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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镜头中的民生镜头中的民生

社会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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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是有颜色的，赤橙黄绿青蓝
紫，五光十色，多彩纷呈，斑斓多姿
……形容花儿美丽的词汇太多了。但
是，再多的形容词也比不上人们走进
心旷神怡花圃现场所带来的冲击力。
尤其是在因为自然条件限制不可能大
面积种花的地方，如果突然间发现不
仅家家户户院里院外都养花种草，就
连田间也是一片接一片地花团锦簇，
就更出人意料，让人喜不自胜了。

最近，我就亲历了这么一次在预
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喜出望外。

50 多年前，我在内蒙古草原当
兵。说起我对大漠的印象，始终离不开
王维的那首“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
圆”。塞外高原留给我的那种一到隆冬
季节就风沙漫漫、浑天蔽日的感觉太
强烈了。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一提到
内蒙古，尤其是内蒙古的寒冬，我就不
寒而栗，更不敢把这样的天气条件和
百姓在大田里种花、家家户户都养花
联系起来。然而，不久前在内蒙古自治
区喀喇沁旗的一次乡村振兴调研，把
我脑子里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记忆彻
底打了个底朝天——在这里，花，不仅
是美化生活的点缀，更成了百姓生存
的一种资源。

喀喇沁旗是个以山地为主的地
区，50年前，这里山穷地薄，群众生活
困难。然而，如今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已
达到92%以上。绿树掩映中的村庄房新
院美，用乡亲们自己的话说：“新房屋，
绿化树，花开富贵人显酷。”如此这般
的生活环境，不养几盆花简直对不起
这么好的日子。于是，人们开始养花，
兰花、西番莲、千头菊……之后又开始
种植药材，全旗逐步形成了以牛营子
等几个乡镇为主的药材种植区。尤其
是北沙参、桔梗等几个品种，发展得相
当迅速，成为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品种。

桔梗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韩国、
日本等一些国家每年腌制酸菜都离不
开它。喀喇沁旗生产的桔梗就成为出
口日本的首选。药农们把收下的桔梗
送到工厂加工包装后，便立即装车出
口。仅牛营子镇，每年出口韩国、日本

的桔梗就有10万多吨之多。
桔梗自每年5月底播种，9月初收

获，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开着让人亮眼
的蓝色花朵。走进七八月份的桔梗田，
嗅着桔梗甘甜的花香，看着漂亮养眼
的蓝色花海，心底便生出坠入花丛的
陶醉感。与几位农民兄弟谈起来，他们
都说种植药材一般每亩土地可以纯收
入9000元到1万元。一位骑着摩托车
的年轻人看我和几位老人谈得火热，
也好奇地凑过来。老人们看见笑起来，
指着他说：他的收入就挺多。小伙子也
不掩饰，说自家种了20多亩药材，平
时土地交给他人管理，自己就外出打
工。种植收获期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利
用休假日回来帮几天忙。这样下来，每
年除了打工的收入，药材种植的纯收
入就在20万元以上。

花儿的芳香吸引着嗡嗡嘤嘤的蜜
蜂前来采蜜。喀喇沁旗的美丽，也让更
多的人才更加青睐这片热土。在牛家
营中药加工厂的产品质量化验室，我
同两位年轻的大学生进行了交谈。他
们告诉我，在工厂的 11 位化验人员
当中，有10位是大学本科毕业，还有
一位是高职院校毕业。

与这些专业技术人员一样，去年
以来，喀喇沁旗党委从乡村振兴的实
际需要出发，为全旗所有村庄招录了
大学生“村官”。马鞍山村的“村官”马
妍，就是一位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的
硕士研究生。她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到
贵州支教3年，然后又选择回到家乡
当“村官”。在这里，她以党务工作者的
身份配合旗林业局职工积极参加山林
绿化和村容村貌的改造。如今，马鞍山
村看山山绿，看村村美，受到了群众的
好评。

花儿富了农家，农家更爱养花，于
是便有了喀喇沁村寨美如画的风景
线，便有了家花儿与药花儿同芳，院落
与大田齐秀的美丽景色。花儿遍地开，遍
地都是花儿。花团锦簇中的人儿，也都被
花儿浸润得年轻了。走了一趟喀喇沁，我
觉得自己也变得年轻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鲜花盛开的喀喇沁
王树理

