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家园
2022年12月12日 星期一
E - m a i l ：myxidq@126.com
联系电话：（010）88146861 7编辑/奚冬琪 校对/宋炜 排版/芦珊

温馨家话

迎着冬日的晨曦，年逾古稀的父亲拉
起小车，跟随小区几位老人，意气风发地向
菜场进发了。我知道，父亲美好一天，从

“淘菜”开始。
父亲当过兵，5年炊事班的戎马生涯，练

就了他一手精湛厨艺，让我从小到大都很有
口福。母亲病逝后，我把父亲接到了身边，
原以为年逾古稀的父亲从此可以安享清闲，
没想到为了我和妻子工作上无后顾之忧，他
做家务、接孩子，照样忙个不停歇。特别是
在买菜上，始终是高标准、严要求。用他的
话说：“不多跑几家菜场，还真难淘到想要的

‘宝贝’呢。”于是，父亲风雨无阻地奔波于附
近的大小菜场，每天乐此不疲。

见父亲如此辛劳，我和妻子曾劝他不用
花那么多精力去“淘菜”。但父亲却说，出去
走走，既锻炼了身体、活动了筋骨，又结识了
一些买菜的同龄人，与他们交流心得、切磋
厨艺，感觉生活更充实了……

既然父亲如此坚持，我和妻子也就不

再说什么。此后，父亲更加放开了手脚，每当
遇到心仪的果蔬，就会买下来、囤起来，把冰
箱里塞得满满当当。有一段时间，妻子对父
亲的做法颇有微词，但受疫情影响，我们居住
的小区先后3次被封控。居家隔离期间，当
家里餐桌上依然像平时一样丰盛时，妻子感
动得发微信朋友圈为父亲点赞。

后来我知道，其实父亲买菜最经常去的，
是菜场门口或转角处那些自家种自家销的菜
摊。价格亲民不说，有些菜看着没品相，其实
是没打过农药的有机蔬菜，难怪用父亲“淘”
来的菜烹饪，总能吃出满满的家乡味道。

父亲不仅喜欢“淘菜”、炒菜，也喜欢种
菜。他将家里阳台上闲置的盆盆罐罐收拾利
索，把从老家捎带来的菠菜、辣椒、丝瓜的种
子播撒在里面。那些沾满家乡气息的蔬种跟
随他“落户”到了我生活的城市，使漂泊在异
乡的我从此不再为乡愁所困。

父亲爱“淘菜”，淘的是一种快乐、一种节
俭，更是对子女爱的守护。

父亲爱“淘菜”
马晓炜

母亲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对此，我十分
不解：一个农村老太太，最喜欢看的电视节
目居然是新闻。我劝母亲，您看点轻松的相
声小品多好，国家大事离您的生活太远了。
母亲却说：“看你说的，怎么就离得远了？
看国家大事作用大着呢，和每天的日子都有
关！”

母亲说：“国家大事让我们更乐呵。”住
进城里之后，母亲总喜欢和同龄的老人在小
区的公园里聊天。她发现，张大娘和李大婶
平时总喜欢抱怨，什么和儿媳妇吵架了，什
么老了不中用了之类的话。母亲就适时当起
了“心理疏导员”，跟她们聊自己从新闻里
了解到的最新养老政策：现在日子多好，要
是放在以前，咱农民看病还能报销一大半
钱？还真别说，母亲的心理疏导很有用，让
张大娘和李大婶明白了，生活不能只盯着鸡
毛蒜皮的烦心事，其实还有更多美好的事。

母亲说：“国家大事让我们老有所
为。”这段时间，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和

工作节奏，母亲就发动老姐妹们一起居家
抗疫。我说：“你们抗疫不就是待在家里，
不给政府添乱呗。”母亲说：“不是，我们
做的事更有用！”原来，这群闲不住的老人
看新闻发现这段时间疫情严重，“大白”都
舍小家为大家，忙得连轴转，她们就发挥
自己的才能给“大白”们准备了小礼物。
母亲用钩针在做玫瑰花束，赵大妈织围巾
和手套，钱大婶做坐垫……母亲说，她们
一定要把这些礼物交到“大白”手上，感
谢他们的辛苦付出。

