，还建有景观亭和休闲
广场，昔日破旧杂乱的乡村院落如今
变成了花团锦簇的小游园。

“咱村这个景观园林可美啦，您
一定想不到这里原来是脏乱差的破屋
残垣，杂草垃圾遍地，现在村委会将
这里进行重新打造修建，景观造起
来，花木种起来，乡村园林很漂亮，
吸引了许多游客。”井亭村村民王玉
山开心地向游客们介绍说。

为了让群众房前屋后和成片林木
的绿意相映成趣，杨村镇光华村90%
以上的农民在自家的庭院里栽种了各
种花草树木，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
民健身有了好去处。村民们还自觉当
起护林员和绿色生态“保洁员”，看

到哪里脏了就去打扫清理。

多路并进，作物秸秆变身

“金钱草”

在天长市永丰镇秸秆收储中心，丰
仓机械种植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建昌忙着
安排人手将粉碎加工后的晚稻秸秆运往
位于本镇的天长市圣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去年合作社自种2300多亩地、托
管服务2.18万亩，亩均单季产0.42吨
小麦秸秆、0.45吨水稻秸秆，每吨秸秆
平均销售价180至220元。这些过去让
他头痛不已的麦稻秸秆，如今变成了

“金钱草”，仅秸秆综合利用一项合作社
就增收了200多万元。

废秸秆变身“金钱草”，源于该市
去年启动的秸秆集中收储和综合利用项
目。针对过去人工收割麦稻秸秆成本
高，不利于再次利用的实际，天长市大
力推广农机收割农作物秸秆，降低成
本。“合作社购置10台秸秆打捆机，收
割、打捆‘一气呵成’，成本是人工收
割的1/5。”张建昌介绍。

秸秆变成草捆后，又将去哪里呢？
据了解，天长计划投资规划建成10个
年收储2000吨以上的区域性秸秆收储
中心，以及对秸秆进行粉碎、压缩包装
等初加工，并以此为平台开展农作物秸
秆交易。

由于秸秆收储中心粉碎后的小麦、
水稻、油菜等农作物秸秆比从市场上购
买粗饲草料划算，天长市50多家牛羊
养殖大户纷纷选购庄稼秸秆作为粗饲
料。“去年以来，合作社养殖的1.2万
多只肉牛的成本比上年降低 14.5%。”
大通镇周氏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周建军说，他一个电话给镇里秸秆收储

中心，需要多少秸秆，中心立马就会将
粉碎好的秸秆送来。

林下经济，好生态催生产业

花开

初春时节，在天长市金集镇草庙山
茶叶基地，40多名村民正忙着给茶苗
追施壮苗肥。该基地引进的生态茶企利
用草庙山低山林木资源，建成林下生态
茶园1500亩，安排100多名当地群众
就业，人均日工资在160元以上。

“天长是西高东低的丘陵农林大
县，林木生长周期长，经济效益见效较
慢，对此，我们坚持造林护林并重，赏
林用林齐上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林下
经济，让林农端牢‘林产业饭碗’。”天
长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局长王玉华介
绍，截至目前，全市成功培育了85个

“一村一特色”种养产业村和一大批林
下种养专业户，建成49个省级以上美
丽乡村，在建省级美丽乡村4个，同时
发展了15个农旅文化村。

金集镇马塘村村民、林业种植大户
何祥琴，在林下套种茶叶多年，在林间
和茶园里养殖土鸡、土鸭，每年营收都
在250万元以上。该市还引进生态林业
龙头企业，发展订单林地土鸡、土鸭等
林下养殖业，经营主体200多个，参与
农户 1230 多户。在林下经济带动下，
去年虽受江苏周边等地多点散发的疫情
影响，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
达24228元，比上年增加3284元。

做美田头，留住乡愁带旺乡

村游

眼下，天长市草庙山区满眼春色，

百花争艳，山脚下的草西村村民李玉林
经营的农家乐天天爆棚，一家人齐动
员，为各地游客提供服务。“这都得益
于市里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好了乡
村美了，我们让村民们都吃上了‘农
旅’饭。”

做美田头，一定要留住乡愁。天长
市在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
时，结合农村人居生态环境整治，突出

“农旅融合”新理念，高起点把高标准
农田建设成为农业生态公园，建成后
的高标准农田“一个项目区就是一个
景区”。

“满眼田园好风光，真是让人流连忘
返啊。”不久前，上海游客林宇清来到杨
村镇光华村现代农业生态种植园乡村游
体验后赞不绝口。在光华村生态果蔬种
植园的“经果园”基地，黄桃、紫李、鸭梨、
银杏……蔚然成林，旅游休闲步道和产
业大道互联互通。每当丰收时节，果实压
满枝头，游人如织，既游园赏景，又体验
采摘，享受着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在汊
涧镇长山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更是将山、
水、田、园、林、路综合治理，沟、渠、路、
桥、渠、塘综合配套，无缝对接长山省级
森林风景区的旅游业，把乡村民宿游搞
得风生水起。