女儿10个月时，已经可以在家里来
去自如了。小孩子调皮爱动，我家这个更
是一会儿都闲不住，经常东翻翻，西碰
碰，把东西弄得到处都是。有一天，我刚
拖好地去阳台晾了个拖把，回头就看见
女儿把客厅大花盆里的土扔得满地都
是。我一下子就火了，严肃地跟她说：“快
停手！你要是再抓土，妈妈就打你啦！”谁
知，她看了我一眼，仍旧狠狠地抓了一把
土扔在了地上。我冲过去，朝着她的小屁
股“啪啪”几下，她委屈地大哭，而我只能
不耐烦地重新收拾地板。

原本以为女儿挨了打，总会记住不
再乱扔东西。可没过几天，她又把花盆里
的土扔得满地都是。我冲她喊道：“我刚
收拾好，你看你弄的，忘了妈妈打你屁股
了是不是？”她手里当时还握着土，警惕
地看着我，但最后还是选择把土扔到了
地上。我正准备再次过去教训她，她却突
然往自己的屁股上狠狠拍了两下，然后
抓起地上的土往花盆里放。

女儿的举动把我看愣了，也把我逗
笑了。我突然间反应过来：这个阶段的孩
子学习能力非常强，如果我总是在她的

面前表现出暴躁，那她会不会也学我一
样呢？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反思该如何
让女儿自己学会收拾东西。当她再次把
饼干全都倒出来时，我就平和地跟她说：

“宝宝，你把饼干都倒出来，吃不完的饼
干会受潮哦，我们一起把饼干装回去
吧。”我一边说一边往罐子里装饼干，女
儿也跟着拿起饼干往罐子里放。我赶紧
给她鼓掌：“宝宝能把拿出来的东西放回
去，你真棒！”她也很高兴地给自己鼓掌。

那之后，她玩完玩具，会跟着我一起
收回箱子里。她翻抽屉，也会跟着我一起
把东西放回抽屉。就连我整理衣服，她都
会帮忙把衣服递给我。现在，女儿快三岁
了，有很好的秩序感，每天拿出来的玩
具、小椅子、零食等，之后都会被她收纳
归位，甚至屋子里来不及整理的衣服、鞋
子，也都会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们家
的小淘气，就这样慢慢变成了一名小小
的“收纳师”。

突然想起看过的一句话：每个孩子，
其实都有自己的内在秩序。我们作为父
母，需要更多的鼓励和引导，让孩子更好
地发现自己，成为自己。

家有小小“收纳师”
李珍玉

退休以后，我们老两口换了一套大
房子。装修的时候，极爱草木花卉的我决
定这次一定要圆了田园梦。

先选购家具：地板、床、沙发、衣橱、
书柜等等，我都采用了木制的，只在纯木
的表面漆上一层清油，保留木本色。家具
安装好之后，我便在家中每个房间的细
节上花足了心思。

首先是阳台。宽敞明亮的阳台是养
花种草的最佳地点。我依据花草的形态
大小和对光照的喜好，对它们进行了错
落有致地摆放：有的临窗而立，有的放到
花架之上，有的悬于高处。阳台上花草的
品种很多：有出身名门的兰花，也有来自
乡野随处可见的蒲公英，还有集食用与
观赏于一身的绿叶小菜和色彩缤纷的彩
椒。阳台上最养眼的，是我养了10多年的
发财树和球兰。球兰喜攀援，它把长长的
枝蔓攀附在风姿绰约高大的发财树上，
一朵朵饱满如球、晶莹似玉的白色花朵，
悬挂在发财树的绿叶之间，煞是好看。球
兰花香浓郁，一朵花开，一室馨香，而且
花期很长，从四五月起一直可开到深秋。

其次是客厅。我在客厅摆放了“富贵

竹”“一帆风顺”“鸿运当头”。相信美好吉
祥的花名，会给人带来好的运气和心情。
又在靠近阳台落地窗的位置，放一个近
一米长的树根盆景。这个树根盆景是一
次和朋友出游，在返程路上捡的枯树根。
到家之后，我把它细细打磨光滑，把腐朽
的地方一点点剔除，在几处凹陷的地方
种上了龟背竹和铜钱草，又从山上找来
了一些绿苔移植到了树根上，自从这个
生机盎然的树根盆景入住客厅，客厅马
上充满了灵性与艺术的气息。

