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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们村里经
常有人酒后不干活，干半天活喝一天
酒，喝坏了身体、喝废了生产、喝散
了家庭，今天我们开展院坝协商就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共建一个和和美美
的拉祜村寨，大家有什么好建议都来
说说。”日前，一场以“纠治不良酒
风，建设和美拉祜村寨”为议题的

“院坝协商”会在云南省临沧市耿马
傣族佤族自治县勐永镇芒来村举行。

当天，勐永镇“院坝协商”议事
会成员及芒来村群众等齐聚芒来草
山，围绕部分群众酒后不干活、易滋
事等令村民头疼的“老大难”问题，
共商解决之道。

芒来，傣语意为偏僻遥远的地
方，是一个拉祜族群众聚居的村寨。
由于地处高海拔山区，这里曾经济
落后、文化生活闭塞。近年来，随
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和乡村振兴
的大力实施，当地基础设施和群众
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一些陈规陋习依然在顽固地沿
袭，部分村民酒后滋事的情况时有
发生，近年来甚至还发生过酒后酿
成大祸的刑事案件。

获悉芒来村的情况后，耿马县政
协高度重视，按照省、市政协关于推
进“开展院坝协商·建设文明村寨”
行动的工作部署，多次组织人员深入

勐永镇开展调研，与镇党政班子座谈交
流，并走访群众广泛听取意见建议。

通过深入调研，县政协了解到，芒
来村部分群众受教育水平较低，内生动
力不足，法律意识淡薄，邻里间的小矛
盾容易酿成大事件。究其原因，一是受
传统不良习俗影响，文明乡风建设尚存
短板；二是基层普法工作机制不完善，
合力不足，村组自治作用不突显，工作
覆盖有遗漏。

县政协与勐永镇共同研究后决定，
以“纠治不良酒风，建设和美拉祜村
寨”为议题，召开“院坝协商”会，共
同助力建设文明和谐新芒来。

“芒来村地处偏远山区，基础设施
配套不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和
调解处置机制不健全，严重制约着芒来
村的进一步发展。”会上，县政协委员
欧燕率先直击问题本质。

欧燕建议，在芒来村开展“党建+
网络+N”普法进村寨行动，构建全方
位多层次的法治宣传格局；推行“民事
直通”工作法，开展“乡村夜话”“村
民说事”“院坝会”等活动；建立完善
一套基层自治机制，完善村规民约；开
展和美村寨示范建设，深入开展文明评
比、移风易俗等活动，纠治群众不良酒
风等陈规陋习。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就此展开热
烈讨论，纷纷抛出自己的观点。

“拉祜族是‘猎虎的民族’，勇敢和
朴实是我们的代名词，但是随着社会快
速发展，我们有很多传统思想观念没有
得到及时更新，特别是健康知识和法律
知识。”芒来村群众代表罗金华建议，
一方面要组建普法队伍，开展双语健康
知识和法律知识宣传；另一方面要发展
特色产业，吸引人才回流，建设和美拉
祜村寨。

“我是喝芒来村的水长大的，亲眼
看着我们的民族过上了好日子，一定要
感恩珍惜。”教师王贵斌建议，要以党
建引领全民普法，发挥党员主力军作
用，增强群众的法治观念，共促民族
团结。

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勐永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铁所柱认
为，各村党总支书记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动员起
来，利用“三会一课”制度和网格化管
理形式，做好普法宣传。

“老师说，法律是明媚的阳光，是
我们行动的指针。我呼吁所有同学和我
一起，向父老乡亲宣传法律知识，一起
争做‘法律明白人’！”芒来小学学生代
表王润花稚嫩的童声响彻会场。

大家的诚恳建议得到了职能部门的
积极回应。

勐永镇党委副书记杨建昆表示，应
建立“党建＋网格＋民事直通”机制，

聚焦村里事、邻里事、家里事，建立分
级分类办理和民情分析预警机制，确保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我们派出所将严格落实职责使
命，充分发挥宣传主阵地优势，送法上
门，通过加强巡逻执法，提示村民适量
饮酒、健康饮酒，杜绝发生酒后违法犯
罪行为。”勐永镇派出所教导员查高虎
表示。

“在全镇开展纠正不良酒风，建设
和美拉祜村寨——助推普法强基补短板
专项行动势在必行，意义非常重大。”
勐永司法所负责人周正鹏从法治宣传、
重点人员管理和人民调解等方面作出了
回应。

