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浙江衢州新塘边
镇勤俭村，国网衢州供电公司
供电员工对该村充电桩进行安
装调试。该充电站建成后，当
地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充电。

“未来乡村建设越来越好，
此次安装这 4 台充电桩，除了
满足村民出行需求，对来村里
的游客充电也方便了。”国网衢
州供电公司员工郑颖轩说。

“本来之前我想买电动车，
又 担 心 充 电 不 方 便 ， 这 下 好
了，我可以放心购买新能源汽
车了。”村民李先生表示再无后
顾之忧。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
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新一轮
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之一。新能源汽车环
保、经济的特点成为很多家庭
的首选，代步、周边旅游都可
选择新能源汽车出行。随着农
村新能源车的普及以及乡村旅
游的兴起，广大村民对于共用
充电桩的需求日益增长。浙江
衢州率先在各乡镇、农村布点
充电设施，加大乡村地区公共
充电桩的建设力度。

在浙江衢州，创建未来乡
村，让村庄在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配套、人居环
境、乡村风貌等方面均得到较
大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节节攀升。国网衢州供电公
司以未来乡村建设为契机，统
一部署启动乡村振兴充电设施

建设项目，在各未来乡村建设项
目等地陆续建设充电桩，有效提
升新能源汽车下乡充电能力，为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绿 色 出 行 提 供 便
利 ，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 加 速
度”。

截 至 目
前 ， 衢 州 市 在
各 乡 镇 投 资 建
设充电站 300 余
座 ， 布 点 充 电
桩 2900 余 根 ，
下 一 步 ， 国 网
衢 州 供 电 公 司
将 持 续 推 进 乡
村 充 电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加 快

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
桩“村村全覆盖”，为电动汽车下
乡创造更好条件，为绿色生活充
电，为未来乡村赋能。 （姜小伟）

充电桩建设为未来乡村充电桩建设为未来乡村“赋能添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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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广告

“全生涯服务、全方位关爱”是
今年“世界孤独症关注日”的主题。
对于孤独症儿童所在家庭来说，孩子
的干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近
日，浙江省舟山市出台了《关于健全
孤独症儿童全周期医保服务的通
知》，将孤独症康复治疗纳入医保，
切实减轻孤独症儿童家庭负担。在这
背后，除了政府关心关爱，同样还有
舟山市政协的倾力推动。

一直以来，八届舟山市政协准
确把握孤独症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
实际需求，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
用，不断提高政协工作民生温度。

一件贴近民心的委员提案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孤独症
患儿因在社会交往、语言交流方面
存在障碍，常常表现出狭隘的兴趣
和重复刻板的行为，而被称为“星
星的孩子”。数据显示，我国儿童
孤独症患病率为7‰，全球孤独症
谱系障碍发生率约为1%，且发生
率呈上升趋势。

舟山市政协关注孤独症儿童患
者的故事，要从一件提案说起。

在2022年4月召开的市政协八
届一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舟山
市普陀医院心内科主任钟碧峰提交
了《关于建立自闭症早期筛查干预
机制的建议》。作为一名来自基层医
院的政协委员，钟碧峰将工作岗位
与政协履职结合起来，一直坚持关
注“星星的孩子”，并作了大量调
研，为建言提供了不少数据支持。

钟碧峰在提案中建议卫生健康
部门免费为1—6周岁学前儿童做
好孤独症早期筛查干预评估服务，
加大对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儿保科人

员的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儿童早期孤
独症筛查率，降低患病风险。同时，
要整合专业医生、社区工作人员、公
益性社会团体等多方力量，专注于孤
独症相关的医疗科普和专业知识分享。

钟碧峰的提案很快得到了职能部
门的积极回应，市卫生健康委、市残
联明确表态，将进一步完善孤独症儿
童工作体系和康复保障制度，加快建
成“早预防、早筛查、早诊断、早治
疗、早康复”一体化的工作机制。提
案办理当年，舟山市出台了《舟山市
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制度工作细则》，将
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补贴标准从每年
最高2.4万元统一提升到每人每月最高
3000元、每年最高3万元，有效促进

“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实现。

一场跟踪助力的委员视察

孤独症患者家庭的困境是多维度
的，需要各方力量从多渠道提供最大
的帮助。

为更好保障孤独症儿童各方面的

权利，2022年六一儿童节期间，舟
山市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机关

“爱心妈妈”到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
委员视察活动，深入考察融合教育、
扶持救助、康复服务等情况，助力关
爱孤独症的社会环境持续向好。

