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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插枪、锁车……一套动作
行云流水，这是家住上海市松江区洞
泾镇庄泾苑小区的蒋华平今年以来的

“日常”。不过，如今的“日常”却是
曾经的“奢望”。“一年前，我和邻居
们还在到处‘打游击’，谁也没想到
这么快就能在自己的小区楼下放心充
电。”蒋华平说。

“没想到这么快能解决”的蒋华
平其实比他的邻居们更了解这些充电
桩的由来——去年3月9日，作为小
区业委会代表，他应邀参加了松江区
政协洞泾镇委员工作站召开的“协商
在一线”调研座谈会，会议主题就是
关于“小区新能源充电桩合理设置及
长效管理”。

早在 2022 年，面对新能源车快
速增加和充电桩设置不足及管理混乱
的矛盾，洞泾镇政府在辖区内个别小
区开展试点，尝试推动政府主导新能
源充电桩进小区，提高充电桩质量和
管理运营水平。

“20多个老旧和动迁安置小区对
充电桩都有实际需求，但已安装充电
桩的仅有几个，这里面还包括个别

‘僵尸桩’（业主搬离小区后遗弃），
且管理和运营方式不一、价格不一，
油车占位、私拉电线等问题突出，群
众意见很大。”洞泾镇党委有关领导
说，这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试点已经开始，但推开有个过

程。要想让这件居民翘首以盼的好事尽
快落地，需要有额外的推力。”同样察
觉到问题迫切性的洞泾镇委员工作站的
委员们抓住这个议题，决定帮着党委、
政府“推一把”。

于是，洞泾镇委员工作站将这个议
题确立为年度协商议题。3月9日的这
次“协商在一线”调研座谈会，就是工作
站在前期调研基础上召开的。参加会议
的有区政协领导、委员，有分管副镇长，
有具体落实该项目的镇属物业公司，还
有居委会书记代表、业委会代表、居民代
表和企业代表等。用松江区政协委员、
洞泾镇委员工作站站长周乾新的话说：

“能来的、该来的，几乎都来了。”
在考察了试点小区渔洋苑后，到会

的居委会、业委会、居民代表提出需
求；物业公司代表介绍了区域内充电桩
设置情况等。洞泾镇副镇长张华麟在现
场向各方呼吁：应当以政府牵头、多方
协同共治的方式，真正缓解居民充电难
题……

这次会议，让从未接触过政协工作
和现场协商的蒋华平深受感动。“这些
政协委员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他们
关注并推动民生工作，让我们对问题的
解决有了信心。”

果然，就在会后不久的 3 月 21
日，洞泾镇委员工作站关于小区公共充
电桩设置及长效管理的协商议题，被列
入了松江区三办联发的重点协商计划。

而洞泾镇政府主导的充电桩项目，也随
之迅速铺开。

在老旧和动迁安置小区推进新能源
车充电桩的安装、运营和管理，对洞泾
镇政府来说是新的工作内容。对于这种

“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镇政府并没
有单打独斗，而是邀请政协在内的各界
人士共同参与，协同解决。

去年 8月 21日，洞泾镇委员工作
站举行专题协商会，请来属地领导、区
发展改革委、区房管局、电力公司等职
能部门相关负责人一起“坐下来”协
商，现场推动项目实施过程中具体问题
的具体解决。坦诚沟通之后，相关职能
部门对委员们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现场
解答和表态——

区发展改革委提出，将根据相关文
件要求指导和协调充电设施建设。对于
运营支持政策，也会进一步研究并做好
相关宣传，支持政策切实落地。对符合
规定的共享充电示范小区，给予一定的
财政资金补贴。区房管局承诺，对符合
条件的老旧小区等将共享充电桩纳入综
合改造工作一定予以支持。指导小区改
造实施单位和充电企业合作，统筹推进
小区车位增设和共享充电桩布局。电力
公司则表示，为更好地鼓励电动汽车充
换电设施发展，会科学推进充电设施互
联互通，与街镇合力加快充电桩增容送
电工作，保障市民绿色出行。

协商过后，问题一个接一个顺利解

决，“充电桩进小区”的推进速度超出
预期。截至去年，洞泾镇内所有老旧及
动迁安置小区，由镇管物业和企业统一
安装的印有洞泾logo的近200台新能源
汽车共享充电设备，正式投入使用。