母亲说：“国家大事让我们的生活更有
盼头。”母亲常说,现在真幸福，小区楼下就
有可以散步聊天的公园；每个小区都有社区
诊所，以前看个病还得跑那么远；现在还有
大超市，想买啥随时都能买……老年人更盼
望着国家繁荣富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地享受自己的晚年。听母亲说完，我连连称
赞：“您这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得好啊！这几
天，我再给您换个大电视！”

关心国家大事的母亲
苗君甫

戒尺，除了佛教寺庙中根据教规设立之外，一般情况下，
是旧时私塾先生惩戒学生的一种戒具。这种长不过七寸六分、
宽不过一寸、厚不过六分的竹片，用在惩戒学生的时候，常常
将手心打得红肿透明，疼痛钻心。

少年邹韬奋在父亲面前背“孟子见梁惠王”，桌上放着一
根两指阔的竹板，一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半本书背下来，

“右手掌被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
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陪在一旁的母亲还要
哭着说“打得好”。鲁迅的启蒙老师寿镜吾老先生是一个博学
而又极为严厉的人，在他的三味书屋里，有戒尺，还有罚跪的
规则，但是都不常用。魏巍在上课时做小动作，蔡芸芝先生手
里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他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
板边上，大伙笑了，蔡老师也笑了。

“打”，是为了教育，是为了让孩子知错、改错。孩子都有
自尊，他们犯了错误，心里后悔、害怕，就怕别人知道。因
此，使用戒尺也应把握分寸，掌控火候。郭沫若小时候读书，
和同伴趁老师外出，到书塾隔壁的桃园里偷了桃子。园主告到
老师那儿，老师没有用戒尺，而是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给
他们出了道题——对对子：昨日钻狗洞偷桃，不知为谁？郭沫
若一看，傻眼了，老师全知道了，认个错儿吧，灵机一动，对
了个下联：他年进蟾宫折桂，必定是我！还要用戒尺吗？想必
已是知错。

戒尺，是对规矩和方圆的界定，也是对违规违纪者的警
示，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千百年来，戒尺就成了人们
从少年时期就必须面对的一种惩戒。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戒尺
是司法惩戒的民间雏形也未为不可。由此便想到社会学、政治
学范畴的“戒尺”。比如，一团体、一政党、一组织，都要有
自己的规矩。这规矩，就是“戒尺”。只不过，这样的戒尺，
不一定是用来打手心的竹板，而更多的是政治理念的灌输和纪
律法规的约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党规党纪，就是最好的“戒
尺”。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52年来，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为党员干部制定的一系列纪律法规，它不是有形的戒尺，但是比
有形的戒尺更能启发人、教育人，他除了对人的警示和惩戒，更
多的是对人的爱护与引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就把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立党为公”作为建党的
根本原则，并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作为党的基本纪律，并由此形
成了妇孺皆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与此配套的各项规
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加强党
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
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
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
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就是对我们党员干部最大的
爱护和关心，也是我们必须藏于心底的一把戒尺。面对新的
历史阶段提出的任务，我们心中不能没有一把戒尺——既要
有“戒”，也要有“尺”。

我们不信仰宗教，却信仰“戒”。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舍小
家而兴中华，摈一身而救黎庶，身尽瘁而鞠躬。我辈后来，须
谨记应戒当戒，应防必防，勿使生命废堕，勿成一念之差，淌
泪噬脐。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心中时刻存“戒尺”
王树理

11月7日立冬这天，大连市中山“巢阳乐”为老服务中
心里阵阵乐声传出，吹拉弹唱好不热闹——中心“民族团结艺
术团”老年成员已经排练了一下午。眼看晚饭时间快到了，中
心主任冯洁起身走进厨房，准备给大家包顿荠菜馅饺子，一起
过节。

1969年出生的冯洁是一名无党派人士，2007年成为大连
市中山区政协委员，后又成为大连市政协委员。自 2014年
起，冯洁先后获得“中国好人”“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
物”等诸多荣誉称号。

冯洁秉承“我心有你、助人悦己”的理念，从 2004 年
开始做义工，多年如一日，热心公益事业，无私奉献爱
心，面积 400 多平方米、分上下两层的“巢阳乐”，便是她
2012 年 3 月自掏腰包创立、为空巢老人精心打造的一个温
暖的“家”。

