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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上海市政协十四届二次
会议闭幕后的第3天，市政协委员赵
正科应上海广播电视台有关负责人邀
请，来到了位于南京西路651号的广
电大厦。

“目前，‘都市乐聆’已整合都市频
道、东方影视频道、七彩戏剧频道3个
地面频道的优质资源，通过媒体链接，
将政府的养老政策、老年人的实际需
求和市场养老产业融会贯通。所以我
们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邀请您来

‘都市乐聆’亲眼看一看。同时，希望
聘请您为上海广播电视台养老智库

‘乐聆创研院’首席专家。”上海广播电
视台都市乐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党总
支副书记毛维静一边引导赵正科参观
一边介绍。

“没想到电视台已经有相关动作
了。这充分说明开设‘老年频道’在一
定程度上取得全社会共识。”看到自己
的建议有了眉目，赵正科既开心又
欣慰。

上海作为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
会的城市，如何满足老年群体精神文
化需求、帮助老年群体拥抱数字生活，
是赵正科一直非常关注的话题。上海
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首日，他就在

发言中提出，“随着数字社会的加速到
来，为年轻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却
将学习能力较弱的老年人挡在便利之
外，催生了大量的老年‘数字弃民’。”而
这番发言一出，就立刻引来了50多名委
员的响应和关注。

委员们共同剖析后认为，当前横亘
在老年人和数字化时代所带来的便利之
间的一大鸿沟是：老年人很难找到途径
学习电子设备、互联网产品等新鲜事物。

“让子女教老年人使用电子产品、了
解数字时代自然是首选，但子女大都忙
于工作，也缺乏教授老年人的耐心和方
法，对老年人的提问往往没有正面反馈，
导致老年人对学习智能电子设备使用缺
乏信心。”赵正科的细致观察和理性分
析，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委员们认为，电视台作为老人获取
信息的主要渠道，应该肩负起为社会服
务、为老年人服务的公益属性，成为老年
人学习电子设备、互联网产品等新鲜事
物的主要途径，所以应该为老年人开设
属于他们自己的“老年频道”。

“关键是要管用。”上海市政协委员
王彦提出，如果有了“老年频道”，就可以
以此为契机和平台，迈出第一步。同时，
借助更多社会力量满足老龄人口不断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探索银发经济背景
下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于是，委员们提议由赵正科作为第
一提案人，联名提出《关于在上海电视
台开设老年频道》的提案。大家在提案
中建议：“老年频道”当有其特殊性，比
如 24 小时滚动播放，固定时间播放固
定节目，方便老年人记忆；节目形式不
应追求新奇和变化，因为过于花哨繁复
的形式反倒会成为老年人接受新信息
的障碍；再有，频道的核心内容应简单、
实用、易懂，帮助老年人逐渐建立使用
智能电子设备的信心，紧跟时代潮流，
减少老人的社会疏离感，满足老人的心
理和情感需求，真正让老年人成为“数
字市民”。

目前，委员们的建议有不少经在“都
市乐聆”中都得到了体现。在一期教老
年人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小视频的节目
中可以看到，背景虽然简单到略有些“粗
糙”，字幕却显著到明显“特大号”；步骤
讲述虽然简单，但反反复复至少“重要的
事情说三遍”……这样的模式可能并不
对年轻人的胃口，但无疑满足了老年人
的需求。“先筛选和制作适合老年人学
习、实用性高的教学内容，比如网上挂
号、银行ATM取款、扫码点餐、网上购物

和买菜、网约车、点外卖、收发快递、使用
智能家电等。”赵正科很认同“都市乐聆”
的稳健起步，并希望将来能更多开设书
法、国画、烹饪、广场舞、声乐、摄影等学
习类课程，还可以播放最新的防诈骗视
频等。

“我们会积极采纳委员的建议，根据
老年人的特点，来进行荧屏内容的适老
化改造。”毛维静说，频道已经在筹划

“手把手”教老年观众如何用手机拍照修
图、如何用“随申办”……除了在大屏端

“教”之外，“都市乐聆”搭建的老年互联
网运营平台“乐聆生活”小程序，目前已
有生活便民、养老信息、适老服务3大主
要板块。后期，互动投票、福利抽奖等新
功能也将陆续上线，让老年“数字市民”
们体验到更为完善、系统的“乐聆生活”。