“大部分老旧及动迁安置小区内，共享
充电设备都实现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覆盖
率。”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现在给新
能源车找桩位充电，“就像用‘充电
宝’那样方便”。

不仅如此，洞泾镇委员工作站的杨
群委员在多次深入调研后，还形成了
《构建“统建统维”运营模式，破解社
区充电桩安装难》社情民意信息，报送
市政协并被采用。这份信息的主要内
容，是关于社区充电桩安装之后的运营
管理。“充电桩建起来了，如何使用、
如何维护，如何管理、如何运营，都是
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一步做好了，后面
每一步都要走好。为长远计，我们要继
续为政府做好参谋。”杨群说。

如今，洞泾镇充电桩管理运营机制
正不断创新完善——专门为“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的设置和运营”搭建协商组织
模式；形成了规范充电制度，制定公共
充电桩管理公约；创新多方参与办法，
科学分摊成本并建立社区居委、业委、
物业三驾马车及电力企业、充电桩运营
商等主体多方受益的机制；明确业委
会、物业服务方等管理职责，通过自治
规则形成充电桩的共治共享……

“现在给电动车充电，就像用‘充电宝’那样方便”
——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委员工作站全程助力破解“充电桩”难题的故事

潘良蕾 本报记者 顾意亮
农村盖房搭屋，最重要的就是夯

实地基。如今夯实地基，都有电夯、
空气锤、履带式镇压机械等专业设
备，但在五六十年前的广大农村，一
说谁家要盖房搭屋，只要夯歌一起，
全村的青年人就像听到集结号一样，
跑到需要帮工人的家里，一起夯实
地基。

盖房现场，两三盏马灯，两三盘
有圆有方、重达上百公斤的石夯，就
是所有工具。石夯上部有凹槽，一根
四五尺长对把粗的木杠，横向固定在
石夯顶部的凹槽里，四根木柄成八字
形分别固定在大杠两侧，据说“共”
字的甲骨文就来源于夯的形状，可见
打夯自古就是多人共同完成的劳动。

打夯是力气活，六人一班，两人
抬大杠，双手抓杠，不仅抬夯，还负
责夯的走位，需有经验的人担当。四
人执木柄（有的地方是绳索），单手
用力，累了可以倒手。随着喊号人的
一声号令，夯歌即起：

“一女贤良是孟姜哟，唉……嗨
……二郎担山赶太阳哟，唉……嗨
……三人同行有我师哟，唉……嗨
……四人四马大投唐哟，唉……嗨
……伍员打马过昭关哟，唉……嗨
……镇守边关杨六郎呦，唉……嗨
……”一句号子，一声应和，抬夯人

“唉”的一声拖着长腔把夯托向高
处，又“嗨”的一声顺势回带，给石
夯一个向下加速度，使夯重重落下。
之后，便让石夯在浅浅的地基坑道上
慢慢行进。

除了传统号子，喊号人也临场发
挥，即席吼唱：“一夯接一夯呦，唉
……嗨……夯夯要砸平啊，唉……嗨
……这夯砸得好哟，唉……嗨……还
差十来夯哟，唉……嗨……”喊号人

站在高处，所谓旁观者清，要时刻提醒
大家：“前面要拐弯哟，唉……嗨……
大家看脚尖哟，唉……嗨……”有时又
诙谐幽默：“二哥加劲干哟，唉……嗨
……二嫂来观战哟，唉……嗨……爷们
儿加把劲儿哟，唉……嗨……为了咱后
辈人哟，唉……嗨……”

还有的抬夯人根据季节的变化，给
夯歌加进顺势而成的文学元素。如春冬
交替季节的夯歌，就挺有意思：“风雪
奏春歌哟，唉……嗨……众人抬石硪
哟，唉……嗨……家和万事兴哟，唉
……嗨……有福共同过哟，唉……嗨
……”

印象中，我们村子里夯歌吼得最好
的，是王宗平哥和王树和哥，前者没念
过多少书，夯歌却吼得漂亮，粗犷豪
放；后者高中毕业，是一位小学教师，
说话文绉绉，唱词也有讲究：“小伙子
们哟，唉……嗨……高高地抬哟，唉
……嗨……狠狠地砸哟，唉……嗨……
盖好了房子唉……娶媳妇嗨……生胖娃
唉……嗨……”