如今，依托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设施条件，而且改
善了生态环境，推动产业“接二连
三”，农旅融合发展，“火”了乡村游。
去年仅国庆假期，乡村游就接待游客
26.82万人次。

安徽天长：

打造绿色生态，让乡村景更美、人更富
戴砚天 李怀义 胡建国

“女儿，快来拍一拍我！”收到母亲
的信息时，我刚结束晚自习走在回宿舍
的路上。我点开对话框，轻点了两下母
亲的头像。看着屏幕上弹出的“我拍了
拍母亲说小可爱在大连”，我的心底瞬
间涌起了一股暖流。“回宿舍了吗？”父
亲在“拍了拍”母亲后，和母亲几乎同
时发出了这样一条内容完全相同的消
息。初春的寒意，因为有了父母爱意的
包裹瞬间消散了几分。

自从微信推出“拍一拍”功能后，
我便乐此不疲地拍拍他们再拍拍自己。
看着我时不时就更换的“拍一拍”文
案，向来不喜追求新鲜事物的母亲居然
也好奇地来问我如何设置。后来，学会
后的母亲时不时地便更换她的“拍一
拍”文案，而每一次的文案都与我相
关。

在我到远方求学时，她和父亲一想
和我讲讲话就“拍一拍”。手机轻微的
震动消解了他们对两千公里外的女儿的
担心，也将温暖通过“拍一拍”传递到
我的心里。

记得大一刚开学不久，我在学校图
书馆在网课。母亲“拍了拍”我，然后

问我在做什么，而无暇顾及手机里信息
的我，直到要去吃晚饭才看手机。这
时，我发现群里除了几条问我“在干
嘛”“吃饭了吗”的信息外，一大半屏
幕都是父母在“拍一拍”我。一出图书
馆，我便连忙给他们拨通了电话，当问
及为何一直在“拍一拍”时，母亲笑着
说：“想你了，又怕打扰到你嘛。这
不，微信的‘拍一拍’是没有提醒的，
拍拍你就不会吵到你了。”我顿时鼻头
一酸。

“拍一拍”不会提醒的功能，就如
同母亲的爱无声无息浸润在我的生活
里。它潺潺如流水，静静滋润着孩童一
颗渴望温暖的心。但“拍一拍”会显示
在屏幕上，又如同母爱虽隐匿于不言，
但只要你用心感受，它就一直在。

后来的日子虽忙，我也不忘和母亲
聊聊近况、关心家里的生活。有时候没
时间发信息，我便“拍一拍”母亲，看
到那句“我拍了拍母亲说小可爱在大
连”，想到有人在迢迢千里外牵挂着自
己，顿觉心头一暖。母亲的爱就藏在那
涓涓细流中，给予我支持与帮助，永远
守护着我不断前进。

母亲的“拍一拍”
郑彦瑾

母亲姊妹多，家里穷，虽然不识
字，却始终保持着农村妇女纯朴善良
的传统。教育哥哥和我时，她经常用
谚语，不仅贴切，时机把握得也恰到
好处。

儿时，我不懂适应季节，总是任
性地增减衣物，母亲就会及时提醒
我。比如春节前后，我跟小伙伴们疯
狂玩耍满头大汗想要脱掉厚棉衣时，
母亲就会说：“‘打（立）过春，赤
脚奔’，这还没打春呢，不能脱！”

上学了，母亲经常对我和哥哥
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我们再
困难也要供你们读书，‘养儿不读
书，赛如养圈猪’。不要怕吃苦，‘吃
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有一天老
师来家访，我听到母亲跟老师说：

“老师，你放心，‘惯儿不惯学’，这
个道理我懂，绝不护短，一定严加管
教，积极配合老师。”

高中毕业后，我上过技能培训
班、打过工，却一直没找到方向。母亲
心疼我，经常跟我说：“我知道你想离
开农村，我也晓得你不甘心学木匠、
瓦匠手艺，但是‘荒年饿不死手艺

人’，你考虑好，想学我就带你找个
师傅。”当我因找不到工作气馁时，
母亲就劝我：“‘雨下不到一天，人
穷不了一世’，你还年轻，不要灰心
丧气。有什么想法，我们都支持你，
人生的路要选择好，不要‘瞎子吃狗
肉，块块是好的’，适合你的才行。”
后来，我当兵入伍，母亲说：“俗话
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但
我不这么看，到了部队后你要争气，
干出样子来，这就是你的前途。”三
年后，我在电话里告诉母亲，我考上
了军校，母亲喜极而泣。

