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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想把母亲接
进城里与我同住，可母亲总是借口在
乡下生活惯了，不愿进城。

因为不放心母亲，那些日子，
我总隔三差五回家看看，哪怕是坐
下喝杯茶就走，母亲也很开心。可
从老家到县城，来回往返很费时
间，没坚持多久，我计上心头：“何
不给母亲买一部智能手机，教会母
亲打视频电话，这样在手机上就能
看到母亲，不就省了我每次来回奔
波？”

自从给母亲买了智能手机后，
我便不再像从前那样一有空闲就往
家跑。如果想看看母亲，我会拿起
手机，直接与母亲视频通话，感觉
惬意多了。“妈，您今天吃的什么？
怎么这么少呀？干吗不多做几个下
饭 的 菜 ？” 我 隔 着 手 机 屏 问 她 。

“妈，您有了智能手机，我现在不用
来回折腾了，视频电话真方便呀。”
我赞叹道。

然而，就在我每次得意于视频电
话的好处时，电话那头的母亲似乎渐

渐少了回应。我甚至感觉到母亲的话语
中隐藏着失落，这让我很是不解。

直到有一次，我和同事大刘聊起孝
顺老人的事情。大刘说，两年前，他也
给老人买了智能手机，还给家里装了监
控摄像，这样他可以看到老人的日常，
让平时工作很忙的他宽心了不少。可随
着他回家看望老人的次数越来越少，老
人每次视频电话时总问他：“下个假
日，你和孩子回家吗？”听了大刘的
话，我突然明白了最近母亲不对劲的原
因。原来，母亲并不满足于我“隔屏”
的孝顺，她还是更喜欢我像从前一样，
常回家看看。

当下，很多年轻人像我一样，想看
看在老家的老人，就打个视频电话。虽
然科技可以让生活更美好，通过镜头看
望老人既快速又便捷，但“隔屏”的孝
顺，永远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关爱。儿
女常回家看看，是老人内心最大的期
盼。作为儿女，帮助老人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哪怕是陪老人聊聊天、喝喝
茶，那种幸福，也不是“隔屏”的手机
可以代替的。

不要“隔屏”的孝顺
钱永广

母亲年轻时喜欢写日记，后来
因为生活忙碌，中断了多年。如今
母亲上了年纪，也想记录一下生
活，便把写日记的习惯重新拾了起
来。我很支持她写日记，既能锻炼
思维，还能留下点滴回忆。

母亲的日记其实类似记事本，
每天摆在桌子上。她说里面没有秘
密，谁都可以看。那天我翻开母亲
的日记本，看到她记录了跟老姐们
一起去游玩的事。母亲写道：“今天
真是太开心了，玩得真好！”我忍不
住偷笑起来，人老了容易满足，一
次公园游就让她们高兴好几天。

我再往后翻，发现母亲的日记
本记的都是“太开心”“太好玩”。
有位老同学来看望她，太温馨了；
跟父亲一起去走亲戚，很幸福；孩
子们回家聚餐，真欢乐；外孙找到
了不错的工作，太值得高兴了……
母亲的日记本里，满满的都是幸福
和欢乐。见母亲进屋，我跟她打
趣：“妈，您的日记本真是‘正能
量’日记本，难道您的生活中就没

有点烦心事？”母亲哈哈一笑说：“烦
心事还记它干吗，开心事都记不过来
呢！”

母亲对我说：“我觉得写日记可有
意思了，我把开心事都记下来。没事
的时候，翻着日记本看，我一边看一
边笑，心里觉得自己真是个有福气的
人。有时候我还让你爸看呢，他看了
也说应该多记好事。”听母亲这样说，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真不错，不纠缠在
糟糕的事中，让正能量成为生活底
色，值得我学习。

受此启发，我在给父母尽孝心方
面也有了新思路。为了多给母亲创造
正能量“素材”，我组织了一次家庭旅
游，晚上母亲说：“今儿我得好好写篇
日记，把咱们旅游的事写下来。”我们
都被母亲逗笑了。妹妹说：“妈，以后
我得让您的正能量日记本越来越丰
富，下周咱们去吃大餐！”母亲说：

“哎呀，这样有点太刻意了吧？”可我
们都觉得，孝心带点刻意也无妨，母
亲的“正能量”日记本一定会给我们
家带来满满的幸福。

母亲的“正能量”日记本
马 俊

月亮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于我来
说，对它始终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结。

每当想起月亮，我的脑海中便会
浮现它各种不同的样子：有特别明亮
的白玉盘，有镶金边的橙色圆，有宛
若银鱼的梦之船，也有形同豆芽的钓
钩弯……与这些颜色和形象一同存入
脑海的，还有那些传神的称谓：玉
兔、夜光、太阴、素娥、冰轮、玉
蟾、桂魄、婵娟、玉钩、玉镜、冰
镜、广寒宫……除了这些寄托着人们
美好期待的称谓，许多千年流传的故
事传说，什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
嫦娥奔月……简直不胜枚举。