如今，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打夯已
经成为历史，会吼夯工号子的人也大都
作古。但是，夯工号子作为农耕文明的
一种伴生艺术，还时常穿越时空，在我的
脑海里闪现。这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和体
现着自然经济的夯工号子，生动形象地
再现了60年前我国农村社会的精神风
貌，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
面，同时又升腾着向往美好生活的意
念。如今，能记得起夯歌和夯工号子人
已经为数不多，每每想起，心底都会泛起
涟漪。夜深人静抑或白天家中无人的时
候，我也会忍不住压低嗓门偷偷地哼两
嗓子。现在的孩子们哪里知道，人老了，
乡愁就是一曲夯歌。即使住在有空调的
楼房里，也忘不了夯歌就在耳边……

渐行渐远的夯工号子
王树理

时下流行找“搭子”。不管是工作
学习还是运动休闲，甚至是下馆子吃
饭，都想找个“搭子”互相做伴。想想
也不无道理，一个人总是孤独的，有个
伴就不一样了。年近半百，我已经不
再跟年轻人一样追风，但是细想想，爱
人不就是我的“搭子”吗？尤其在家务
活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呢。

刚结婚那会儿，我的大男子主义
比较严重。吃完饭把碗一丢，就去客
厅看报纸看电视，任凭爱人在厨房里
洗锅抹盆。有时候她会让我搭把手，
我就找各种理由推托，不是说今天在
单位累了，就是说明天我来做家务。
爱人见我不愿意洗碗，就让我去拖地，
我支吾一声说：“好的，我一会儿就
来。”结果只有声音响，不见我挪身。
爱人把厨房都收拾干净了，我还在沙
发上坐着。

有了孩子以后，家务活明显多了
起来，看着爱人天天在家里忙这忙那，
我脸红了，一改过去“大爷”的样子，从
煮稀饭、洗碗开始，跟爱人一起做家
务。开始的时候，我负责炒菜，爱人就

负责买菜洗碗。如果哪天她炒菜，我就
负责洗碗。我拖地，她就负责抹橱柜桌
椅，分工明确。

但时间一长，就发现问题了：爱人不
喜欢洗碗，虽然那天是我炒菜，到她洗碗
时就磨磨蹭蹭，有时候还洗得不十分干
净。我拖地的时候也是粗枝大叶，边边角
角都拖不到，有时是蜻蜓点水一样轻轻掠
过，爱人每次都有意见，说还不如她自己
拖地。再后来，家里就慢慢形成了如今的
局面——不管谁炒菜，碗都是我来洗。家
里的地由爱人包拖，垃圾由我来倒。衣服
由她初洗后放洗衣机，晾晒交给我……总
之，所有的家务活都按照个人的擅长和喜
好进行了更“科学”的分配。

“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
园”。结婚20年来，我和爱人不仅在家
务活上互相搭伴着做，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也都是分工配合做，不完全是“男主
内、女主外”。谁更适合做什么事、谁最
能做好什么事，就让谁来做，另一个人就
做好配合和帮衬。也正是这样，让我们
的生活越搭越顺、越搭越好，小日子也越
过越甜蜜。

家务“搭子”
谢文龙

父亲特别喜欢“心灵鸡汤”，经常
在朋友圈转发这类内容，完了再转发
给家庭群，最后还要单独给我发一
次。每次收到这些，我都会回复一个

“大笑”的表情。
不久前，父亲发过来一句：“当眼

泪流尽的时候，留下的是坚强。”我同
样回复了大笑的表情。没想到父亲不
乐意了，立即发语音质问我：“我看到
说得特别好的话，就发给你，你怎么不
管什么内容，都呲牙大笑？”我握着手
机笑得更厉害了，回复他说：“爸，您知
道您发的这些叫啥吗？叫‘心灵鸡
汤’。‘心灵鸡汤’现在有贬义色彩，就
是一些哄小孩的空话，没营养，看多了
也倒胃口！”

我这样一说不要紧，父亲那边的
“心灵鸡汤”一串串发了过来。我实在
招架不住，便对父亲说：“‘心灵鸡汤’
对年轻人有用，我都这个年纪了，对这
些不感兴趣了。”父亲的语音又发来
了，语气很郑重：“这和年纪没关系。
你忘了吗？你落榜后我就是用这样的
话激励你的。要不是我的方法好，你