再有是书房。书房靠墙的位置是一排书
柜，书柜的隔层放了一瓶干花和一瓶金色的
麦穗，写字台桌上放了一盆四季桂花，与书房
里的书香墨韵极为搭配，可谓珠联璧合。

家中别的房间也随处可见花草的身
影，两个卧室的墙上悬挂了草编的花篮，
里面插种着薰衣草和吊兰。薰衣草有安
眠的作用，兰草可以吸收有害气体。我还
在厨房的柜子上放了一盆绿叶低垂的绿
萝。花草遍植我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我和
老伴在家或书房看书写字，或阳台上赏
花看草，虽身处闹市，却有着行走在草木
山色之中的愉悦与从容。

田园装修悦晚年
侯淑荷

做两地情谊的缔结者
本报记者 贾宁 摄影报道

“有了这个实时监控设备，咱家的
蔬果基地不仅有高科技设备帮着管
理，可再扩大种植规模，咱还能安心睡
个踏实觉，不用再昼夜不停地睁大眼
睛看守了！”安徽省天长市汊涧镇蔬果
种植大户周福军开心地向种植同行们
热情推荐安装“数字乡村智能设备”的
种种好处。今年入夏以来，他家蔬果大
棚里的西瓜、甜瓜、黄瓜、苦瓜和西红
柿等硕果累累，一棚棚秋菜长势也特
别喜人。

自5月份以来，天长移动公司的
工程师朱元东和他的几位帮手每天奔
波在铜城镇23个村（社区）的田间地
头，他一边忙着指导安装信息采集系
统和自动灌溉系统，整合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技术，对农作物生长信息在
线监测、智能预警，动态调控种植环
境，一边现场为种植户们演示通过手
机对空气温湿度、光照、土壤温度、土
壤水分、苗情、灾情、虫情、气象、植物
本体生长进行实时监测。“以前种田靠

‘土法子’，现在种田靠‘数据’。”铜城
镇余庄村种植大户、庄稼“老把式”余
开朝在技术人员一步一步地指导引领
下学会“数字乡村智能设备”使用技能

后，他觉得高科技让他种田越种越讲
究、越种越轻松了。

据了解，天长市数字乡村工程在
该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的大力
宣传发动和组织协调下，采取市、镇财
政补贴一点、乡村振兴工程项目资金支
持一点、受益单位和个体负担一点的

“三个一点”投资办法，工程项目得以
快速有序推进，截至目前，该市已投入
1200多万元，建成350多个移动5G基
站，实现了 14 个镇、2 个街道的 151
个行政村5G网络全覆盖，镇村数字乡
村平台也初步搭建完成，目前覆盖用
户达2万余户，工程建设进度处于全
省前列。“随着数字乡村和5G网络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在农业生产
中的推广运用，将促使农村种植、养殖
产业产出效率不断提高，传统农业生产
正在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型。”天长市农
业农村局兼乡村振兴局局长叶恒田介
绍说。

“其实，‘数字乡村和5G网络’不
仅在农业生产中大展拳脚，提高了生
产效益，而且还能为乡村社会治理助
力加油。”天长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邵
春林深有感触地说，在组织推广“数字

乡村”工程建设之初，该市政法、农业、
乡村振兴和民政等职能部门就充分考
虑到了数字平台在乡村治理方面的功
能运用，采取分步走的方法持续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提升数字平台建设水
平，尽可能使平台作用最大化。

随着乡村区划调整，小村并大村，
村（社区）辖区面积扩大了，管理服务
的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加大了基层
管理的难度。如何进一步做好乡村社
会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村民群众，这
一直是困扰金集镇草西村书记陈叶桃
的一大难题。“通过数字乡村平台，在
村委会的视频监控大屏上，村里每一
个角落尽收眼底，就连进村的外来人
员和车辆车牌号，都瞧得清清楚楚，这
对乡村社会治理用处可大啦。”陈叶桃
介绍说，使用这个平台，无须花费大量
人力，就能远程监控、管理进出车辆以
及掌握人员流动情况，还能通过数字
平台的“喊话”功能及时给村民下发通

知，乡村治理变得轻松又高效。
在天长农村和陈叶桃有着同样感受

和体验的村组干部很多。过去，永丰镇宏
大村的村组网格管理员小李“日常工作
要靠两条腿，管人管事说破嘴”，自开展
平安乡村社会网格化治理以来，他虽付
出了大量的辛劳和汗水，但是面对农村
区域面积广、人口分散的实际情况，村组
防偷防盗和生产生活纠纷还是层出不
穷。自从使用了“数字乡村5G社会平台”
后，小李只需点点鼠标，通过系统平台就
能精准了解社会治安信息，快速准确判
断，实现全天候对村组治安监控，及时有
效地解决了网格管理中“看得见管不了”