……
会议在县政协副主席孙文利的总结

中进入尾声。经过充分协商讨论，与会
人员达成了四项共识：在芒来村开展

“党建＋网格＋N”普法进村寨行动；
推行“民事直通”工作法；建立完善基
层自治机制；开展芒来村和美村寨示范
建设。

勐永镇党委书记金江云对协商意见
进行现场交办。他表示，在下一步工作
中，勐永镇党委、政府将认真履行好主
体责任，强化两网融合夯实基础，推动
法治德治相结合，强化协商结果运用，
赋能乡村振兴。
（吕金平 王建平 李茜茜 杨丽娅）

文明乡风建设尚存短板 院坝协商达成改进共识

建设和美拉祜村寨，芒来村向陈规陋习说“不” 今年4月，我用家乡的老屋改建
了一间乡村书屋。书屋开放后，每天
都有一群放学后的萌娃来这里看书。
他们稚气的脸上带着些微的羞涩，忽
闪忽闪的大眼睛像是好奇书屋能给他
们带来什么有意思的知识。每次来到
书屋，他们中有的一进门叫声爷爷，
然后就自报家门，提出读书的范畴或
要求，拿到书本就坐在长廊的板凳上
认真阅读；有的则直接掏出作业本，
抓紧做作业。

每当看到这些情景，一阵阵难以
名状的情绪都会涌上我的心头。不只
是感慨这些萌娃们对于阅读的热爱，
更有对自己童年读书时的镜头回放和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的回忆。

还记得1971年的春天，我第一
次从部队返回故乡探家。到家的第二
天，村里的张大哥专门到我家，满脸
愁云地说家里的 4 个孩子全是聋哑
人，希望我帮忙找军队医院给他们治
治病。当年医疗条件有限，我回到部
队后，跑了许多地方，也没打听到能
让聋哑人彻底康复的信息。倒是前几
年，我回村又问起这件事，人们告诉
我，张大哥家的孩子都娶上了媳妇，
而且孙辈中有一个孙女一个孙子考上
了大学。特别是大孙女从山东大学毕
业后，主动申请到西藏支援边疆建
设，如今已经成了一名非常优秀的
教师。

这太让人高兴啦！同时也让我不
由得感叹：读书好！读书不光长知
识，还能改变人的命运。基于这种想
法，我把本村《王氏族谱》翻阅了若
干遍，发现近20年来，这个家族已
经走出了 156名本科生，17名硕士
研究生，5名博士研究生。我本家一
位大爷，一辈子除了种地就是养鸽
子，他的两个儿子一个都没读书，只
能在村里做些粗活；另一个除了自己
热爱读书，还矢志不移地供儿子和女

儿读书，如今一家人都事业有成，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

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书籍是人类
进步的阶梯，尤其是当今社会，不读书
寸步难行，读好了书如鱼得水。也正是
因为这个原因，我下定决心，一定在故
乡办一所书屋，作为乡村振兴的有力辅
助。现在，每天慕名来读书的人络绎不
绝，但我最高兴的，还是看到村里、镇
上小学里的娃娃们愿意来这里读书
求知。

每天学校一放学，孩子们就挤满了
院落，捧起书来认真阅读。我喜欢看这
场面，喜欢看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看
他们的眸子里那望穿日月风云的好奇和
渴望。有一个正在读五年级的女孩，每
天都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不言不语地
认真看书。别的孩子们都走了，她还在
那里一动不动。还有一个上小学六年
级的孩子，从第一次来书屋，就阅读
龚盛辉先生的长篇小说 《中国北斗》。
他说他最喜欢小说封面上印的那句：

“筚路蓝缕的科技强国求索，扬眉吐气
的民族复兴壮举”。听着孩子的回答，
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与畅快。谁敢
说这些娃娃们将来不是遨游太空的杨
利伟、王亚平？不是下一个袁隆平、
屠呦呦？祖国啊，当你呼唤为了民族
复兴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时候，
能利用书屋为家乡作一点贡献的我是
多么幸福！

看着每天来来往往的娃娃们，有乡
亲说：“你当了大半辈子的‘官’，老了
又成了‘孩子王’。”我回答，对，我盼
的就是这一天呢！古人尚且知道“孺子
可教”，我们不更应当把自己的娃娃教
育好、引领好吗？如果孩子们爱上读
书，并且因为读书而成为新一代的农
民、工人、士兵或者科学家，那正是我
的心愿。我愿与娃娃们“携手”，借他
们的光，返老还童，再过一回“六一”
国际儿童节。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萌 娃 当 教
王树理

