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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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新思考

七夕节到了，周围的小情侣们又开始跃
跃欲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七夕节被人们过
成了情人节。其实我们小时候，过七夕更多的
是过“乞巧节”。

那时每年七夕节，母亲都要买来七彩线，
教我缝补和绣花的手艺。后来家里买了缝纫
机，母亲就在七夕节教我用缝纫机。她笃信，
乞巧节这天如果过得郑重而有仪式感，女孩
将来必定是个心灵手巧的人，而心灵手巧的
女孩会更幸福。

去年，我突发奇想：七夕节何必要过成情
人节，不如陪母亲一起过，重温旧时的温馨时
光，享受母女之间温暖的亲情。于是，我打电
话给母亲：“妈，七夕节我们回家，咱们家的小
女孩、大女孩、老女孩一起过七夕节！”母亲听
了哈哈大笑：“好啊，咱们过乞巧节，让丫丫和
萱萱学着拿针线！”丫丫是我的女儿，萱萱是
我的侄女。母亲哪里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已经
很少用针线了。

七夕节那天，我准备了各种颜色的线，还
有大大小小的针，回到母亲身边。她见了，笑

起来：“你这是要绣花吗？”我说：“对，在手绢上
绣花！”我在网上买了几块白手帕，打算在上
面绣一朵小花。记得我到外面上学的那年，母
亲给我做了好几件衣服。上衣、裤子，都是她
亲手裁剪缝制的。那个年代女孩随身都带手
帕，母亲就在白手帕上面绣上了花。贴身带着
母亲绣的手帕，感觉母亲的爱也在身边。

我说起这些往事，母亲脸上的表情幸福
又安详。丫丫和萱萱也吵着要做针线活，母亲
就教她们缝沙包。

母亲老了，很多事做得力不从心，可她的
眼睛竟然特别好，做起针线活来一点不含糊，
大概她天生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母亲开始在
手帕上绣花，她的动作娴熟优美，绣出来的花
鲜活生动。两个孩子使劲为母亲鼓掌，母亲笑
得开心极了。我趁势鼓励她说：“妈，没事的时
候，你可以做点儿针线活，就当是兴趣，也可以
为生活增添乐趣！”母亲笑着点点头。去年那个
七夕节，有我们陪着母亲，她过得非常开心。

今年七夕节又快到了，我想着一定要再
陪母亲一起过。

陪母亲过七夕
马俊

“我们全家都非常感谢张
叔 叔 帮 助 改 造 的 ‘ 梦 想 小
屋’。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
后也像他一样去帮助别人。”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苏陈镇
的 学 生 小 娟 （化 名） 兴 奋
地说。

小娟口中的张叔叔是海
陵区政协委员，江苏民慧供
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志民。今年，海陵区政
协紧扣“助力民生”工作主
题，引导广大委员聚焦群众
普遍关切的民生痛点堵点，
创 新 设 立 “ 百 件 委 员 微 实
事”项目。区政协广泛动员
委员深入基层，留心留意群
众反映强烈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结合自身资源
优势和专业特长，自主申报

“微实事”项目。
小区物业“不给力”怎

么办？城乡建设界别委员，
区住建局副局长景长春立马
当起了小区物业管理矛盾调
解员——梳理问题、组织座
谈、讲解政策、跟踪落实，
老百姓心里有了底、物业企
业服了管，“微实事”自然收
获了群众的大拇指。

与此同时，各界别、镇
街委员履职小组和村社区乡
贤议事会也积极行动，“自下
而上”收集群众诉求，汇总
后供委员认领。医卫界别了
解到群众急需急救知识的培
训，工会界别也收集到劳动
者 反 映 培 训 内 容 单 一 的 问
题，来自这两个界别的委员
仲卫东、李荫现一拍即合，
组 团 认 领 了 “ 第 一 目 击 者

‘救’在身边”急救知识培训
“微实事”项目，利用业余时
间送培训进机关、进社区、
进高校，截至目前已累计培

训近300人次。
为确保“微实事”从纸上

办到老百姓心坎上，海陵区政
协通过不断完善“边梳理边启
动、边实施边完善、边推进边
总 结 ” 的 “ 微 实 事 ” 工 作 机
制。年中，152件便民服务、惠
民安居、医疗卫生等9大领域的