“管得了看不见”的问题。
“数字乡村”在“阳光村务”建设

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万寿镇忠孝村，
外出务工的村民通过“数字乡村5G社
会平台”，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到村里村
务公开、党务公开以及“三资”管理等
详细情况，村里的每一个民生项目是怎
么实施的、每一笔钱是咋花的，一桩桩
一件件大事小情都晒在平台上，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数字乡村5G社会平台
与市里推广运用的‘监督一点通’平台
功能互补，广泛应用，给了村民一个明
白，也还给了咱村干部一个清白，它就
像一座桥梁，拉近了干群关系。”忠孝
村党总支书记王寿山说。

种田靠“数据” 管理用“平台”

数字智慧，让乡村更有“范儿”
宣金祥 唐福林 胡建国

近日，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重庆市长寿区江南街道的五堡山从淡
淡的云雾里探出头来。如画山水的映
衬下，一场“渝事好商量”协商议政会
在五堡村村委会办公室里召开。大家
的话题从五堡村荒何路水毁道路的修
复说起——

荒何路位于五堡村7组，海拔较
高，地处偏远。2020年，该村通过村级
公共服务项目资金和村民投劳的方式
花费 20 余万元修建了一条长 4.5 公
里，宽 5米的泥结公路，解决了 40户
村民基本出行问题。但受2021年特大
暴雨影响，该路段多处遭遇损毁、塌
方，摩托车、小车现已无法正常通行，

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了解情况后，区政协高度重视，由

区政协农业农村委牵头，组织政协委
员就荒何路水毁道路修复一事开展实
地调研，摸清群众的生产生活诉求。

经过前后3次现场走访，郭凤玲、
陈雪梅等委员发现，荒何路附近居住
的村民年龄在60岁以上，作为该村农
用物资和农产品销售的主要运输通
道，道路损毁后，村民不得不从巴南区
绕行，增加约20公里的路程，大大增
加了生产运输成本，影响产业发展。

调研组认为，五堡村地处长寿和
巴南交汇处，具有天然的海拔优势，该
村的高山番茄、高山李等特色农副产

品虽然品质较好，却“身在深闺无人
识”，如果能解决交通问题，发展观光
农业，将大大提升村里经济发展的后
劲，也可为城区市民增添一个纳凉、赏
景好去处。

但是，资金从哪里来？路谁来修？
怎么修？协商会上，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就存在的实际困难提出了诉求和意
见建议，区农业农村委（区乡村振兴
局）、区财政局有关负责人一一给予针
对性解释和答复，表示将尽快纳入项
目编制，早日申报项目资金计划。

“群众的事情就是最急的事，修复
时间还要再往前提一提！”在区政协副
主席杨华林和委员们的一再争取下，

几方最终达成一致协商意见：区农业农
村委（区乡村振兴局）将此项目纳入区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库；区
财政局及时下达资金计划；江南街道办
事处具体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力争在明
年3月前完成修复。在道路养护方面，合
理设置公益性岗位，提高群众收入，发挥
好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

见荒何路修复有望，村民们当场拍手
称快。大家心中明白，修复后的荒何路将成
为村里的迎宾路，也将成为村民的致富路。

“明年春天，等水毁道路修复好了，
产业发展起来了，再邀大家一起到江南
五堡山赏花、听雨！”谈笑间，五堡村党支
部书记张毓彬发出诚挚的邀约。

修好“迎宾路”铺就“致富路”
通讯员 杨娟 本报记者 凌云

最近，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街道
列电小区引进了一种新的物业服务模
式——信托制物业。业主缴纳的物业
费将进入一个全体业主共有的信托账
户，每一笔支出都由业主监管。物业
公司能够获取多少酬金，则要看居民
给出的满意度评分。

当下，许多地方用的是“包干
制”物业，收的物业管理费用于何处
都是物业说了算，居民没有话语权，
不少业主都有过和物业公司打交道的
不愉快经历。实行信托制物业模式
后，业主可通过信托物业相关信息平
台，查看每笔收支账目、财务凭证。
业主委员会随机抽取100户小区居民
进行满意度测评，居民满意度达到
40%~60%，物业公司可以拿到小区维
护基金对外实际支付额的8%。居民
满意度超过60%，物业公司才能拿到
10%的“顶薪”。从而极大降低了居
民监督成本，物业企业、业委会再没
有“暗箱操作”的空间。