“上海作为全国科技化、信息化的前
沿阵地，此举应该说是众望所归、顺势而
为的一件大好事。希望能进一步引发全
国各地的大众传媒把目光聚焦在老年人
的数字化生活上，并让这种民生工程在
全国各地获得普遍推广借鉴。”“乐聆生
活”的出现不仅让赵正科充满期待，也让
方奇钟、金江波、周保云、王罗清等50余
名联名提交提案的委员们对未来老年人
的数字生活信心满满。

从“数字弃民”到“数字市民”
——上海市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开设老年频道的提案立“案”见影

本报记者 顾意亮
与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的

定方水村结下不解之缘，好像是命
运的前定。

定方水村早在明朝以前就已建
村。《金史》中记载：村址原先在河
东，后迁址到河西。因建房钉桩见
水，遂取名“定房水”。村中有方水
龙潭，潭水清澈甘甜。方水龙潭据
传是龙脉命口所在，当初为了村子
的风水，请了高人修了这方潭。从
此潭水活水不断，不知来源，不知去
脉，却生生不息，水流不止，村子后
来也从此改名为“定方水”。

在史书中就有记载的这方水龙
潭，在我所在部队驻扎在村子时，却
没有见过。直到多年后我读到《金
史》，才知道书中定方水村正是我当
年居住过的地方。于是，在离开定
方水村近 50 年后的一个春天，我有
机会再次驱车前往这里，想寻找传
说中的方水龙潭。

沿着下花园二级路环路而下，
大约十公里，就来到定方水村。这
个沿河而建的村庄，处处透露着古
朴典雅的气息。再顺着我当年天天
挑水的那条村南河道上坡，就能看
到一处十几平方米大小的方水龙
潭。只见水潭石头砌筑，水泥抹面，
水势很凶猛，泉脉汩汩，浪花翻腾。
一群姑娘媳妇坐在泉边有说有笑，
有的淘米洗菜，有的从潭中汲水洗
衣。见此，我不禁有些纳闷：这样大
的水潭，当年住了那么久，咋就没看
到呢？

饭后，从村支书岗位退下来的
老房东支永龙，给我讲起了这方水
龙潭的来历。支永龙说，这里的水
泉确实是早就有的，但我们部队当
年驻扎在这里的时候，泉眼在河道
中心，而河道除了汛期有山洪从上
游冲下来，其余时间都是干的。不
过，河道虽是干的，地下的泉水却整
日整夜川流不息。就是冬天结了
冰，凿开冰层照样喝泉水。这些年

村子周围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村子
也重新修建了方水龙潭，让村民享用
这方泉水。

原来，正是因为有了终年不断的
长流水，才有了定方水美丽富饶的秀
美山水。这次来定方水故地重游，面
对方水龙潭的汩汩涌流，我不禁感叹，
在这个群山环绕的村子里，居然也能
看到如同济南趵突泉那样的泉水，一
定与它周围的群山环绕密不可分。记
得当年我们在这里备战的时候，对下
花园境内海拔一千米以上的高山都进
行过详细的标注。这些当时看起来光
秃秃的山头，如今全是一派绿色。

说到这，我不由想起发生在 1970
年 7 月的一次山洪暴发造成的重大车
毁人亡事故。记得那一天刚吃过中
午饭，就听到山崩地裂的呼啸声从远
处滚滚而来。我们赶紧跑到村子南
面的高岗处查看，只见一时间地崩山
摧，冲波逆折，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
转石万壑雷，磨盘大的巨石被势不可
挡的山洪簇拥着，向前横冲直撞。那
情景至今想起来都心惊肉跳。山洪
停下来之后，我们接到一个兄弟部队
两辆汽车被山洪吞没，两名司机不幸
牺牲的消息。

如今，定方水村的河道两侧铺设
了宽敞的水泥公路，定方龙潭也被整
修一新。支永龙看我玩得高兴，就建
议再一起去红崖沟看看。红崖沟也是
我们二营当年驻防过的村庄，曾经深
挖洞造就的车炮掩体、防空洞，如今有
的成了种菜大棚的看园小屋，有的成
了春季赏花看景的休憩茶舍。时值初
春，姹紫嫣红的桃李杏树，结满了花
蕾，曾经的荒山早已成了山花的海洋。

支永龙告诉我，近年来，得益于山
岭的绿化，突发山洪的机率大大减
少。怪不得人们常说：“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这水源全在涵养啊。听着
乡亲们的介绍，再看定方水村如今的
泉水，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定方水村的水
王树理

春天是什么？是温暖的阳光，是
青翠的树叶，是人们冲向室外的精神
抖擞。小时候，一到冬天，我就会迫不
及待地问：“春天怎么还不来？”