因为有着众多美好寓意，月亮不
仅为普通百姓喜爱，千百年来也被诗
人们反复吟咏。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
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
人”；杜甫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
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
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
幌，双照泪痕干”；还有辛弃疾中秋
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送月词，
调寄 《木兰花慢》 云：“可怜今夕
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
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是天外。”如
此这般情思，何等动人心魄？

相比于对文人所吟诵诗词的欣
赏，故乡的人们，尤其是孩子，更喜
欢猴子捞月亮的故事。虽然它讲的是
个空忙一场的童话，却也表明纯洁精
润的月亮不仅是人类的朋友，也被动
物们所喜爱。试想，一只猴子看到月
亮掉在井里，不忍心它的坠落，下决
心要把它捞上来，该是一种多么纯粹
的仁爱之心！还记得儿时，生产队的
饲养员洪佑大伯，为了寻找一头跑丢
了的小毛驴，把我们几个八九岁的娃
娃招呼到饲养场，说：你们要像猴子

捞月亮那样，只要见到驴驹子的影子就
赶快告诉我。我们几个孩子应声而去，
不到一个小时，就在马车店里找到了那
头驴驹子。

长大成人后，我离开家乡，月亮仍
一步不放地追着我的身影，像一艘夜航
船上的航标灯，为我扫除暗夜的云霓和
雾障，指引我前行。28年前的8月，一
场突如其来的水灾从太行山脉咆哮着直
奔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而来，作为行洪
河道的漳卫新河，已被推挤在河滩地
上，河坝随时有垮塌的危险。我和县里
的干部带领 3 万民众奋战在抗洪第一
线。每当夜幕降临，我们都会借着天空
的一轮皎月，乘船清理拥塞在河道里的
柴草，堵塞大坝上出现的管涌。就这样
前前后后奋战了14个昼夜，每晚都有
月亮的陪伴。

灾情结束之后，我常常想起抗洪救
灾夜晚的月亮，并由此联想到在部队夜
间站哨时的月亮。

那是在千里冰封的塞外高原。望长
城内外，除了高天悬挂的一轮明月，就
只有一片月色里的银白。月明星稀，乌
鹊南飞。我手握钢枪，突然就想到了那
只执着于捞月亮的猴子。于是，我努力
着把手中的钢枪攥了又攥，使劲地把两
只脚向上提拔。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与
那又大又圆的月亮融为一体了。我成了
一尊雪人，身体冰冷内心却火热。若干
年后，我不再浪漫，但在电视剧《跨过
鸭绿江》中看到冰雕连的群像，看到为
抗击侵略者而献身疆场的英雄们的壮举
时，我再一次想到月亮，想到站在月光
里的自己，自豪油然而生。

尽管我从故乡走出来了半个多世
纪，但月亮却始终伴随着我。那是故乡
的月亮，更是我心中不灭的光亮。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心中月儿圆
王树理

“野酸枣浑身是宝，既可以做
成食品又可以加工成中药材。”近
日，在河南省鲁山县白草坪村村
委会，来自九三学社河南农业大
学委员会和九三学社平顶山市委
员会的专家们齐聚一堂，共同谋
划白草坪村产业发展事宜。

白 草 坪 村 地 处 山 地 丘 陵 地
带，生长着连片和半连片的野生
酸枣树，分布在方圆80平方公里
的范围内，约有 3000亩的成熟植
株。“我们初步设想，春天采摘酸
枣叶加工成酸枣茶叶，秋天果子

加工成酸枣仁，目前一斤酸枣仁的
市场价在千元左右。”白草坪村党支
部书记温建国介绍道。

了解到村里的情况后，在座的
专家们纷纷“支招”：“野酸枣价值
高主要集中在酸枣仁，果肉可以做
成饮料、零食等，但要注意一定不
能提前采摘。”九三社员、河南农业
大学植保学院植物科学教授王红卫
说。“酸枣属于药食两用食品，可以
做成普通食品，也可以做成保健食
品。”九三社员、河南农业大学食品
学院教授艾志录补充道。

“先小规模试水，根据发展情况，
可以通过收购周边乡镇野酸枣，以点
带面，带动全县野酸枣产业发展。”九
三社员、河南农业大学省农业资源优
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根明建
议。“要摸清现有产量，做好可行性规
划，找到一个有能力、有意愿、有担当
的‘带头人’也很关键。”九三学社平
顶山市委会秘书长、鲁山县政协副主
席陈延庭说道。