“微实事”项目一一晒在全体委
员面前，从中选树典型案例，
组织集中宣讲，发挥榜样力量。

张志发委员经营着一家餐
饮企业，在了解到有环卫工人
在低温时节难以吃上热乎饭菜
时，他主动联系环卫部门，每
天为有需要的人员提供“爱心
营养餐”。在年中的推进会上，
他作为委员代表分享了自己的
感悟，平淡的语言、诚挚的情
感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会
后 ， 不 少 委 员 纷 纷 加 入 他 的

“微实事”项目，参与菜单优
化、物资供应，“微实事”服务
群众的队伍不断壮大。

为确保“微实事”服务民
生的深度和覆盖面，海陵区政
协创新推出“圆梦微心愿”活
动，把“微实事”项目推进中
便于及时解决的小问题转化为

“微心愿”，号召委员主动认
领，让委员服务群众的身影遍
布 大 街 小 巷 。 同 时 定 期 面 向

“一老一小”等弱势群体、困难
群众征集“微心愿”，让委员的
爱心化作涓涓细流，惠泽群众
暖民心。

“‘百件委员微实事’项
目体现的是全区政协委员唯实
唯勤的工作导向、舍我其谁的
使命担当。我们将继续激励引
导 委 员 关 注 民 生 领 域 相 关 问
题，知重负重、知责尽责，在
奋力推进‘幸福海陵’现代化
建设中贡献政协智慧和委员力
量。”海陵区政协主席刘玲说。

江苏海陵：

身边民生事虽小，委员担当暖人心
章传炳

第一次给老爸洗脚，是在他手术后第
二天。当晚，我把一盆热水端到床前，老爸
扭捏地说：“我自己能洗，你一会儿帮我倒
水就行！”我开玩笑地说：“给老爸洗脚天经
地义，这有啥不好意思？你得给我一个尽孝
的机会啊！”

听我这样说，老爸也不再坚持，由着我
给他脱袜子。老爸的脚呈现在眼前，我不由
地愣住：这双脚仿佛是粗糙的树皮，青筋暴
露，关节突起，脚后跟还布满厚厚的老茧。

老爸嗫嚅地说：“我脚茧太厚，每次都
要泡好一阵，用剪刀才能刮掉！”我回过神，
笑着说：“我把家里的修脚工具都拿来了！”
老爸欣慰地说：“那我今天就享受一下闺女
的服务！”

我让老爸先泡脚，10分钟后又添一些
热水，足足泡了20分钟，脚指甲和老茧泡
软以后，让他将双脚平放在凳子上，开始修
剪。我发现父亲的两个大趾指甲嵌进了肉
里，得先用修脚工具剜去嵌进肉里的部分，
然后剪，最后用锉刀细心地打磨光滑。

修好脚趾后，我拿起磨脚石，打算磨掉
老茧，这个不费力气。老爸却不好意思地说：

“茧子太厚，这个我自己弄吧！”我对他说：
“你就当我是足浴店的修脚师傅吧！”老爸看
到我认真的样子，不由得放松下来，开始安
心享受服务。用了20多分钟，我才把老爸的
双脚修好。之后我换了一盆干净的热水，给
老爸又清洗一遍。老爸眼角有些发红，颤着
声说：“闺女服务周到，给你五星级好评！”

父母辛苦一辈子，倾其一生的力气，抚
养儿女，帮我们成家立业，对儿女的要求，
却是这么简单，只求年纪大了以后，儿女能
做三餐热饭，送一盆热水而已。突然之间，
我觉得鼻头发酸，从小到大，父母对我们都
是只求付出，不求回报。

世上最伟大的是亲情，而亲情中最无
私的，莫过于父母对儿女的爱。我给老爸洗
脚，虽然是小事，却也是在及时尽孝。人们
都怕“子欲养而亲不待”，趁着父母健在，我
应该多陪伴父母，不让人生留遗憾，也让父
母晚年更加开心幸福。