在北方，人们习惯在秋天储存大
量的食物，以保证冬季的供给。而在
春天探出脚步之初，家家户户都会处
理这些未吃完的藏品，让一家人饱餐
一顿。在我家，母亲总是能准确地把
握住这个时间节点。这餐之后，便真
正地告别了乍暖还寒，迎来了春天。

这一天，母亲像个大将军一样指
点着江山。“阿彪，去把地窖里吃的东
西都搬上来。”“大卉，跟着你弟，搬完
东西把地窖打扫干净。”“老伴儿，去打
瓶醋。”就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任
务，为迎接春天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情。

弟弟为了在孩子们面前显示身
手，大手一挥，就将地窖中所剩不多的
食物统统搬了上来。白菜、土豆、大
葱、蒜头，还有母亲每年都蒸制的西红
柿酱。当弟弟从地窖口纵身一跃，稳
稳地落在地面上时，孩子们拍手大叫

“爸爸好厉害。”“舅舅最棒！”
这一天母亲是主角，她站在灶火旁，

开始烹调一桌美食。父亲站在一边给母
亲打下手，利落地切葱丝、拍蒜瓣、剁排
骨，再笑容满面地把食材递到母亲面
前。随后，母亲点火烧油，麻利地将食材
倒入锅中，不停地翻炒中，香味也扑鼻而
来。随着一道道菜的出锅，弟弟之前带
上来的食材用之殆尽。当母亲做完一桌
菜，卸下围裙的时候，总是会笑着对大家
说：“吃完这顿迎春饭，从此心暖身不
寒。”

阳春三月的这一席大餐，虽然每年
的食材类似，但母亲做出的美食却不尽
相同。去年的醋熘白菜、牛肉土豆，今年
的蒜蓉粉丝大白菜、椰香土豆泥。“世间
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负。”母亲的这一
餐，不仅带着对新一年的祝福，带着对家
人的爱恋，也带出了北方的春天。

今年我和弟弟偷偷约定，下一个阳
春三月，我们也要一展身手，为家人做一
桌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我们也会带着对
家人的祝福，像母亲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让北方的春天在厨房中探出头来。

厨房里的春天
张丹卉

我和父亲因为一点琐事，生了闷
气。他坐在沙发上，头向后仰着，闭上
眼睛。就在我为自己的莽撞感到后悔
的时候，父亲说，咱们去爬山吧。

说是爬山，其实就是爬家附近公
园里的一座小山。父亲探路一样走在
我前面，年近七十的他已经有些驼背，
瘦得透过衣服都能看出肩胛骨来。爬
到一半，他看见一朵大红菇，便停下来
喊我快去看，仿佛我从来不认识它一
样。我也装作像小时候一样新奇，紧
赶几步奔向那朵大蘑菇，拿出手机给
它拍了照片。

爬到山顶，父亲已经气喘吁吁，额
头上有了汗珠。我们坐到最高点的岩
石上，看着远方。这让我突然想起了
小时候。那时我因牙疼几天没上学，
父亲下班后赶到奶奶家，看到我憔悴
的样子，拉起我的手说：走，我领你爬
山去。

那座山是离家不远煤矿的矸石
山。但在当时七八岁的我的眼里，那
是世界上最高的山。那天，父亲带着
我从侧面山脚下开始攀爬。我扶着石

头爬得很快，到半山腰时，山明显陡了，
我每动一下，石头就开始晃动。我吓得
哭起来，只想下山。父亲在后面托着我
说，别怕，有我呢，你一定能上去！于是，
我手脚并用，试探着哪块石头能承受住
我的重量，一路探索，终于到达了山顶。

山顶仍然是石头，除了一条铁轨延伸
到地下的井口，并没有其他景致，但这已
足够满足我的好奇心。那天我在山上站
了很久很久，我觉得父亲是天下最有力
量、最勇敢的人，有他在，我什么都不怕！

“累不累？我们下去吧？”父亲问
我。我回过神来，看着父亲鬓边的几缕
白发，眼睛不由自主地湿了。下山的路
就容易多了，但父亲仍叮嘱我小心滑、小
心陡，还特意停下来让我看一只跑过的
松鼠，让我猜眼前的是一株什么树，就像
我小时候一样。我停下来说，爸，我想起
了小时候我们去爬山。父亲惊喜又欣慰
地说，刚才我也想到了，那天你刚哭过，
脸抹得像花蝴蝶。