周末，我和老公带着儿子去婆婆
家吃饭，车开到半路，因为看到路边
有卖西瓜的，便停下买了两个。西瓜
拎到车上，儿子好奇地问：“妈妈，
你怎么还买西瓜啊？奶奶电话里不是
说她家什么水果都有吗……”

我自然知道“家里什么水果都
有”的来历。那还是两三年前，我不
经意间在婆婆面前夸赞了朋友家的
樱桃树，结果老家的坡地上就多了
两棵樱桃树。树刚买来的时候，婆
婆拉着我去看，说是她特意买的 6
年盛新品种樱桃苗，很快就能结
果。那年，婆婆同时还种下了几棵
桑椹，加上每年零零碎碎种下的各
种果树，坡上那一片田地简直成了
一个大果园，现在是油桃、樱桃、
桑椹的成熟季，确实不用买水果，
家里什么都有。

“可奶奶家没有西瓜啊，我们也
买些他们喜欢的东西，让他们尝尝
鲜。”我逗着儿子，又不由心生感
叹：以前我和老公说过，回家最好不
要在父母面前说喜欢吃什么、什么东
西好，不然下一次回去，便能看到他

们栽种什么。公公婆婆都是上了年纪的
人，可不敢让他们这么辛苦。可老公
说，由他们种吧，适量就行。其实种
菜、种果树不过是父母的一个盼头，蔬
菜长大了，果子成熟了，喊儿女们回来
吃，便是他们的盼头。你喜欢拿，便是
他们最高兴的事。

老公说得没错，记忆里，每次从老
家返回的时候，婆婆总会“搜罗”地
里、家里所有能让我们带上的东西，把
我们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而公公便会
抱着孩子在边上看着、笑着。面对他们
的爱，我和老公都明白，儿女们工作、
结婚，一切顺风顺水，便是老人的盼
头；现在他们老了，我们爱他们，心里
有他们，能经常回家陪他们吃吃饭说说
话，就是他们的盼头。

自从听了老公的话，我不再劝公婆
不要种地、种菜了，而是开始经常回
家，陪他们一起下地干活。我们努力工
作，畅意生活，为自己而努力，也为父
母的期盼而努力。我们接受着他们给我
们的一切，同时给予着我们能给的一
切，我们各自享受其中，生活就变得温
暖和美好。

做父母的“盼头”
管洪芬

夏天到了，父亲颇有点小欣喜，
因为他要开启“清凉制造”模式，为
一家人“炮制”夏日清凉。他觉得这
是发挥他聪明才智的最佳时机。每年
夏天，父亲都会为家人制造清凉，他
把这当成是神圣而光荣的使命。

夏风荡漾，槐花开了又落。槐香
散尽，院子里的两棵老槐树渐渐变
得枝繁叶茂，足以撑起满院子的阴
凉。父亲抬头仰望着老槐树，喜滋滋
地说：“夏天有树就啥都不怕了！”他
在老槐树底下收拾出一块空地，并把
这块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家里有一
张小圆桌，因为太小，平时很少用。
父亲把小圆桌搬到干净的空地上，周
围放几张他亲手打造的木椅。这样，
老槐树下的一方休闲天地就打造成
功了。

屋子里闷热的时候，我们一家人
围坐在阴凉的老树下，喝茶、聊天，
有时还会玩扑克，特别惬意。尤其是
夏天的午后，田里的活儿没法做，屋
子里也没法呆，我们就到院子里“避
暑”。父亲喝着放凉的粗茶，优哉游
哉地靠在木椅上说：“一年到头忙忙

碌碌，能歇息这么一小会儿就觉得舒
服。”一阵风来，吹动院子里的花草，
芬芳的气息流淌起来。炎夏中的清凉，
更在于心灵的安静，父亲懂得给繁忙的
生活留出闲暇，让我们享受到慢节奏的
乐趣。

等到天气再热些，父亲就要收拾西
瓜窖了。每到这时，父亲都会招呼我和
哥哥打下手，先清理窖底的尘土、杂
物，有时还要把西瓜窖里面的耳洞再挖
大一些。经过父亲清理过的地窖，里面
宽宽敞敞的，哥哥说躺下睡觉都行。父
亲哈哈一笑说：“这是西瓜‘睡觉’的
地方，等收了西瓜放到窖里，在院子里
乘凉的时候，从窖里拿个西瓜上来吃，
那滋味要多美有多美！”