“尽管全市孤独症儿童都已被特
殊学校吸收入学，但还是希望有条
件、有能力的孩子尽可能进入普通学
校求学升学，有助于他们正常地融入
社会和健康成长，这是我们未来要呼
吁的方向。”委员们建议，各相关机
构要努力提升孤独症儿童自身能力、
健全评估体系，为儿童入学提供专业
化支持，加强家庭支持计划，最大程
度上减轻家庭和学校的负担；各普通
学校也要努力探索如何了解、包容、
接纳这群“星星的孩子”，让孤独症
儿童不再“孤独”。

从 2022 年舟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新校区的正式投用、《舟山市残疾儿
童康复服务制度工作细则》的出台，
到今年《关于健全孤独症儿童全周期
医保服务的通知》出台，这一民生实

事落地，切实减轻孤独症儿童家庭负
担，也见证了市政协履职为民的初心
和久久为功的坚持。

一个界别牵头的公益项目

“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个很特殊的
群体，儿童早发现、早干预，有极大的
机会可以完全融入普通人群。”舟山市
政协常委、农工党界别召集人韩亚玲经
常在各类政协会议上呼吁，“我们要用
好党派和政协资源，做更多的公益活
动，帮助孤独症儿童家庭重树信心。呼
吁整个社会关注、支持孤独症儿童康复
事业以及孤独症青年就业情况。”

多年来，舟山市政协农工党界别
持续关注孤独症儿童教育事业，并围
绕康复教育、权益保护等开展课题调
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组织志愿服
务活动。同时，界别委员依托共建社
会服务基地——舟山市彩虹堂特殊儿
童关爱中心，定期组织送关爱、送体
检、送讲座等专业服务。近年来，更
是将关爱孤独症儿童的事业扩大到孤
独症青年群体上。为帮助孤独症青年
更好地走入社会、融入社会，促进更
多的支持和关爱，2023 年 10 月 22
日，由农工党界别发起的彩虹桥公益
项目——全市首个助残公益咖啡馆

“律动星啡”正式开业。创办了孤独
症青年就业实践基地，目前，有3名
孤独症青年在该基地就业。

虽然《关于健全孤独症儿童全周期
医保服务的通知》已经落地，但这场长
达24个月的“委员接力”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委员们表示，将继续关注、关心
孤独症患者，尊重、包容身边的孤独症
患者，让“星星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
个支持他们的社会环境中，让他们能够
发挥自己的潜能并为社会作出贡献。

一场长达24个月的“委员接力”
——浙江舟山市政协持续助力关注孤独症群体

唐赋华 本报记者 鲍蔓华 葵花，又称葵藿、向日葵。近年来，
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大片农田里，
总有成片成片的葵花夹杂其中，既像是彩
车方阵行进中的表演队伍，又像报纸版面
里的花边新闻，笑脸灿烂，烁烁跃金，着
实夺人眼目。大凡有爱美之心的人看到这
样成片的美丽，总不免要停下脚步，深入
田间地头，或举起相机立此存照；或躬身
嗅嗅花香；更有喜爱文学的靓男俊女，即
兴吟诗作赋，抑或引吭高歌……那情景，
就像一篇美文特有的注脚：葵藿仰日遍地
金，催开笑脸暖在心。

种葵花，是祖辈相传的习俗，也是我
国农业种植历来的传统。在我的印象中，
宅院的空地上、大田的垄沟边、地头的田
埂间，凡是见缝插针的地方，总有人种上
几棵葵花，虽然成不了多大气候，但图的
是一种喜庆——几株葵花高高耸立，托着
金盘，向着太阳，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一种与小农经济极度吻合的自满自足便在
人的心灵深处沉淀：虽然解决不了过日子
的重大问题，但至少可以让孩子们嗑葵花
籽嘛。

如今，随着“大食物观”的提出，葵
花种植早已不再是“房前屋后，种瓜点
豆”的思维了，它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生产
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粮棉油”体系
中，葵花油成为继花生油、大豆油、菜籽
油、棉籽油、芝麻油等油料作物之外的后
起之秀。据了解，我国如今的葵花籽产量
约占油料植物的10%。成片播种葵花，已
经是种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葵花比较泼辣，并不需要上好的土
地，也不占用基本农田。即使在相对贫瘠
的土地上，也能茁壮成长，让土地生金，

并且可以逐步改善土壤性质，提高土地质
量。去年夏天，我路过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
布市，不时有成片的葵花映入眼帘。在卓资
县的一片葵花地前，我停下车和土地的主人
聊起来。他告诉我，如今种植的葵花，已不
是过去的高秆葵花，而是一种矮秆油葵。这
种油葵耐旱、抗病、籽粒实诚，既可压榨成
食品油，又能制成炒货，可谓用处多多。