成家后，母亲也经常教育我，“过
日子要精打细算，‘吃不穷、穿不穷，不
会算计一世穷’，不能大手大脚，不能
铺张浪费，‘外面有个勤（挣）钱手，家
中有个聚宝盆’，要慢慢聚财，家才能
富起来。夫妻之间要和睦，不要总是
责怪对方，‘话从心中起，说人说自
己’，要想想自己做得怎么样。”

母亲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她只熟
悉所有劳动群众讲的那些朴实的谚
语。母亲用这些话来教育我们，饱含
着她给我们的满腔的爱。

谚语中的家教
谢文龙

家风，是一个家族世代相传的风
尚和生活作风。家风是在日常生活中
潜移默化影响的，同时也在一些节日
或者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郑重传承
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每个家族都会
用特定的形式来过，即所谓的“仪式
感”，而此时，也正是家风传承的最
佳时机。

清明节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我
们家一向非常重视。每逢清明，亲戚
们都要齐聚一堂，一个都不能少。我
的叔叔远在北京生活，但清明节是一
定要回来的。他说，清明不回来祭
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们家族通
过祭祖仪式推崇孝道，传承家风，大
家庭的风尚得以代代传承。

每年清明，亲戚们都回来了，父
亲作为家中的长子，便开始一年一度
的“往事大回顾”。忆往昔，峥嵘岁
月稠，父亲讲起曾经的苦难岁月总是
嗟叹感慨的口吻。叔叔、婶婶、姑
姑、哥哥、姐姐、堂弟、堂妹，大家
都坐得端端正正听父亲讲，就像听老
师讲课一样，非常专注。

父亲总是讲到祖父辗转漂泊的生
活。我们的老家本来在天津，艰难岁
月里，祖父不得不踏上漂泊之旅。几
番辗转，后来在本地定居。我们的小村
庄，只有我们一户姓王的。祖父落户到
这里，不仅没有被当地人欺生，反而大
家对他的评价极高。都说人无完人，任
何人都做不到让所有人满意，但村庄
里几乎找不出一个说祖父不好的人。
祖父勤劳能干，待人诚恳，与人为善，
在大家心中有很高的威信。

我家没有正式的家训，但我小时
候听父亲说得最多的话是，人心换人
心。你对别人好，别人自然会对你
好。父亲和叔叔秉承着这样的家风，

传递着祖父坚守的为人处世原则。我
们家族在村里站住脚之后，也树立了
不错的形象。父亲在村里比较有威
望，多年一直被大家推选为村干部，
为村里做了不少实事。叔叔参军后，
一直努力上进，后来做到师级干部，
是我们家族最有成绩的一个。到了我
们这一代，依旧继承了家族良好的家
风。诚恳待人，与人为善，我也是这
样做的。因为我懂得，良好的家风不
仅会树立家族形象，最重要的是也让
我受益匪浅。我工作多年，与同事、
领导关系融洽，因为天时地利人和，
事业发展比较顺利，这让我很有成就
感。家庭是人的第一所学校，家风潜
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甚至左右着我们
的人生方向。

父亲讲完先祖的历史，就带领着
一家人去祭祖。墓地在村东头，清明
风暖，我们踏着陌上青草来到墓前，
神色庄重。我们心中满怀对先祖的敬
意，摆供品、敬酒，都非常郑重，通
过这些把对先祖的敬意表达出来。仪
式完毕，父亲还要向先祖汇报一下大
家一年里的新成绩，谁升职了，谁考
上了大学，谁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父亲是在告诉先祖，后辈们都在努力
生活，认认真真把日子过好；父亲也
是在告诉我们，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该
做的事，做出个样子来，就是对先祖
最好的告慰。

清明祭祖，也是对孩子们最好
的教育。他们跟随大人一起祭祖，
心中种下了“孝”的种子，也悄悄
把家风牢记在心。

四月万物生，清明传家风。在清明
这个传统节日里，我们都应该传承优
良家风，把美好的德行继承下来并发
扬光大。

清明传家风
王国梁

数字化时代，各地普遍运用新技
术、新手段、新应用，创新群众工作
方式方法，“不见面审批”“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等新治理方式提高
了效率、便捷了群众。但有媒体调查
发现，在个别地方，有的基层干部以