父亲老了，我长大了，甚至超过他当
年爬矸石山的年龄。可父亲的爱一点没
老，如一座山，越来越高，越来越伟岸。

和父亲爬山
张瞰

近年来，多年寂寂无声的大连庄河市
步云山村，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逐渐“红
火”起来：2020年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拉开了打造“东
北休闲旅游名村”的序幕；2021年投资
兴建游客中心，知名度和美誉度随之大幅
攀升；2022年盘活闲置小学发展温泉民
宿，助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步入新时代，乡村价值正在被重新
审视。”庄河市政协委员、步云山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谭吉善说，迅速兴起的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让乡村不再是单一
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还有重要的生态涵
养功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
魅力的文化体验功能，为农业提质增效、
农民增收创收、农村发展创新提供了强
大动力。

步云山村作为大连“水源地”村，
是有名的辽南小高原。如何依托特色资源
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兄弟走上
致富路，成为了村庄发展的一道必答题。

步云山村地势丘陵起伏、沟谷交错、
水系纵横，蛤蜊河南北贯穿全村，四周被
层林尽染的山峦环抱，森林覆盖率达
86%。谭吉善介绍，步云山因峰顶常有云
雾弥漫，每逢雨后，白云环绕山巅缓缓移
动或驻留峰端，缠绵缱绻，登顶云雾山
中，如同漫步云端，后来人们便将“雾”
演化为“云”，更名为“步云山”，步云山
村亦因此得名。

“多少年来，优越的山水资源禀赋，
却因山高水远路难行成了步云山村发展的

阻碍。”谭吉善决心带领父老乡亲唤醒“沉
睡”的绿水青山，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振兴
发展之路。近年来，步云山村依托丰富的旅
游资源、厚重的历史底蕴，整合自然文化资
源，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在石上作画，发展

“云山文创”。几年下来，步云山村成为了庄
河北部旅游的核心区，农民画、奇石、鹅卵
石画等文创作品多次参加省、市乃至全国展
览会。

伴随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步云山村
紧盯资源扬优势、围绕特色做文章，立足本
村地域空间条件，形成“借势景区、指状发
展”新思路，加快发展温泉民宿项目，壮
大村集体经济，不断丰富“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新内涵。2022年，步云山村利用
产业发展巩固提升项目资金，改造一所闲
置多年的小学校园，发展集观光、休闲、
体验于一体的温泉民宿项目，结合区域特
色文化，规划建设室内外泡池、观景台、
儿童乐园、露营基地等娱乐设施，让游客
流连在亲水戏水之中。该项目带动周边30
多家农家乐转型升级，每年实现村集体收
入 70 余万元，实现社会效益 400 多万元，
在提升步云山旅游知名度和吸引力的同
时，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谭吉善说，下一步，将充分发挥乡村旅
游在融合农文旅中的连接点作用，突出绿水
青山特色、擦亮生态田园底色、守住乡土文
化本色，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强化联农带农
作用，持续做精、做优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努力把步云山村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

大连庄河：

白云环绕引客来 步云山村忙增收
孙立杰 吕东浩

温馨家话

“这家企业规模大不大？”“这家企业卷不
卷？”“这家企业福利待遇好不好？”对即将踏入
社会工作的大学生们来说，工作上的第一大棘
手难题，便是如何挑选一家自己满意的企业。

为进一步拓宽技能人才招引渠道，助力企业
破解“招聘难”，推动校企基地建设，助力“三
支队伍”建设，近日，宁波市北仑港航政协委员
会客厅携手霞浦物流工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邀
请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主播”，开展四期
直播“带岗”，跟随“主播”视角一起来到企
业，享受一场沉浸式的工作招聘会。

“宁波力劲塑机智造有限公司以生产世界一
流的注塑机、压铸机为目标，致力于压铸铸造
领域、自动控制领域、注塑成型领域的研究
……”随着学生“主播”的介绍开始，第一期
直播“带岗”正式拉开帷幕。

“我们公司一直都很重视员工的福利待遇，
除了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外，还为员工提供五
险一金、年终奖和节日福利等。”公司人力资源
部经理陈静表示，公司立足企业文化，为员工
们提供宿舍、超市、图书馆等专享“福利”，让
员工真切感受到公司的人性化管理。

“通过前期的筛选，我们挑选了一批有前
景、有实力、有担当的企业，在满足广大学生
求职需求的同时，打响本地制造业的金字招
牌，为地区经济发展吸纳更多优秀人才。”委员
会客厅牵头委员周浩慈说。