能有现在？”
我这才想起来，高考落榜后，我一度

特别迷惘。父亲见状，在我的笔记本上
写了几个大字：“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学
生时期，父亲也会在送我的笔记本扉页
上写一些励志格言：“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有志者，事竟成”“天
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
九的汗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
网”。我工作后，父亲依旧善于用名言警
句激励我，带给我很多力量。

父亲对我说：“当年的那些名言警
句，跟现在你说的什么‘心灵鸡汤’其实
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换了种说法，道理
却还是那些道理。我觉得有些话说到我
心里去了，所以才发给你。”父亲的一番
话说得有理有据，我也终于明白，父亲给
我发“心灵鸡汤”，其实是希望我在有些
事情上有所警醒。

“人生没有假设，当下即是全部。总
是看到比你优秀的人，说明你在走上坡
路；总看到不如你的人，说明你在走下坡
路。”现在，每当父亲发来“心灵鸡汤”，我
都会认真阅读并真挚回复：“说得真好！”

父亲的“心灵鸡汤”
唐占海

春天里的湖北郧西县关防乡沙沟
村，小河流水潺潺，河岸杨柳依依。
沿岸民宿依山傍水、错落有致，房前
良田数亩、长堤环绕，犹如一幅美丽
的山水画。

“以前的沙沟可不是这样，过去
村里环境差，交通不便，产业单一，
基础设施落后，增收渠道少，大多数
村民都选择外出务工。”郧西县政协
委员、关防乡党委副书记何世伟说，
改变乡村面貌的关键在于改变了干部
唱“独角戏”、村民当“旁观者”的
局面。

为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
起来，关防乡政协委员工作站联合沙
沟村“两委”，以“沙沟夜话”协商
议事活动为载体，成立村民议事会、
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纠纷众商
众调会、美好环境理事会等村民自治
组织，让“群众的事”群众商、群众
管、群众评，逐步实现乡村治理齐抓

共管、和美乡村共同缔造，实现政府治
理、社会调节、群众自治的目标。

自 2020 年以来，400 多场“沙沟夜
话”协商议事活动陆续开展，关于沙沟村
发展规划、项目建设等方面的200多条
意见建议被采纳，达成了建设现代田园
综合体的发展共识。同时，沙沟村村民
通过筹措资金、投工投劳，改造庭院166
户，新建花池200余个，拆除旱厕15个、
畜禽栏圈31个，环境脏乱差状况得到彻
底改变。在此基础上，沙沟村还成功探
索出“合作社+基地+农户+电商”“党建
引领+村集体资产+村民入股+对外招
租+村民分红”“农户+村集体+公司”三
种共建共治共享特色产业模式。

2023 年，沙沟村村民协商议事会
的做法入选湖北省“一约四会”典型案
例，沙沟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全省卫
生村、全省休闲农业重点园区等称号。

（梅兵 谈太铖 毛丽萍）

湖北郧西县：

“沙沟夜话”让乡村更宜居

3月中旬，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
白马关镇白龙谷的600余亩桃花如约
盛开，与点缀其间的梅花、李花和山脚
的油菜花，构成了一幅色彩绚烂的春
日盛景。各地“花粉”纷至沓来，山谷
游人如织，好不热闹。“公共卫生间有
了，居民房屋处处是景观，路面干净，
耍起更安逸！”来自德阳市的王欢女士
是白龙谷的“骨灰级”粉丝，谈起这些
年白龙谷的变化，她深有感触。

不止是王欢，“白龙谷更漂亮
了”是近日来白龙谷“赏花客”的一
致感受。这一变化背后，与2023年
罗江区政协在白马关镇白龙谷乡村建
设示范点开展的一次“有事来协商”
田园协商密不可分。

白龙谷地形地貌独特，加上穿行
其间的成绵乐城际铁路，让“高铁”
与“花海”相映成趣。作为远近闻名
的网红打卡点，白龙谷已成为近年来
罗江乡村旅游的重要支柱。“原生态
固然好，但还要适应和满足旅游消费
品质升级需求。”在去年9月的一次
调研中，联系白马关镇的多位区政协
委员提议“提升‘白龙谷颜值’，提
升乡村游品质”。该建议提出后，立
即得到了白马关镇党委、政府的支
持。半个月后，一场专题协商会在白