父亲说得一点不错。夏天炎热，拿
一只大西瓜，放到小圆桌上，用刀切
开，顿时觉得凉气扑面而来。将近一个
夏天，我们都能享受到清凉西瓜的美
味。父亲给我们的，总是最好的。

季节更替，夏日有约。父亲的“清
凉制造”带给我们一夏清凉，而那份细
致而深情的父爱，则带给我们一世的
清凉。

父亲的“清凉制造”
马俊

“走，参加夜话会去……”刚吃
过晚饭，家住山东省宁津县大柳镇中
陶村的赵明升就拿着小板凳向池塘边
的小广场走去。原来，在该村党支部
书记兼政协联络员赵金昌的提议下，
村里的党员干部和村民开始利用晚饭
后一小时的时间，大家围坐在一起，
面对面交流，拉家常、商农事、讲政
策、谋发展，开启了一场“柳下夜
话”。

“村里再种一些好管护的花，环
境才能更美。”……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村民提出
自己的意见和问题，干部对村民的问题
认真记录、有问必答，一场夜话，让群
众既有参与感又有认同感，变成了干群
交心会。

第二天，赵金昌便召集村两委商议
购买了25棵抗旱、耐寒、耐涝、适应
性强、栽培成活率高且造型美观的金枝
国槐用来绿化通村道路。

与此同时，在大家的提议下，中陶
村创造性地推行人居环境整治星级胡同
管护，把全村27条胡同划分为三区并

重新推选胡同长，分区划块共同维护好
村内卫生。“我们对所有的胡同进行评
星定级，对胡同长也进行了调整，通过
挂星级牌和捆绑奖励的方式，让村民和
胡同利益攸关，也让三个分区比一比、
赛一赛，从而调动村民主动参与环境整
治的积极性，争取村里环境再上新台
阶。”赵金昌说。

“乡亲们，现在诈骗有很多方式，
陌生来电不要轻信，如果陌生人要你转
账，一律不要信，赶紧报警……”村干
部在开展“乡村夜话”活动中，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村民宣传交通安全、防
诈骗、防溺水、法律法规、农业田间管
理等各方面知识，听取村民声音，春风
化雨解决群众矛盾，切实增强基层治理
实效。

老石碾、小马扎，我说你听、我问
你答，从柴米油盐到村情国事，从人居
环境到乡村振兴，从干部“端菜”到群
众“点菜”，从等村务到找村务，大柳
镇中陶村在群众经常聚集的池塘边，积
极倾听群众的心声，提升服务群众的
能力。

“下一步，我们要根据各村实际，
创新协商议事新举措，打造‘柳下夜
话’协商品牌，架起干群互动平台、话
出村内和谐稳定，走出乡村治理新路
径。”大柳镇政协委员联络室主任陈
胜说。

“柳下夜话”家常事 协商共建中陶村
孙高德 郭炳恒

“我认领1亩地、我认领1分地
……”短短2个小时，在涟水县政协
委员微信群里，就有 171 名委员踊
跃报名、成功认领 72 亩政协委员

“同心米”。
近年来，江苏淮安涟水县政协通

过组织市、县政协委员开展“一认一推
三带动”认领“同心米”活动，积极探
索委员履职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2022 年，在涟水县皂角村“有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助力乡村
振兴 带动群众致富”成为委员们协
商议事的主题。“能否通过涟水大米
的高端化、品牌化建设，走出一条富
民强村的新路子？”协商议事活动
中，委员们陷入沉思。

“江苏省农科院首席专家王才林教
授有‘南粳之父’美誉，找他就能实现
大米高端化。”有委员提出。经联系，
王 教 授 向 委 员 们 推 荐 了 “ 南 粳
9308”稻种，这是针对江苏淮北地区量
身打造的新品种，具有口感好、抗性
强、出米率高等优点。

有了良种，让委员们看到了“以
米致富”的曙光。此后，更多委员在
协商议事中积极为涟水大米的高端化
生产献策，乡村振兴的思路也逐渐清
晰起来。

“有机种植技术能否得到保证？”
“大米销路能否有保障？”“稻米加工
和包装有没有门路？”“有机种植如何
助力强村富民？”……万事开头难，

在协商议事活动中，镇村干部、政协委
员、种植大户、群众代表、种植专家等
齐聚一堂，一个个疑问就是一道道摆在
面前的难题，大家集思广益，就如何克
服难题、打通每一个环节热烈讨论着。