给老爸当“修脚工”
王文莉

二舅原是单位食堂的厨
师，虽不会烧什么国宴名菜，
炒点家常菜那是绰绰有余。退
休后，本单位的，还有外单位
的，都想续聘他去重操旧业，
可是二舅一个也没答应。他
说，自己一辈子干够了颠锅翻
勺的活，也受够了厨房的那股
油烟气，如今吃穿不愁、生活
无忧，退休了就该好好享受
生活。

一天，二舅在楼道里碰见
了一位楼上的邻居大爷，只见
他手里拎着一小袋干面条，还
有几棵青菜。问起老人今天吃
什么，他指了指手里的面和菜
说：下面条吃。二舅说，就吃
面条，不炒个菜？老人一脸无
奈地说，我不会炒菜做饭。

原来，老人的老伴儿两个
月前去世了。以前都是由老伴
儿照顾吃喝，老伴儿走后，老
人顿时束手无策。子女想给他
请个钟点工，他说不喜欢每天
有个外人来介入自己的生活。
去社区食堂吃，一是路远，二
是开饭时间太早，不大符合他
的作息时间。另外，菜肴的味
道、米饭的软硬等也不适合自
己的口味。这两个月，老人不
是吃馒头，就是下面条，要么
就去买熟食，或是去周边小饭
店吃，家里已经整整两个月没
起过油锅。

听了老人的诉说，二舅有
点匪夷所思。要知道，老人
曾是在单位里设计图纸、摆
弄机器的工程师，竟然不会
烧菜。他想了想对老人说，
我 教 你 烧 菜 ， 你 愿 不 愿 意
学？老人连连点头说：有你
这个大厨来教我烧菜做饭，
那真是求之不得。

说干就干。二舅回家拿
了三个鸡蛋，两个番茄就上
门教老人做番茄炒蛋。学烧
菜 ， 先 要 教 老 人 切 菜 和 洗
菜。怎样去除番茄蒂、番茄
皮，再把番茄切丁，二舅一
一演示给老人看，并拿另一
个番茄让他照着做。起锅烧
油，下鸡蛋液，待鸡蛋成型
后，再加入番茄与少许水煸
炒 。 问 了 老 人 没 有 糖 尿 病
后，再加适量盐和糖。二舅

告诉他，凡是带酸味的菜加了
酱油、醋，一般都要加点糖。
一方面减少酸味，另一方面也
可以提鲜。

看着一盘色彩鲜艳的番茄炒
蛋上桌，老人开心极了。二舅又
给老人下了面条，还教他怎样煸
炒青菜，什么时候放入面条中，
一步步给老人交代得非常详细。
吃着二舅做的面条和番茄炒蛋，
老人连声感谢。他说，自己能吃
到大厨烧的菜，非常荣幸，最主
要的是这菜里面还有浓浓的邻居
情、敬老情。

就这样，二舅隔三岔五就
到老人家教他烧一些基本的家
常菜，从素菜、肉菜到河鲜，
从炒菜、蒸菜到汤菜，尽自己
所能，手把手教会了老人许多
菜肴。老人的子女知道后，也
上门来感谢二舅。他们说，老
爸吃了二舅教会的菜后，胃口
好了，身体也好很多，最主要
的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二舅教老人烧菜的事情在小区慢
慢传开了，许多老人也想请二舅
教他们烧菜。二舅就和居委会联
系，每周二在社区老年活动室教
老人烧菜。这些学生中，大部分
在烧菜方面并不是零基础，二舅
教授的内容就变成了“如何将菜
肴烧得更精致、更上台面”。考
虑到现在许多老人存在营养缺乏
的状态，他还重点给老人讲菜肴
的营养搭配，以及怎样烧制营养
吸收得更好等知识。每周一次的
烹饪课，大家互相切磋、互相点
评，其乐融融。

得知二舅在教老人烧菜后，
我建议他可以把教大家烧菜的过
程拍成短视频放到网上，这样可
以让更多的人看到。二舅在问了
我一些具体操作后，马上就学着
开通了账号。很快，二舅的短视
频就收获了大家的喜爱，粉丝数
天天上涨。二舅教授的菜肴简单
易学、操作简便，还营养丰富。
疫情防控期间，一些从来不烧菜
的年轻人也从他那里学到不少烧
菜手艺，纷纷为他点赞。我夸二
舅现在是男女老少“通吃”，他
却说，没想到老了老了，自己反
倒“吃香”起来了，退休生活真
是越过越开心。