葵花种植面积的扩大，是“大食物
观”带来的变化，也是小康生活环境下催
生出来的“保暖则思口福”。生活越来越好
了，利用一些相对瘠薄的土地来发展葵花
生产，既可赐给人们口福，又能改善土壤
结构，美化环境，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
审美追求，何乐而不为？更何况葵花籽油
含有甾醇、维生素、亚油酸等多种对人类
有益的物质，其中天然维生素 E 含量在所
有主要植物油中含量最高，能降低血清中
胆固醇水平，降低甘油三酯等作用，在人们
普遍重视身体健康的今天，让葵花油在粮油
的行列里提升一下占有率，不正是我国农业
不断进步的有力证明吗？

除了可以食用，葵花最讨人喜欢的地
方，还在于它有带给人吉祥如意的寓意。葵
花向阳，自古以来都是中华民族政通人和的
象征，盛世尤其如此。我国古代就有把葵花
作为为执政者“德泽”加以歌颂的传统。汉
乐府民歌《长歌行》中就曾有这样生动的描
写：“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
泽，万物生光辉。”当下，我国已全面进入小
康社会，出现大面积种葵花的现象，既是人
心所向，也是农业生产水平普遍提升的必然。

葵藿遍地，大地生金，让我们为这个伟
大的新时代引吭高歌。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葵花仰日遍地金
王树理

前段日子我搬进了新居，小区
交通便利，环境也很不错，成片的
草坪绿茵茵的，亭台楼阁、小桥流
水显得十分雅致，贯穿小区的林荫
小道让人感觉幽静舒适。房子装修
好后我便从乡下把父亲接到城里与
我同住。

父亲对新家很满意，他说新家
去菜场买菜方便，而且还是电梯
房，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新房子朝
向不好采光不佳，在家里不能像在
乡下那样可以随意地晒太阳。

晒太阳是父亲在乡下住时养成
的习惯。庄稼人闲散而惬意，特别
是地里的农活不多时，只要阳光
好，乡亲们都会拿着小板凳出门晒
太阳。大家选择的地方大都是背风
处，有的是在村头的打谷场，有的
是在老槐树下，有的是在自家的柴
房后，有的是在田垄上。小伙子们
晒着太阳还不忘和心上人说说悄悄
话，小媳妇们三五个扎堆在太阳下
织着毛衣说着家长里短，像父亲这
样的老人一般都是坐在颜色泛黄的
藤椅上，微闭着眼睛听着随身听，
任凭暖暖的阳光恣意地宣泄到自己
身上。

父亲常对我说：“晒太阳，胜似
喝参汤，晒太阳对人大有裨益。”我
查了一下资料，晒太阳确实好处多，
能够帮助人体获取维生素D，促进钙
的吸收，从而有效预防佝偻病、骨质
疏松。适当晒太阳还能够预防皮肤
病，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血液
循环和全身的新陈代谢，甚至抵抗
抑郁。

于是，为了满足父亲晒太阳的愿
望，我从市场上买来两把可折叠的便
携式躺椅。每天只要阳光好，我就陪
父亲一起到小区里晒太阳。父亲躺在
躺椅上，手里除了那部伴随了他多年
的袖珍随身听外，还多了一把宜兴紫
砂壶。父亲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脸
红彤彤的，一边品茶一边听戏，时不
时他也跟着随身听唱上几句，真是惬
意极了。

太阳是可爱的，阳光让人的每一
个毛孔都透着暖意。我如同父亲那
般，把自己随意地“扔”在阳光下，
轻轻闭上眼睛，忘却世间的纷争，甩
开世俗的烦忧，无视尘世的喧嚣，什
么都不想、不做。我们只管静静地晒
着太阳，直到被阳光晒醉。我从心里
觉得，这也是一种阳光下的幸福啊！

陪父亲晒太阳
余平

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词“亲爸
滤镜”，我不由笑了。“亲爸滤镜”
就是指在父亲眼中，自家儿女怎么
看都是最好的。当然，与此相对
的，还有“亲妈滤镜”。父母看自
家儿女都是戴着“滤镜”的，不过
在我家，显然是父亲的“亲爸滤
镜”更明显一些。

记得小时候，我长个儿比较
晚，上初一时是班里最矮的男生。
我跟同桌女生闹矛盾，她给我起了
个“小矮人”的外号。对此，我
气愤不已，回家后把自己的委屈
全部讲给了父亲。父亲对我说：

“个儿矮怎么了？人有没有出息不
在于高矮。再说了，你还在长个
儿，过不了两年就该蹿个儿了！”
父亲的话让我底气十足地挺了挺
腰身，好像一下就长高了许多。
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到初三时我
的个子突然蹿起来，再也不是