得知白草坪村还种了大面积的
梨树，九三社员、河南农业大学植
保学院院长安世恒提醒道：“梨树要

做好锈病预防，尤其要远离侧柏，
侧柏是梨锈病的主要来源。”温建国
连连点头，“今年春天发生了很严重
的锈病，多亏上次九三学社专家来
调研发现得及时，措施采取得当才
避免了损失。”

随后，大家一同考察了白草坪
村野酸枣生长情况。“下一步我们要
加强联系，根据白草坪村需求，定
期组织专家前来指导，共同为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献计出力。”九三学社
河南农业大学委员会秘书长张莉莉
表示。

白草坪里有酸枣 专家支招变成宝
马赛音 本报记者 靳燕

时下正是无筋豆上市的季节，
走进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
勒市江边乡宁就村，处处是村民忙
碌的身影，他们有的在采摘、有的
在包装，一筐筐新鲜的无筋豆经过
打包、称重后，远销广州、深圳
等地。

宁就村气候独特、土壤肥沃，
非常适宜蔬菜种植，近年来累计发
展板栗种植 4000 亩、冬早苞谷
3000亩、蔬菜 2500余亩，种植日
渐规模化，预计年产果蔬 4000
吨。然而，如何将优质农产品从偏
远山区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获得更
优价格，却成为困扰宁就村村民的
难题，也成了地方党委政府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路上的“拦路虎”。
获悉情况后，弥勒市政协副主

席、“院坝协商”召集人赵学磊立即
召集江边乡政协委员履职小组成员，
组织前期调研，深入宁就村了解情
况，听取农户的想法和意愿，做好协
商议事前期的基础性工作。在此基础
上，于今年4月搭建起“院坝协商”
议事平台，邀请相关协商主体，就

“助力小乡村对接大市场”召开协商
议事会。

“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科技水平
的不断提高，种植、养殖户增产不增
收现象非常普遍，除了宁就，周边的
挨村、布腊村也存在这种问题，应该
统筹规划布局，整合策划、包装和推

介项目的资源，实现三村联动。”
“蔬菜难卖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

流通网络不健全，我们可以引入直播
带货的模式，在宁就培养一批本地乡
土带货主播，借助网络助农促销。”

“农户们多是分散生产，这就需
要加快建设农村流通合作组织，把千
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连接
起来，有效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
化程度。”

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终
达成了江边乡政府牵头统筹规划布
局，理清宁就村、挨村、布腊村蔬菜
及干果种植规模和发展潜力，找准定
位，共谋发展；加大外来人才引进和
本土人才培养力度；引进入驻供销系

统“云品惠”等网上销售平台，加大
产品与市场对接；探索成立农村专业
合作社等共识。

目前，江边乡政府正积极制定宁
就村、挨村、布腊村三村联动发展规
划，围绕番茄、辣椒、无筋豆种植等
开展农业科技知识培训 3 期，投资
280万元的宁就村蔬菜分拣包装场也
已建成投用。积极推进成立宁就村蔬
菜种植合作社，与挨村村委会组建产
业发展联盟，采取“村集体+合作
社+企业+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全力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蔬
菜产业，让小乡村对接大市场，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把菜卖出去，还能卖上
好价钱。

宁就村中好果蔬 助农增收不含糊
李茜茜 陈向东 本报记者 吕金平

“有居民从楼上接出电线给电动
汽车充电，安全隐患很大。”近日，
青岛胶州市中云街道工作人员通过

“文明青岛随手拍”小程序了解到辖
区宋城美域（北区）小区存在飞线充
电问题，立即赶往现场劝导。从问题
发现到问题办结反馈，仅用了半天
时间。

“道路升级改造后，部分路段线
杆仍然留存在路面上，如北京路常州
路路口、杭州路扬州西路路口等地，
不仅影响了市容市貌，还阻碍了交
通。”胶州市政协主席孙晓兵发现这
一问题后第一时间带领政协委员和相
关部门实地调研，相关部门现场拿出
了解决方案，推动问题解决。

发现问题一键推送、整改督办一
网联动、处置动态一图掌控……“文
明青岛随手拍”平台自今年2月上线
运行以来，已推动解决群众身边难题

24万件，线索处置率达 99.24%，成为
青岛打造现代化治理样板城市的一个生
动缩影，同时也回答了“大城善治”的
时代课题，全面提升了青岛城市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今年，青岛实体化运行公安、住
建、交通运输等 9 部门组成的工作专
班，围绕重点区域、主城区、施工路
段、工程建设，“一点一策、一路一
策、一区一策”推进精细化治理，不断
提升道路交通运行质效。在公安部交通
科学研究所发布的 《36个大城市交通
运行态势对比分析报告》中，今年一季
度，青岛市道路交通运行健康指数居全
国同类城市首位。