二舅和他的社区老年烹饪课
邓为民

连日来，江淮一带降水异常偏少，大部
分地区持续高温，干旱日益加剧。当前正是
单季稻抽穗灌浆的关键期，严重缺水使得
安徽省庐江县郭河镇马塘村上一组村民俞
尧云家的2亩多稻田水量不足。

因为担心影响水稻生长，俞尧云急得
在田埂上团团转。他搬来水泵，准备抽取快
见底的当家塘仅剩的水缓解旱情。这时，在
塘里放了鱼苗的同组村民韩其华急忙赶
来，两人发生争执，互不相让，事态眼看就
要变得不可控。

听到激烈的争吵声，村里的“评理说事
员”汪长报第一时间赶到进行调解。

汪长报首先在现场查看，实地了解情
况，好说歹说劝双方控制情绪。然后把俞尧
云、韩其华请到“评理说事室”，取过茶杯倒
了两杯茶，捧到了他们面前，“火气都别那
么大，喝口茶消消火。”

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汪长
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当家塘系村民组所
有，涉及全体村民利益，日常为村民排水
灌溉使用，韩其华私自养鱼确实不合理。
但是，如果俞尧云现在就把当家塘水抽
干，会导致鱼塘里的鱼死亡，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

“都是一个组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不
要因为小事闹得不愉快。”经过协商，汪长
报很快提出了解决方案，大家各退一步，韩
其华承认错误并向俞尧云道歉。俞尧云明
天起个早抽水灌溉稻田，以便让韩其华及
时把鱼捞上来，拿到集市上卖。

悄无声息间，一场村民眼中有可能愈
演愈烈的“大事”，就此成功化解，双方当事
人握手言和。

像这样在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初始阶
段，眼下在郭河镇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近
年来，郭河镇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将“评理说事室”打造成服务群众的
主窗口、主平台、主渠道，让村民把问题晒
在阳光下、心结摊在桌面上，做到矛盾纠纷

“在哪里发生就在哪里消化”，融洽邻里关
系，促进家庭和睦，涵养文明新风，创建了
基层治理新品牌新模式。在郭河镇，共有
380多个评理说事员，一旦有矛盾或纠纷，
立马参与说事、议事、评事，呈现出“不平事
有处诉，缺德事有人管，文明事有人夸”的
新气象。

据了解，郭河镇“评理说事室”的场所，
大都以自然村为单元，在一些群众经常聚
集地设立，就是唠家常的地方，比如农家

屋、百货店、农资门市部等，村民心里有疙
疙瘩瘩的，在这些地方说出来，有人听也能
讨个说法。每个“评理说事室”都有一名“评
理说事员”，他们可以是村人民调解员，也
可以是村贤、社贤和德高望重人士，在村民
中具有较高威信，承担矛盾纠纷调解、法律
知识普及、乡风文明监督等职责，做到鸡毛
蒜皮的小事情有人问、有人管。

“让村民话有地方说，理有地方讲，事
有人解决，矛盾就不会上交了。”郭河镇马
塘村治安主任俞显彪说，以前村民发生矛
盾纠纷，首先就是村“两委”处理，牵扯了村
干部的大部分精力不说，在处理过程中，还
经常会有人来办事情，一打岔，常常会影响
调解气氛和效果。现在，“评理说事室”已成
为妥处社会矛盾的“减压器”、社会人员管
理的“枢纽站”、密切干群关系的“连心桥”。

“如今矛盾纠纷可以早发现，早调处，处理
关口前移，我们可以腾出手来做更多其他
的事了。”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郭河镇“评理
说事室”共收集信息线索1329条，解答法律
咨询65人次，开展宣传教育870多次，化解矛
盾纠纷210余件，逐渐形成了“小事不出村、
矛盾不上交、邻里更和谐”的良好局面。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强基层
社会心理服务和危机干预，构建一站式多元
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郭河镇副镇长鲍文俊
认为，“评理说事室”既打通矛盾源头的“前期
一公里”，也打通矛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
创新了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了乡村善治水平，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性因子。

