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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镜头中的民生镜头中的民生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春光洒在已整平整的早稻大田
里，随着微风吹拂，泛起一道道涟
漪。紧邻大田旁的早稻秧苗一厢厢
嫩绿喜人，一阵风吹过，涌起一层
层“绿浪”。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
政协委员、永信合作社总经理周胜
勇趁着早稻田还没栽，忙着在周家
竹湾的文化广场上，组织刘弄、四
份、罗湖等村的20多位留守妇女
举办早稻种植技术培训班，把自己
20多年的“种田经”传授给大家。

周胜勇家住革命先驱刘伯垂的
故乡——鄂州市段店镇刘弄村，高
中毕业后就跟着叔父一起在全市流
转土地种田。他起早贪黑学习农机
操作、农作物种植、农资施肥等科
技知识，很快就成了叔父的种田

“助理”。在叔父创办的益农农机合
作社，他担任工会主席，带头钻研
高新农技、农机、农艺知识，自费
参加科研院校农技知识培训和全国
农业广播函授班学习，夯实了种田
的科技理论和操作知识基础，先后
参加6次省市组织的农技、农机操
作比赛，获得优异成绩。

2000 年，周胜勇成立了“永
信种养殖合作社”，流转刘弄、四
份、张湾、罗湖、牌坊等村的撂荒
土地370多亩，利用低洼地开挖鱼

池20多亩，养殖鸡、鸭、鹅等家禽
100多只。2016年，他以合作社为平
台成立了科技扶贫小组，组织泥矶片5
个村的11户贫困户的23名贫困户定
期开展科技培训，手把手教贫困人口
操作农机、制作绿色有机肥料，并安
排15名贫困人口到合作社务工增收。

这些年来，永信合作社购买三台
“804”拖拉机、两台收割机、一台
秸秆还田机和一台机耕船，还建起
100平方米的农资仓库和100平方米
的农机库。只要有村民需要，周胜勇
出机械、出人力毫无怨言。前两年，
刘弄村扩建4.8公里村级道路，一时
缺少机械，周胜勇得知后，主动安排
合作社的两台拖拉机到施工场地义务
运送修路材料。村里维修刘伯垂纪念
馆，建设红色教育基地，他组织在合
作社务工的男、女劳动力到施工场地
一干就是好几天。有人开玩笑问他：

“周委员，你放着自己合作社里的事
情不做，在这里义务帮忙，不是吃了
大亏了吗？”他答道：“我是一名政协
委员，这是我应该做的。”

刘弄村贫困户金继池身体有病，
周胜勇主动与他结成帮扶对子，带着
药品和食品上门看望，病情稳定后安
排到合作社仓库看管物资，使他每月
有近3000元的收入。在周胜勇的帮扶

下，15名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刘弄村周家竹湾、四份村档头张

湾、罗湖村霍家湾和孙宋湾有二十几
名留守妇女在家闲着没事干。2021
年，周胜勇引导她们组成“留守妇女
种田小组”，参与永信合作社农作物
种植。每到栽秧季节，每份每天130
元劳务工资，还包早餐和中餐，让留
守妇女有了“用武之地”。四份村11
组村民熊池美今年又报名参加了种田
小组，她高兴地说：“在周委员的合
作社务工，每天有100多元的收入，
还能照顾孙子，多好的事啊。”

“周委员既是一位能吃苦的实干
者，又是一位勤于动脑筋的科技迷。
他带领我们使用中油78芝麻‘七合
一’技术标准种植，还运用无人机为
农作物统防统治。”张湾村种植户张
小安说，一家企业前些年在段店南碛
湖流转土地1万多亩建农业种养殖及
休闲基地，周胜勇得知后，以区政协
委员的名义参与基地建设，有时为基
地提供农机服务，有时到基地为村民
讲科技课，还担任了基地扶贫产业指

导员，为精准脱贫作出了贡献。
今年入春以来，在市区农业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周胜勇牵头成立了
“鄂州市志愿服务队”，先后为全市4
万亩油菜和1万多亩小麦，实行无人
机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每天带领10
名志愿者和10台无人机奔忙在田头
地边，为农民节约开支16万元。

近段时间，周委员又当起了防疫
志愿者，有空就走村串户发送防疫
资料，配合村组干部做好核酸检测工
作，有时还跑到田头地边给村民宣讲
科技种田和防疫知识。村民们说：

“周委员是个闲不住的人，总看见他
来田头里忙。”