“直播‘带岗’太新颖了，主持人一圈介绍
下来，仿佛我们自己也在企业走了一遭，许多
机械设备、办公场地，都让我印象深刻、跃跃

欲试。”观看直播的大学生表示，之前自己对求职有不少担忧，怕无法
匹配到合适的招聘信息，陷入“就业难”的困境。在和几个同学一起观
看完直播后，对就业的渴望渐渐取代了原先的担忧。

社区党委书记丁慈英介绍，去年，霞浦物流工业社区开创了企业直
播“带货”，今年又和企业合作一起直播“带岗”。从“带货”到“带
岗”，变的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式，不变的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信心。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宁波北仑港航政协委员会客厅“营商环境优化”
五大服务项目之一，是在“漫商量”协商议事活动收集到的议题。下一
步，会客厅及社区将继续推出直播“带岗”节目，带领大家走进更多企
业，进一步扩大沉浸式招聘的影响力，为企业和大学生及其他未就业群体
搭建就业平台，助力企业招才引智，帮助人才精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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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浙江嘉兴，城与乡在“双向奔
赴”中渐行渐近，已然消弭了边界。

如今，打卡嘉兴的时髦方式，就是
乘坐每一站都有故事、每一处都是风
景的101路公交。101路公交线路是
浙江省嘉兴市本级第一批城乡公交线
路，也是全市首条运游融合公交线
路。正如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
党委书记徐利军所说，“起高楼、造公
园、兴产业、美乡村，101路公交见证
了20年来沿线统筹城乡发展的轨迹，
所以人们称这趟公交车为‘开往春天’
的公交。”

三星村作为 101 路“开往春天”
路上一个重点站点，近年来通过统筹
城乡发展，不仅村子变美了，特色产业
壮大了，乡风文明了，农民腰包也鼓
了，老百姓真正走上了共同富裕之
路。据徐利军介绍，20年前，三星村
人均收入不到2万元，现在人均收入
达到5.8万元。

这几天，在平湖市钟溪·樱花里，
樱花枝头争俏，游人络绎不绝。作为
平湖市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的主阵地，
乡村游、工业游、生态游、运动游、网红
游等多元融合的“旅游+”模式正开展
得如火如荼。

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工作人
员回忆，2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

“脏、乱、差”的小集镇，如今，经过多轮

整治，小镇的环境焕然一新，成为惠民
生、得民心的现代商业聚集区。

走进位于平湖市林埭镇徐家埭村的
棒球基地，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个废
弃的养猪场。

近年来，徐家埭村明确“农文旅体”
融合发展方向，选择“棒球”赛道，打造了
全国首个乡村棒球场，实现了以棒球带
活景区、以景区带富全村、以全村带强多
村的组团式发展，村强民富引擎动能不
断提升。“2018年，我们村集体经常性收
入 131 万元，2023 年增长到了 714 万
元，还拥有了‘中国棒球第一村’的美
誉。”林埭镇徐家埭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刘建群表示。

走进海盐经济开发区刘庄村，宽阔

的道路、错落有致的房屋、干净整洁的庭
院……一幅恬静别致的田园新图景映入
眼帘。近年来，这里持续探索产业发展
模式，提升葡萄种植业效能，让村民走上
了增收致富之路。

嘉兴市政协委员、西塘桥果品专业
合作社社长沈卫忠说，成立合作社不仅有
利于规模化种植，普及先进技术，还能保
障村民收益，激发农户干事创业的热情。
目前，合作社拥有优质葡萄种植基地3500
多亩，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合作社
的葡萄还统一注册了商标，不仅成功入驻
嘉兴各大商超，还销往长三角各地，真正
实现了以“产”富民、以“产”兴村。

近年来，实现城乡共富的，还有被誉为
“中国纽扣之乡”的嘉善县西塘镇大舜村。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舜村人，嘉兴市
政协委员俞善锋从小小的纽扣起家，摸
爬滚打20多年，不仅闯出了一番事业，
也带动了周边村民致富奔小康。“全球
50%的纽扣产自我们西塘，在我们镇上，
大概有2万多人从事这个行业。”

城也嘉，乡也兴，推进城乡共繁荣，
嘉兴作为先行地，用一组数据为融合蝶
变20年作了生动注脚——2023年，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3%，首次突破7000
亿元关口；财政总收入1102.6亿元，规上
工业总产值1.46万亿元；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7.59 万元和 4.96 万
元，农民收入连续20年保持全省第一。

城与乡的“双向奔赴”，让共同富裕
之路熠熠生辉。

在这里在这里，，遇见城与乡的遇见城与乡的““双向奔赴双向奔赴””和共富图景和共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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