“网上办”代替“下基层”，与群众的
距离反倒变远了。这不仅与运用信息
化办公技术的初衷相违背，还可能导
致治理温度缺乏，滋生新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信息技术的发达，数字政府的建
设，虽然能让服务群众更顺畅、更高
效，但基层工作点多线长面广、基层
情况千差万别，各有特点，靠“键对
键”交流、指挥就能解决的问题，只
是其中一部分。很多时候，更需要干
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
才能看到真情况，听到真问题，真正
了解了群众的冷暖安危、清楚了群众
的所期所盼，也才能把服务做到群众
的心坎上。绝不能用了上“键对
键”，就丢掉了“面对面”好传统。

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与密切联
系群众之间，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

“单选题”。之所以出现“不见面治

理”，有问题的可能不是新手段、新
应用本身，而是少数干部在实际工作
中出现的不良心态：有互联网依赖症
的懒政思维，有些干部觉得下基层麻
烦，联系群众总是“一微了事”；有
群众工作弱的能力问题，做群众工作
时经常“两手一摊”，碰到基层难题

“两眼一黑”，只好在办公室想办法；
还有对群众没有“真感情”，把群众
看作是开展工作的手段，而不是服务
的对象，对群众的事能拖则拖，能躲
就躲……把信息化手段当成脱离基
层、脱离群众的借口。这种少见面甚
至不见面的沟通交流，反映出极少数
基层干部没有真正地把群众的冷暖疾
苦放在心上。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
多少真情。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解
难题谋实事，距离不会产生美，在心
贴心的沟通上多下功夫，在点对点的
服务上多花力气，切实将“群里吼”变
成“实地走”，设身处地了解群众之疾
苦，倾听他们的现实需求，决策会更贴
近群众，办事会少脱离实际，工作会少
走弯路，才能始终赢得群众的信任支
持和点赞好评。

“面对面”服务群众丢不得
乐 兵

当前，全国多地已发布建筑业清
退令，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
年龄管理，清退超龄农民工。一些农
民工表示支持理解，也有一些在工地
干了一辈子的农民工不解：“我还干
得动，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干下去？”

建筑工地门槛低、上手快、收入
可观，往往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首选。
但施工高处作业多、露天作业多、手
工及繁重作业多等高危特点，加之年
龄增长带来的体力和意识问题，也带
来了安全事故高发易发的风险。因
此，国家出于安全考量出台政策，目
的就是避免超龄农民工伤亡悲剧再度
上演。

清退超龄农民工是一片好意，但
具体怎么做才能真正释放政策善意？
应该看到，部分超龄农民工的务工需
求依旧存在，如何让其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是重要的民生问
题，显然不能简单通过强制性手段加
以规避。

就目前而言，超龄农民工主要集
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该部分超
龄农民工，各地政府应积极协调，建
立联系服务机制和培训需求意愿清
单，精准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提升掌

握新技术、新技能的水平，帮助其体
面劳动、舒心生活。

较之于深居乡野的传统农民，
超龄农民工不但拥有丰富的务农经
验，而且视野更加开阔、能力更加
综合，更容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也可服务于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对于超龄农民工蕴藏的这股巨大能
量，各地也应因地制宜，完善政策
支持体系、政府与社会共担的服务
体系和技术管理培训体系，着力解
决好基础配套和资源配置方面的问
题，以优质营商环境吸引更多超龄
农民工返乡创业创新。

在清退超龄农民工的同时，也应
充分考虑其权益保障能否相衔接。例
如，城镇医保和社会救助体系尚未将
农民工群体归入其间，而在异地就医
和转诊等方面，农村合作医疗等相关
制度也有待健全，超龄农民工往往处
于城乡医疗保障的真空地带。另外，
由于长期在外打工，许多超龄农民工
已适应城镇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渴望
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要充
分重视这一诉求，探索更加“适配”
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实现个体与
社会的“双赢”。

“超龄农民工”不能“一清了之”
孔德淇

“刘老师，冬残奥结束了，您啥时候回
来上课啊？”最近，北京实验学校初三年级
的学生王小东一接通刘勇老师的视频，就问
个不停。

刘勇是北京实验学校的体育老师，今年47
岁，拥有25年教龄。这次，他在2022年北京冬奥
会担任男子冰球比赛的“裁判”，负责数据统计。
最让刘勇记忆深刻的是在冬残奥会男子冰球比

赛中，中国小伙申翼风以一敌四，以4∶0战胜韩国
队，不仅为中国队摘得铜牌，还让首次参加冬奥会
的中国男子冰球队取得佳绩。

“申翼风挥杆进球的那一刻，我真的热泪
盈眶，那种自豪感不言而喻。”回忆起那一
刻，刘勇至今还很激动。“回到学校后，我将
会开设‘奥运知识小课堂’，把这些故事讲给
我的学生，让他们感受奥运精神。”

冬奥归来，让学生感受奥运精神
贾 宁 王 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