“上午，回族志愿者张晓明在‘知心家园’为一个多动症
儿童做了心理疏导干预，至今已经连续5年，每周安排一次，
雷打不动。”谈到2016年发起的“知心家园”社区互助服务项
目，冯洁说，当时由多民族组成的专家团队和志愿者队伍，为
了探索新时代“民族团结+文明实践”模式聚到了一起，没想
到5年多过去，“巢阳乐”与大连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共建
的“知心家园”已经服务了5200多人，其中136位不同民族
的空巢老人由受助者变身优秀志愿者、3户空巢家庭被评为

“大连市慈善家庭”。“大家的共同努力，还使‘巢阳乐’被国
家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冯洁欣喜地表示。

“民族团结艺术团”排练结束了，20多人欢快地从楼上走
下来，自然而然地加入到包饺子的行列。

“这就是咱们今年春天摘的荠菜？”“真好，明年开春我也
去！”300多个饺子，大家半个小时就包好了，瞬时间，屋子
里热气腾腾、其乐融融。“老人们的快乐是发自内心的。”冯洁
说，若非知情，没人会相信其中的一些人还经受过生活重创
——失独、三无、丧偶、空巢……

“胡天保说，这个周六打算在线上教大家说土家族话。”
“太好啦！”冯洁放下筷子，接过志愿者张淑云的话茬说：“张
老师，让天保帮助找一个会说蒙古语的同学，比力格要开一家
理发店，想找个懂蒙语的大学生志愿者教他说汉语。”张淑云
满口答应，随即郑重地对冯洁说：“冯主任，这个寒假，天保
回老家的路费我包了，你可别跟我抢。”

胡天保是来自云南省的一名土家族学生，在大连理工大学
读书，参加了学校的“自强不息社”。他既是“巢阳乐”的资
助对象，也是“巢阳乐”的志愿者，而且每逢假期回老家都会
去做义教。

胡天保的善举，让冯洁颇感欣慰。自2012年“巢阳乐”
创立起，冯洁就是大连多所高校的社会实践公益导师。10年
来，她带过的学生一批接一批，亦将“互爱互助”的志愿服务
精神散播到了天涯海角。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冯洁如此形容“巢阳乐”。
作为一个民间发起成立的社会组织，通过各民族彼此“嵌入
式”互助互爱，“同结石榴籽、共圆小康梦”，“巢阳乐”已经
通过 5A 级认证，被评为全国“四个 100”最佳志愿服务组
织， 于平凡中升华为人间大爱。

“巢阳乐”里欢乐多
王春燕 吕东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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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景区的污水处理是个老大难问题，
今天终于商量到一条路上，提出了解决办法
……”日前，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政协在桑枣
镇齐心村“齐心堂委员工作室”围绕“蝴蝶谷景
区污水集约化处理”主题进行微协商，政协委
员、辖区各界代表人士、齐心村村委、民宿及群
众代表、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桑枣镇政府有
关人员等齐聚一堂，共商治理农村污水问题。

随着齐心村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
是蝴蝶谷景区不断发展，游客量与日俱增，

“景区污水集约化处理”成了居民关心、商家
反映、民宿需求较为强烈的一个热点问题。
桑枣镇政协工作联络组通过民情驿站收集到
问题后，组织住镇政协委员、镇、村干部及相
关人员开展走访调研，详细了解污水管网及
污水处理情况。

协商会上，针对污水管网未接入污水处
理站以及部分管网铺设不合理问题，与会人
员提出意见建议。

经过协商，达成共识，由乡镇项目办负责
协调施工单位，确保管网尽快贯通。施工单
位对现场存在问题进行整改，保证居民等使
用主体可顺利接入主管网。对未接入主管的
居民、商家及民宿，将立即对现有管道整改，

暂时就近使用化粪池，并重新铺设污水支管，
待主管网开始使用后，与主管网贯通。由蝴
蝶谷景区管委会为运维单位，齐心村村委为
监督单位，建立污水处理管理制度，把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纳入村规民约，具
体措施再另行协商。

“依托工作室，我们已组建了产业发展、政
策咨询、行业监督服务和市场营销文创4个服务
小组，促进了景区风貌提升，推动了蝴蝶谷旅游
民宿提档升级。”区政协委员、齐心堂委员工作
室负责人陈劲杰介绍，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发挥
政协委员优势，强化民主监督，跟踪落实协商议
定事项，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齐心堂委员工
作室’‘安橙飘香委员工作室’等8个委员工
作室，共收集意见建议14条，解决问题8个，
组织开展协商 5次。”区政协主席任晓军表
示，通过近一年的实践，委员工作室已成为广
大政协委员立足岗位发挥优势、紧贴基层服
务群众的重要履职平台，进一步拓宽了委员
履职渠道、强化了委员责任担当、打通了联系
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推动政协协商在基
层落实落地，促进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提升。