这些年，作为政协委员，周胜勇
也不忘把自己在田间地头发现的问题
转化成提案。他围绕农村发展种植养
殖业开展调研，提出《稳定农资价格
为农业发展“减负”》《推行绿色种
植，创建农业品牌》等建议，还作为

“种田状元”在全区政协会上作履职
创新经验交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乡村振兴献计出力。

“闲不住”的周委员
陈庆跃

4 月 6 日上午 10 点，重庆市
大足区政协主席廖文丽的电话铃
声响了，电话那头传来区政协委
员 赵 振 中 激 动 的 声 音 ：“ 这 些
天，朋友圈被推广特色农产品的
短视频刷屏了！我们让更多人知
道了产品的购买渠道，目前还开
展了直播带货，粉丝的参与度很
高，直播间人数过万，有效地解
决了农产品滞销问题。”

廖文丽说，这是大足区政协
把政协履职与“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引领委
员走进乡村为民履职后收获的又
一个好消息。

受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大足宝兴镇雷竹基地、中敖镇桑
葚园和柑橘园、智凤镇草莓园等
农产品大多面临销售难问题，种
植户们焦急万分。“这么好的柑
橘，卖不掉烂在地里太可惜了！
我们要为群众想办法，帮助他们
解决困难。”2 月底，廖文丽率
区政协调研组到中敖镇加福社区

“最忆小橘”橘园调研时说。
“ 我 们 社 区 种 植 柑 橘 1010

亩 ， 成 熟 时 间 为 1 月 底 至 3 月
底 ， 盛 产 期 产 量 约 250 万 公
斤。”橘园主人刘峰钻告诉委员
们，因为各农户和企业在电商经

营方面还没有系统的销售思路和渠
道，目前仍然依靠传统采摘销售模
式，极难形成规模。

了解情况后，区政协立即行
动。为及时解决当季农产品销售摊
点问题，区政协副主席薛燕组织区
政协农业界别、区城管局、区农委
等负责人召开商讨会，提出了在城

区为种植户设立农产品展销摊位的
建议，并积极谋划推进该项工作落
实；区政协共青团界别委员赵振
中、刘力旭等发挥自身特长，通过
短视频、文艺创作等方式，推介大
足特色产品，让更多人了解大足好
物；重庆市政协委员杨庆创作歌曲
《濑溪河的诉说》《春风如歌》，宣

传大足冬菜、观音岩李子园等，为
大足特色产品代言……

“多亏了政协委员来帮忙！短
视频播放后，慕名前来果园采摘的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近一倍，
网上销量也还不错，现在我们的工
人都忙得不得了，收入也增加了不
少！”刘峰钻高兴地说。

“我正在思考写一篇关于 《建
立专业团队打造我区特色农产品品
牌》 的提案，希望未来有更加专业
的团队来做特色农产品的推广，不
断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的市场影响
力和竞争力，让农产品不愁卖。”
赵振中建议，打造产地直播基地，
以公司的形式参与到直播带货的过
程中，采用市场化运行模式，建立
农产品电商体系，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切实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

目前，在市、区两级政协委员
的倾情助力下，中敖镇加福社区柑
橘销量大增，带动 624 户老百姓增
收致富；宝兴镇熊猫雷竹畅销，带
动周边 100 余户老百姓增收；石马
镇石门村的村民把自己捡拾的“土
货”卖给专业公司，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实现了增收……廖文丽表示，
今后还将继续发动委员参与带动更
多的老百姓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
提供产业支持。

“解决滞销难题，多亏了政协委员来帮忙！”
通讯员 陈世会 本报记者 凌 云

疫情防控期间，江苏太仓突然慢了
下来、静了下来。然而有这样一个“骑士
团”，却被按下了“加速键”：他们不停穿
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做好个人防
护、落实好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逆行”
而上，冲在一线，用实际行动为抗击疫
情，贡献爱心力量。

太仓市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委主任
李永川是一名摩托车迷，也是本次“骑
士团”的召集人，一向认真负责、热心公
益的他总是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各种志
愿服务活动现场。

4 月 10 日实施静态管理后，李永
川即组织“骑士团”成员每日分赴各
镇区开展社会面巡逻，发挥车队机动
灵活的特点，加强对各农贸市场、超
市、车站、路口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
止人员聚集，帮助社区配送物资，做好
志愿服务。比如区域核酸采样时人员比
较集中，为弥补社区运力的不足，这些

“骑士”们通常会来到各个核酸采样点
位，帮助社区布置核酸检测场、维护现
场秩序、有效疏散聚集人群、分发社区
蔬菜礼包。为保障城市秩序、社区物资
高效配送提供着保障。