经过多次协商，逐步形成了“政协
委员认领、推动涟水大米品牌建设、带
动种植户、村集体、低收入农户共同增
收”的“一认一推三带动”政协委员

“同心米”认领活动。其中，大米销售
收入的60%归种植户所有，40%归村集
体所有，村集体收入的50%分配给低收
入农户。很快，50亩“同心米”就直
接为村集体增收12万元。

2023 年，为了“同心米”能走向
更广阔的天地，委员们再次相聚，将目
光聚焦在“涟水大米”如何更好发展
上。经过前期的充分调研，委员们认为
还存在认领方式不够灵活、推广模式不
够深入、外包装标识不够突出、价格偏
高等问题。经过充分探讨，委员们承诺
帮助农户销售、扩大品牌影响力。同
时，在去年 50 亩的基础上进行扩种，
覆盖两个村。

“一定要严把质量关，严格按照有
机大米的规程进行种植。”“改一分地认
领为半分地，以吸引更多消费者。”“亮
化外包装，做好‘涟水大米’和‘南集
大米’区分标识。”……一个个承诺掷地
有声，铺开了皂角村强村富民的新画
卷。如今，“同心米”正在擘画乡村振兴
的蓝图上不断发芽、开花、结果……

江苏涟水：

粒粒“同心米”深深助农情
王玉峰 杨海燕

“乡亲们，快来呀，专家亲戚又
来咱村送技术啦……”随着九三学社
河南省漯河市委会主委焦红艳和九三
学社河南省水利厅委员会副主委张弛
带领的专家组一行的到来，漯河市源
汇区陶桥村的村民们奔走相告，寂静
的小村庄很快“沸腾”起来。

5 月 17 日是九三学社漯河市委
会组织邀请的九三学社河南省水利厅
委员会7位水产养殖专家来陶桥村送
技术送服务、为陶桥村乡村振兴把脉
问诊的日子。本次水产专家来到陶桥

村，是就该村生态养殖与乡村文旅融合
进行的一次专题调研，也是在今年2月
份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调研。

今年2月，九三学社漯河市委会邀
请九三学社河南省水利厅委员会副主委
张弛带领新能源企业家、乡村文旅专家
等一行到源汇区问十乡陶桥村等四个乡
镇进行乡村振兴调研和同心共建帮扶活
动，并和源汇区问十镇人民政府现场签
订了 《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九三学社河南省水利厅委员会和问十乡
就陶桥村乡村振兴结对帮扶初步达成了

结对意愿。
上次调研结束后，专家们对陶桥村的

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此次又专门组织水
产养殖专家来村里进行专项把脉问诊。

在现场听取问十乡负责人关于陶桥
村的水资源水生态情况汇报，实地察看
了陶桥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后，专家们就
陶桥村生态治理与乡村文旅融合、水产
品养殖方向与模式等问题，为陶桥村乡
村振兴路径建言献策，并与陶桥村养殖
大户进行现场座谈交流，就村民们关心
的种苗、回收、技术等问题一一予以解

答。源汇区区委统战部、源汇区文化和
旅游局、问十乡相关负责人也就村民们
关心的政策问题进行了认真回复。

“我们将围绕陶桥村‘农旅文水’
如何有机结合确立课题，深入调研，力
争让专家带来的资源和项目早日落地生
根。”焦红艳说。源汇区副区长安小伟
表示，下一步，问十乡要同专家组一行
做好深度对接，凝聚独特资源优势、打
造自己的特色亮点，与“结成亲戚、结
好对子”的专家企业家常走动、多亲
近、多沟通，要把项目落地落细，让村
里的老百姓看到希望、感到实惠。

焦红艳和安小伟的话给村民们吃下
了一颗定心丸。陶桥村党支部书记陶军
华表示，一定和专家们对接好，把项目
落实好，让村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发展
带来的红利。

养殖专家来了，寂静的陶桥村很快“沸腾”起来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吴继红

日前，河南省尉氏县政协委员在邢庄乡郭佛村向蒜农了解大蒜销售情
况。近年来，尉氏县邢庄乡以“有事好商量议事室”为载体，广泛征集社情
民意，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受群众好评。

李新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