“祛污”蝴蝶谷
本报记者 韩冬 通讯员 黄静 李卓玲

“不怨天怨地怨政府，只怪自己生
得苦。”34年前，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张
易镇毛套村的刘克银，撂下这句在深山
沟里驮水时的叹息，跑到首府银川的建
筑工地打工去了。

2012年 7月 25日，刘克银所在的
毛套村整村搬迁至宁夏中部的吴忠市红
寺堡——这是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移民
开发区，也是宁夏“五县一片”深度贫
困地区之一。这里累计安置了宁夏西海
固 8 个县区搬迁来的 23 万贫困人口，
整座县城从无到有，平地而起。

今年深秋的一天，记者走进吴忠市
红寺堡区新庄集乡红川村马正清家，70
岁的马老汉正坐在小院内，一边品着盖
碗茶，一边逗弄着小重孙。

说起自己曾经在老家的生活，马正
清直笑：“靠天吃饭，地里只有土豆和
玉米。水窖里，积的是从五里地外拉来
的生活用水；院子里，堆的是冬季烧炕

取暖用的牛粪……”
“如今可不同了，党的好政策让我们

活在了蜜窝窝里。”指着如今家中装修一
新的房屋，马正清向记者介绍，他们老两
口喂了46只羊、2头牛，儿子儿媳在村里
建设的设施温棚内打工，手里有了余钱，
不仅买了小轿车，还在去年年底扩建了新
房。“家里不仅用上了太阳能，安装了净
水器，儿子、儿媳也开着小车去打工。”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在红川村乃
至整个红寺堡区得到有效衔接，这是记者
采访中的深刻印象。其中，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治区乡村振兴
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衔接资金紧紧围绕
促进农民增收核心工作，重点支持具有较
好资源禀赋、市场前景良好、带动增收较
强的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
冷凉蔬菜“六特”产业，充分发挥产业项
目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在产业发展壮大的
基础上，带动更多脱贫群众和移民增收致

富。
以红寺堡区为例，今年，中央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二批）共下
达8901万元，其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乡村振兴资金7240万元、少数民
族发展资金591万元、以工代赈资金470
万元、“三西”农业建设资金 600 万元，
共实施项目67个，这些资金有效带动了
农民致富，让脱贫群众在小康路上稳步前
行。

自治区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该厅专门成立乡村振兴领导小
组，制定了《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

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通知》《闽宁
协作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形成了
措施有力、运行规范、行之有效的管理体
系。

据了解，2021年，宁夏全区投入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各类资金100.2亿元。今年，自治区财政
已下达各类资金66.47亿元，其中倾斜支
持 9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48.8 亿元。

“过渡期内，我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规模以及资金结
构和脱贫攻坚期相比保持总体稳定。”该
工作人员介绍。

“按照中央要求，今年衔接资金 55%
以上要投入到产业项目，”说到下一步的
打算，该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同行业主管
部门指导县区谋划一批促增收、稳就业的
好项目，克服简单地给政策、给帮扶资金
现象。“项目的谋划要紧紧围绕促进农民
增收和联农带农成效这个重点，不搞大而
化之、华而不实的项目，不搞同乡村振兴
与农民增收无关的项目。”

2021年，宁夏脱贫人口年度人均纯
收入11587元、增长15.4%。2021年底，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宁夏回族自
治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5年，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高于全
国农民平均水平。

好政策成就好日子。红川村是宁夏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一个缩影。宁夏大地随处可见一幅幅生
机勃勃的美好画卷，脱贫后的乡亲们向美
丽乡村建设迈出了新步伐。

红 红 火 火 的 红 寺 堡红 红 火 火 的 红 寺 堡
———宁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小记—宁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小记

近年来，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三商
葫芦种植合作社按照“合作社+农户+种
植 （加工） +电商”模式，大力发展葫
芦种植产业，并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让雕刻好的葫芦卖上好价钱，插上

电商的“翅膀”销往全国各地。图为近
日，在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三商葫芦种
植合作社，志愿者帮助农户利用电商平
台，销售葫芦工艺品。

徐硕 摄

插上电商“翅膀”雕刻葫芦销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