在城市静态管理的第 4 天，“骑士
团”如往常一样在街面服务，带队的李
永川突然接到社区的求助电话。经了
解，因防控需要，线下商铺、线上平台都
不能及时配送，一位小伙子家里两个月
的宝宝奶粉告急，夫妇俩焦急万分。当
听说满足不了奶量的宝宝哭闹了一夜
时，李永川一下就着急了，他立马发动
大家通过微信朋友圈以及志愿者群紧
急求助。经过大家出谋划策，以及在多
个群内转发求助消息后，一名在市区的

“骑士团”成员联系到了一家母婴店店

长，确认有所需要的奶粉后，立即赶去
取货点。拿到奶粉后，“骑士团”成员更
是一刻不敢耽搁，马上赶到小伙子所在
的小区。经过了大家的共同努力，仅仅
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场爱心交接，
把奶粉送达宝爸手中。当天晚上，小伙
子就将这个成功解决疫情中宝宝“断
粮”危机的故事以及对“骑士团”的感谢
信发到了朋友圈，得到了众多点赞。

这群“骑士”在身体力行为城市防
疫工作提供服务保障的同时，还利用休
息时间关注身边朋友的需求动态。在得
知个别疫情“封控区”蔬菜等物资因交
通原因保供受阻后，3 名住在乡村的

“骑士团”成员第二天一早便到自家的
菜地里采收青菜，不一会儿的工夫，装
满 20 个大袋子的近 600 斤蔬菜就已准
备就绪。在征得相关社区和部门同意
后，当天下午 2 点钟，一辆黑色面包车
缓缓驶入金谷府邸小区北门安全区外。
和面包车一起到达的 3 名“骑士”指着
车厢里堆得满满的包装青菜，对社区负
责同志说：“现在地里能采收的只有青
菜了，等联系到其他急需物资，我们再
送过来。”

“谢谢你们的无私和关心，我们封
控区的工作人员和广大居民都会铭记
在心，有了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帮助，相
信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社区负责人
接过爱心物资感激地表示，一定会在第
一时间将这些菜分好，送到封控区100
多名居民的家中。

“骑士团”的成员虽然来自社会各
个岗位，但都凭借着自己的一腔守护太
仓的热血开展志愿服务。截至目前，整
个志愿者团队合计巡查了 6000 余公
里，参加各类志愿服务550余次。

在骑行中凝聚抗疫力量
通讯员 游 洋 本报记者 江 迪

在我家的院子里，几棵果树中间，有
一个近两米高的水泥平台，上面摆满了
各式食槽，食槽里盛着小米、玉米粒、糠
麸、麦粒等粮食谷物——这便是我家的

“飞鸟食堂”。
两年前，老妈从报纸上得知：过去农

村常见的麻雀因数量急剧减少，已被列
为二类保护动物。老妈说，她小的时候，
农村到处可以看到麻雀、喜鹊等各种鸟
类的身影，一群一片落满了枝头，一年四
季都能听到鸟鸣声。于是，老妈提议：咱
普通百姓也应该尽点微薄之力。除了注
意保护周边环境，她还想动员家人在院
子里砌一个高台，上面放些谷物供鸟儿
进餐。提议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了全家人
的一致赞同。父亲和哥哥大干一上午砌
好了水泥台子，又打制了多个形状的食
槽。老妈弄了各类鸟儿喜欢的谷物倒在
食槽里——“飞鸟食堂”开张啦！

“食堂”是开张了，可“食客”们却不
见踪影。直到第三天上午，终于来了几只
鸽子。它们先是小心翼翼地落在台子上，
机警地四周瞧瞧，觉得安全后，试探性地

吃了几口，又见无危险，便呼啦啦落下一
帮，争先恐后地吃了起来。此后，麻雀、灰
喜鹊、黑枕黄鹂、寿带、黑卷尾……连多
年不见的柳莺也蹦蹦跳跳地出现了。

“食客”们登场了，“食堂”也就忙开
了。老妈每天天刚放亮就早早起来，根据

“食客”们的不同“口味”，精心地拌好饲
料。哪类鸟要在主食中拌些碎菜叶；哪类
鸟要在食物中放些碎石子，以促进食物
消化；哪类鸟喜欢吃熟食，哪类鸟喜欢吃
生食……老妈俨然成了“鸟类大厨”。在
她的精心呵护下，“飞鸟食堂”日趋红火，
每天来此就餐的“食客”多达百余只，十
五六种之多。老妈和四邻乐呵呵地欣赏
着鸟儿在平台上啄食、嬉戏，人和鸟都充
满了快乐……