近年来，一些地方频发物业纠纷

矛盾，暴露出传统物业模式在运转过
程中的信任危机。“信托制物业”服
务模式则构建了小区治理新体系，形
成了职责明晰的治理共同体。让物业
当“管家”，业主当“主人”。“信托
制物业”服务模式破解基层治理难
题。要运转好信托制物业，对于业委
会和物业的意识能力和行动要求很
高，各方要对自身的权力边界有清晰
认知，形成共识，同时也要有积极的
行动能力。

“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注重居
民自主权。小区居民、自治组织将一
起参与开放式预算的编制，制定小区
共有资金收支计划，确定小区管理服
务标准，让居民明白“交多少钱、做
哪些事、享受什么样的管理和服
务”，确保小区共有收益由小区居民
自主决定。不仅解决了小区业主和物
业的矛盾，也有助于破解老旧院落脏
乱差和无人管理的问题，让物业企业
当好“忠诚管家”，让全体业主真正
成为“小区主人”。

“信托制物业”让业主成为真正的“小区主人”
胡建兵

“我种的葡萄熟了没有？”“洗衣机
现在水位是多少？”“我面前的罐子是
什么？”“我手里的线轴什么颜色？”当
下，有大批的青年志愿者，通过手机
App，用类似“抢单”的方式，帮助视障
人士排忧解难。社交平台上，很多网友
分享了自己帮助视障人士的经历。

得益于科技的进步，目前市场上
出现了多款助盲软件，为爱心人士用
科技手段，远程帮助盲人识别物品、查
看保质期、辨别方向和道路等提供了
可能。当“云助盲”成风潮，视障人士的
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一位27岁
的视障男生原本和父母同住，如今在

“云助盲”志愿者帮助下，他开始尝试
独自生活。“前段时间我买空调不知道
选哪个牌子，就是志愿者推荐的。相比
之前单纯依靠父母，现在的生活让我
觉得更有色彩。”

在科技支撑下，助盲时时可为、处
处可为，对于志愿者来说，也是一种

“自助”——让自己成为一个内心阳光
而强大的人。有志愿者表示，在整个助
盲过程中，自己与视障人士的影响是

相互的——视障人士虽然看不见光，
但是在他们的身上发生的故事，让自
己看见了光芒。

据统计，以“小艾帮帮”App为例，
目前注册的视障人士有1万多人，而
注册志愿者则多达13万人。但也并非
所有助盲软件都得到了认可。其中有
些因运行得不好而停止使用；有的软
件在研发过程中缺乏视障人士参与，
造成研发的产品存在功能单一或与实
际需求不符，视障人士不能用，企业的
积极性也容易被打击。还有一些软件
需要继续优化细节，如收验证码的环
节，盲人看不到，志愿者也无法帮忙；
为保障用户和志愿者双方的信任和安
全，为防止一些非法账号入驻助盲软
件，欺骗助盲志愿者，应增加举报反馈
功能，同时平台应建立封禁拉黑制度，
以保护志愿者权益。

既然助盲软件有市场、有需求，那
么对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应该引起
相关部门和企业的重视并尽快解决，为
其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从而保障更多
视障人士能够安全、自在地生活。

“云助盲”成风潮，也需社会保驾护航
何勇海

8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
大城子镇智慧农业示范园区里的番茄正
值成熟。烈日炎炎，北京市石景山区挂
职干部王君、张金国、王鹏再次来到示
范园，查看项目进展情况。

脚上沾满多少泥土，心中便沉淀多
少真情。乡镇村落、田间大棚、牛舍羊
圈，京蒙帮扶资金落到哪里，挂职干部
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哪里。齐家营子村是
宁城县重点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村，这
里已经建成的大樱桃温室产业园区通过
智慧农业系统，实现了提质增效；正在
建设的百亩育苗基地，也将成为村民致
富的又一条路径。

从项目考察到京蒙帮扶资金投入，
从项目落地实施到后续发展，挂职干部
们认真细致抓好每个环节。在他们看
来，将所有帮扶落到实处、让村民真正
得到实惠就是他们挂职生涯的意义
所在。

图为大城子镇智慧农业示范园目前开展了无土栽
培、熊蜂授粉、手自一体智能环境调控等近10种技术实
验，挂职干部们经常来园区关注各项技术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