百姓心安才有社会平安。从这个意
义上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共建共
治共享，必须让人民群众“心气顺”，把矛
盾纠纷化解在群众“家门口”。

由此，“青诉即办”诉求解决平台

应时而生。时下，青岛在市、区（市）
全面构建起“1+10”的“青诉即办”
诉求解决平台体系，精准回应和解决民
生、发展、执法三大类诉求。目前，

“青诉即办”诉求解决平台微信公众号
关注人数已达472万人；今年上半年，
累计受理各类诉求32.26万余件，其中
93.8%的事项已在区 （市） 平台办理完
毕，群众满意率98.42%。

“平台体系的应用，使群众诉求反
映更加便捷，办理路径极大缩短，基本
实现‘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
问题在区市解决’。”市政府办公厅有关
负责人说。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同样离不开数字
化赋能。在青岛，城市大脑让城市会思
考、治理更有效。

一部手机游青岛、“刷脸”“扫码”即
可办事……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
人，都清晰地感受到数字化建设带来的

美好变化，各种便利“看得见、摸得着”。
以“爱山东”客户端应用为例，青

岛迁移整合上线超2700个政务服务事
项，企业市民“想办什么，就办什
么”。办事过程中，实现近7000项政务
服务事项亮码办事，电子证照类型总数
达 272 个，市民“跑腿减少，材料少
交”。在办事地点上，建设镇 （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138个、村（社区）便民
服务站1999个，全覆盖设置基层便民
服务镇 （街道） 网上站点 138 个、村
（社区） 网上站点 2098 个；布设 1000
余台综合自助终端，将政务服务延伸到
全市 700 余个银行网点或便民服务场
所，办事群众“想在哪办，就在哪办”。

城以人为本，人以城为家。随着现
代化治理样板城市建设的持续深入推
进，青岛城市治理的温度、精度、效能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问题随手拍 难题马上办 便利看得见

青岛：解码大城善治 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记者 陈小艳 通讯员 陈笑蔚

夕阳西下，夜幕临近，江苏省丰
县顺河镇岳庄村协商议事长廊内逐渐
聚集起众多村民，镇村干部、住镇政
协委员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一场别
开生面的“夜话协商”拉开帷幕……

今年6月份以来，为更好发挥协
商议事作用，丰县政协以顺河镇为试
点开展“夜话协商”活动，在有效解决
群众白天忙于生产问题的基础上，为
群众搭建议事平台，通过零距离倾听
群众心声，引导群众广开言路、反映诉
求，共同解难题、话发展、商对策、谋振
兴，为乡村振兴凝聚智慧和力量。

“咱们大家不仅要收拾好自家院
子和房前屋后，还要关注村组脏乱差
的地方，不乱倒污水、不乱丢垃圾，
咱们的生活习惯变好了，生活环境也
会越来越好，我们村也就越来越美
了。”岳庄村党支部书记岳彩亮就近
期开展的村庄垃圾清运工作进行了政
策宣讲。

通过完善村规民约、评比美丽庭
院、树立典型示范，以点带面、以典
促优，充分调动村民自觉参与村庄环
境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村民们各抒
己见，纷纷提出自己对村庄垃圾清运
工作的看法、建议和期望。村干部一

边听一边记，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一一解
答，现场气氛热烈融洽。

“我们就是想和大家在一起聊聊家
长里短、说说心头难，你们在生产生活
上有什么困难，对居住环境、村庄建设
各方面有哪些想法都可以讲一讲。”顺
河镇副镇长惠科翔的话，进一步拉近了
和群众的距离，村民们围绕村里产业发
展、乡村治理、人居环境、挖沟渠项目
等方面畅所欲言。与会的镇村干部、政
协委员通过倾听村民心声，了解到大家
的所需所盼，在沟通交流中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法。

“以前村里开会都是集中在村部会
议室里，只有部分群众代表参加，现在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心里有啥想法
和疑问都可以说出来，有商有量，烦恼
难题也没了，这样面对面、心贴心、真
舒心。”土囤村村民杨新花说道。

夜色越来越浓，“夜话协商”的氛
围也愈发浓厚，大家的话题没有间断
……据介绍，今年以来，丰县政协着力
推动专题协商、联动协商、界别协商，
鼓励创新特色协商模式，开展微心愿、
微协商、微服务等委员履职活动，共开
展各类协商议事活动521场次，推动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468个。

岳庄村里的“夜话协商”
高圆圆 本报记者 江迪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
种植的4万多亩枸杞今年
喜获丰收。连日来，农户
们抓紧时机采摘、晾晒，
完成客户订单。近年来，
山丹县不断加大枸杞产业
发展力度，经济效益日益
凸显，走出了一条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之路。

图为种植户在采收和
晾晒枸杞鲜果。

王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