一晃“飞鸟食堂”已创办两年多了。
老妈乐此不疲地为鸟儿服务着，“食堂”
里的“食客”也在不断地增加，每天在我
家院中的几棵果树上叽叽喳喳地欢叫，

“绿窗春睡觉来迟，谁唤起，窗外晓莺
啼！”“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
啼。”真让人身心俱爽，心旷神怡。

我家有个“飞鸟食堂”
钱国宏

“大伯，这是今天‘为老食堂’包的饺子，疫情期间咱就不出门了，
给你们送到家里来，赶快趁热吃，家里有事跟我说，我随时过来。”中
午，山东省庆云县严务乡柴林庄村志愿者李建英把一碗碗热气腾腾
的饺子送到了老人们家中。

近年来，山东省庆云县严务乡柴林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依托
本村“幸福院”，组织志愿者创办“老年食堂”，打造出“‘老年食堂’暖
人心”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面向村内老年人提供关爱服务，让村里老
年人能够乐享晚年。

“我们村的‘为老食堂’真不错，开办的这几年经常为我们老年人
提供就餐服务，志愿者们的服务很贴心，饭菜也很可口，让我们感到
很温暖！”山东省庆云县严务乡柴林庄村79岁的刘宝海老人说，“为
老食堂”开办以来，每逢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重大节日，都会组织
老年人齐聚一堂，吃饺子、包汤圆，还有好看的秧歌、欢快的锣鼓。

“我们不光是让老人们来吃顿饭，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种
形式，来引领孝敬老人、关爱老人的家风和民风。我们在食堂里摆上
棋牌桌、电视机，让老年人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山东省庆云县
严务乡柴林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冯辉说。

“为老食堂”暖胃又暖心
贾 宁 范丛丛 摄影报道

“政协委员的一言一行备受关注。我
们自身爱读书、好读书，才能成为各行业
的阅读推广人。”4月19日上午，山东诸
城市政协“书香政协·你我同行”读书活
动在桃林镇合乐社区正式启动，潍坊市
政协委员，诸城电力怡明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冰雪在启动仪式上说。

本次活动共收到政协委员及社会爱
心人士捐赠的各类书籍3000余册。市政
协主席王爱民一行还实地参观了合乐、
曹家沟、臧家沟3个社区的图书角建设
情况。王爱民表示，市政协打造“书香政
协”的初衷，就是要以政协带动、委员示
范，城乡联建、上下联动等形式捐建图书
角，打造“书香社区”，以“书香政协”引领

“书香社区”建设，把全民阅读的触角延
伸到社区网格的角角落落。

“我从小爱读书，家里有好多书，这
次活动我个人捐120册！你们组捐了多
少册书？”“1200册。”“那我们组要全力
发动，赶超你们。”由政协常委徐海燕发
起的海燕书房对面是两所学校，有的家
长平时没时间接孩子放学，徐海燕就让
员工把孩子接过来看书学习。政协委员
赵慧捐建的社区图书角隔壁就是一所幼
儿园，最近她准备再购买100册儿童手
绘画册给孩子们。

自从诸城市政协开始打造“书香政

协”，委员们不仅积极捐赠书籍，还互相
推荐学习书目，组与组之间确定交流主
题。乡镇社区“图书角”启用后，则开展了
红色经典阅读、专题学习讲座、业务知识
培训、爱心公益捐助等不同形式的活动。
市政协还借乡镇图书角活动日深入基层
调研，组织开展送书下乡、医疗卫生下
乡、志愿服务等活动，帮扶困难群众，助
力疫情防控。

“我们为每一位捐书的委员都建档
立卡，在政协网站、抖音、公众号等线上
平台，广泛宣传委员们捐书、读书的感人
故事和精彩活动，还推出了‘我是政协委
员，请跟我阅读’系列栏目。”王爱民说，
书能涵养一个人的气质，政协干部更应
该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我们每个月
会在政协网络平台播出一期委员们阅读
分享、读书心得和学习建议的节目，以倡
导引领社会上更多的人去欣赏阅读、参
加阅读。”

截至目前，来自政协委员和社会各
方面捐赠的书籍共 12323册，301名政
协委员建立起33个政协委员读书群，委
员线上线下互动交流参与率达到85%，
开展读书线下交流活动 20 余场。下一
步，根据活动设置还要完成五个中心城
区书房，十个镇街区每个镇街区3个社
区图书角的建设。

捐一本书 传一份情
——山东诸城市政协启动“书香政协·你我同行”读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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