现年81岁的郭河镇潘墩村潘庄组评理
说事员潘立仓说：“这份工作可要好好干，我
可不能辜负了村民重托，砸了自己的牌子。”
看到“评理说事室”给村里带来巨大的变化，
郭河镇评理说事员们都有了较强的使命感、
责任感和荣誉感。

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下，郭
河镇乡村治理的探索正在进行……

村民家门口有了“评理说事室”
赵德斌

“谢谢哥哥姐姐们带我一起学习、一起掌握安全知识、一起
做游戏，这是我最开心、最难忘的一个暑假。”假期里，来自湖南
省道县乐福堂学校五年级三班的留守儿童熊诗琪开心地说。

近日，山东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萤火志愿服务队”的
大学生志愿者走进乐福堂学校，和这里的孩子一起度过了10
天的暑假时光。从最初的陌生胆怯到后来的相熟相知、相伴成
长。志愿者和孩子们在声声蝉鸣中练毛笔字，在白云悠悠之下
打球、跳绳、放飞纸飞机……

志愿者们表示，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给孩子们带去五
彩缤纷的暑假，让他们可以更多地见识到外面的世界，开阔自
己的眼界，最终学有所成，长成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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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操场上，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放飞纸飞机。
右图为孩子们在志愿者引导下用心书写，沉浸在书法艺术的世界中。

炎炎夏日，绿城郑州，现身仅十几天
的特殊地摊儿——“急救地摊”，火了！
既不卖货，也不吆喝，而是免费教大家
急救知识，传授救命技能，特别强调

“包教包会”，在此学到急救技能的市
民，称其为“郑州急救天团”来表达认
可和感谢——近日，央视新闻周刊点赞
郑州“急救地摊”，并评论：“毫无疑
问，这种地摊可以有，应该有，必须
有，希望全国各地都有。”

“急救地摊”，顾名思义就是教授大家
急救知识，传授救命技能的地方，而

“地摊”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
这些出现在郑州街头巷尾、人流量比较
大的地方的“急救地摊”，所传授的急救
知识和技能，基本上囊括了公众在日常
生 活 中 所 经 常 遇 到 的 各 种 危 急 情 况 ，
包 括 心 肺 复 苏 、 气 道 异 物 梗 阻 、 烧
伤、溺水等。由于组织和举办“急救地
摊”的是郑州市红十字法律工作志愿

服务队的志愿者，所以他们不但传授
急救知识和技能，同时还向市民传授相
关的法律知识。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
伴随着公众生命安全意识的提升，从政府
到社会，都越来越重视相关急救知识和技
能的培训以及普及工作，但是限于人力、
资源不足等，类似这样的培训基本上只能
在小范围内开展，包括景区、车站等特定
的场所。但危急情况显然不仅仅出现在这
些特定场所，而是在任何的地方都可能出
现。这也就意味着，当危急情况发生，掌
握急救知识和技能的人越多，挽救生命的

可能性就越大。
郑州市“急救地摊”的出现，面对的

正是不特定的人群，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急
救知识传播、急救技能的培训，开始从小
范围向大众化转变，则掌握急救知识和技
能的人，也不再限于少数的特定人群，而
是向更多的普通人群进行普及。这样的转
变，不管是对于守护更多人的生命安全，
还是提升整个社会的急救水平、生命安全
意识，都具有很大的帮助。

而从“急救地摊”的“摆摊”情况来
看，也获得了市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很多
市民不但全程认真学习，虚心请教，而且

还学完了一种技能，就马上要求学习另外一
种技能，在事后也对“急救地摊”和现场的
志愿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导致“急救地
摊”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这说明，

“急救地摊”是真正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发
挥出了其应该发挥的作用。

不过笔者也发现，目前，“急救地摊”
基本都是一些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利用业余
时间义务“出摊”，不求回报。未来，希望
政府有关部门能够为他们的志愿服务提供
必 要 支 持 ， 比 如 提 供 一 些 “ 出 摊 补 贴 ”
等，以此来吸引更多志愿者参与，也让更
多市民受益。

这样的“急救地摊”多多益善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