“小矮人”了。
从我上学起，父亲最在意的就

是我有没有出息。他总说，“男子
汉外表不重要，有本事、有修养才
重要。我看你是个聪明孩子，以后
一定能成事。”也正是因为父亲的

“亲爸滤镜”，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自
己样样不错。可我的学习成绩总是中
等，这一点让我有些懊恼。父亲虽对
我寄予厚望，却并不执拗。我高考落
榜后，父亲说：“考不上大学也没关
系，只要能学成真本事，干啥都错不
了。”

就这样，在父亲的鼓励和教导之
下，我开始学做生意。没过几年，在
父亲的带领下，我的生意渐渐有了起
色。之后，我算是子承父业，以做生
意为生。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养活
一家老小没有问题。不过我也明白，
自己并非光彩熠熠的“成功人士”，
距离父亲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可是
在父亲眼中，我却一直是个“近乎完
美”的人。他逢人就夸我善良、努
力、孝顺、讲义气、重情义、有头
脑、有方法……而对于父亲的这些评
价，我内心却总有些觉得“愧不敢
当”，只能告诉自己要做得更好，不
要辜负父亲的期望。

过了这么多年，父亲老了，我也
人到中年，可父亲的“亲爸滤镜”竟
然一点都没变。但也正是因为“亲爸
滤镜”，让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对
自己充满信心。

我家的“亲爸滤镜”
唐占海

小河潺潺、草木青青、田野阡陌……
仲春时节，走进江苏泰州市高港区口岸街
道雅儒村，宛如走进一座美丽的乡村大花
园，赏心悦目、身心舒畅。而几年前的雅
儒村，还是人居环境被区里挂牌督办、经
济靠“输血”过日子的“老大难”村。

“环境治理靠区里倒逼治标不治本，
要想彻底改变还需要群众积极参与、共同
维护。”雅儒村党总支书记陈叶林介绍，这
些年，村里充分利用“有事好商量”协商
议事平台，通过“民事民议民决”，形成

“干群共治”的基层管理治理体系，找到了
环境长效治理、振兴乡村经济的“密码”。

村规民约，基础在“民”。雅儒村历
来崇文重教，早年当地乡贤将村名定为

“雅儒”，“耕读家风”代代相传，培育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村庄发
展中，雅儒的《村规民约》一直沿袭村民
协商讨论、表决通过的方式，做到“题”
由民出，“策”由民定，凝聚公序良俗

“最大公约数”，内容涉及环境卫生、孝老
爱亲、婚丧嫁娶以及群众反映的问题如何
协商处置等。

“好，大家举手表决，同意村庄河道
改造方案的请举手。”近日，在雅儒村会
议室，政协委员、部门、街道工作人员、
乡贤代表、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一起讨论
村庄河道改造方案。

“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过去，
污水流河里，垃圾倒河边，家里是干净
了，河里却变得脏乱差，严重影响了村民
的生活质量和乡村形象。”雅儒村老支书
卞宏官说。

对此，雅儒村通过议事协商平台，专
门成立了人居环境理事会，由村党支部书

记担任理事长，配备5名干事，负责监管村
内环境卫生问题，每月入户宣传动员群众广
泛参与。同时，打出一套让河畅流、水常清
的“组合拳”，清淤泥、连水系、治污水，
长期大力开展“拆、建、整”村庄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并将整治进展张榜公布，让村民
在整治前提出的意见件件有回应。

理事会还充分与群众协商，广泛听取意
见，利用民房前闲置土地，打造可食可赏的

“一米菜园”，塑造美丽乡村“微景观”。
“原本脏臭的底泥被清除，流水潺潺、

清水见底、游鱼细石的景象又回来了。”雅
儒村东二组的胡巧珠细数变化。现在，她每
天带着孙子在河道两侧的步道上一边散步，
一边晒着春日暖阳。

集众智、汇众力。至此，雅儒村的发展
思路愈发清晰。

近年来，雅儒村抓住高港区政协将“委
员联络点”向村里延伸拓展时机，多次邀请
委员、部门负责人、乡贤等围绕“激活农村
沉睡资源 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开展专题协
商议事。

“要坚持产业优先，充分考虑好利用资
源发展什么产业、落地什么项目。”“村里有
相当部分低效闲置资源处于沉寂状态，尚未
盘活利用。”经过一次次头脑风暴，雅儒村
决定盘活村里沉睡资源，建设集体厂房，开
展招商引资。“每次改造我们都进行协商议
事，公布改造方案、造价、招商引资对象
等，充分体现民主决策。”陈叶林说。

目前，通过上级补助、多方筹资，村里
通过盘活闲置土地，兴建起近2000平方米
的厂房，每年仅出租可为村集体增收39万
元。今年，该村还将改造近2000平方米的
闲置厂房。 （杨鼎）

“老大难”村变身“花园”村
——江苏泰州雅儒村的乡村振兴“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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