龙谷乡村建设工地现场举行。
“去卫生间不方便”“路上垃圾、杂

草、枯草多”“农户房前屋后杂乱，影
响美观”……通过协商前实地走访，各
种问题随即浮出，而委员们的建议也随
之而来：“要整修入口附近的卫生间，
方便游客。”“可以把农户的空墙面利用
起来，绘制与乡村生活贴近的图案，增
加看点。”“公共区域卫生要管护好，农
户房前屋后收拾整齐才更养眼。”“谷底
的河道要整治、固岸、加护栏，柱子也
要美化，美观和安全要兼顾。”

……
一周后，协商成果以建议书形式反

馈至白马关镇党委、政府。随后，白马
关镇党委、政府先后投入资金30余万
元，实施白龙谷“颜值”提升项目，补
齐了旅游服务设施、河道整治、沿线绿
化美化、卫生保洁等方面的短板，大幅
提升了游客体验舒适度。

“99%的协商建议得到了采纳和落
实”“这是一份高质效的协商建议转化
落实成果”。对于建议的落实效果，委
员们都感到很满意。罗江区政协副主席
黄雪峰表示，区政协将进一步发挥专门
协商机构职能优势，持续推进政协协商
与基层协商有机衔接，以政协协商之专
为乡村振兴添助力。

德阳市罗江区政协田园协商见成效

“白龙谷更漂亮了”
本报记者 韩冬 通讯员 颜青松

“从共富学院到共富工程，再到共
富智库，要充分用好人才资源，以‘博’
为媒，谋划涵盖由小学至大学的文化
产业。”不久前，浙江省缙云县双溪口
乡姓潘村古朴的祠堂里聚集了30余
名博士人才和政协委员，他们聚焦“山
乡迸进话共富，两进两回促振兴”主
题，畅所欲言、碰撞思维，为山乡发展
贡献一个个“金点子”。

博士是这次活动的“主题词”。不
单单是参加活动的30余名博士人才，

更因为他们正在谋划的博士大会。
“博士大会应该要有新的内涵，建议

每年以固定的形式，基本固定的时间召
开博士大会，将其打造成一个能吸引更
多人才来助力缙云发展的平台。”加拿大
皇家学会院士、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赵月枝表达了她设
想中的博士大会。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李启正教授认为：“博士大会的主题可以
有所侧重，邀请专业领域博士围绕主题

开展研讨，也可以通过博士论坛的载体
邀请企业来学习参观了解。”

缙云县政协委员、县委组织部分管人
才工作的吴巧珍副部长说：“要努力让博士
大会成为一个品牌，从内容抓起，凝聚多方
智力，去输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产业发展是政协委员和嘉宾们心
中的牵挂。“山区乡镇一般基础相对比
较薄弱，要实现更好发展必须要有独特
性，要构建共创共享共生的生态，宜居
宜业宜游，打造‘三宜’产业。”中国农业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卢凤君建议。
来自浙江省农科院的葡萄博士程建徽
立足当地的葡萄产业特色，发表了自己
的见解：“要及时做品种调整更新，建设
好新品种筛选展示园，同时提高机械化
水平，科技强农，机械强农。”

文化赋能是本次会场的另一个焦
点。“可以把美学加入到乡村乡土建设，
将传统艺术里的美学和理念运用到运营
乡村中。”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邓先仙
说。县政协委员王萍从文化遗产保护角
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要推动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建议建设
农业文化遗产展示馆，系统展示农业文
化遗产传统智慧与现实价值。”

大家相信，未来的山乡，“民生议事
堂”必将焕发新的活力，成为助推基层党
委、政府工作的有力抓手和有效平台，为
乡村振兴道路上的山区实践贡献应有的
智慧和力量。

浙江缙云县：“民生议事堂”里话发展

让人才成为山乡高质量发展助推器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麻靖洲

温馨家话

连日来，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沙河镇供销百惠果蔬专业合作社育苗大棚
内，菜农们正在紧张忙碌地进行20多万育苗盘1亿株的辣椒、西蓝花、西红
柿等蔬菜苗的育苗及生长管护。近年来，当地立足农业生产特色，构建完善
的产业体系，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王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