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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思考

温馨家话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身边的老党员”征文选登

近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 印发，
《意见》 明确 25 条重点任务，
其中，在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方
面，提出完善家庭监护支持政
策。要求全面落实产假等生育类
假期制度和哺乳时间相关规定，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育儿
假试点。(6月8日新京报网)

育儿假可以说也算是“三孩
政策”能否更好落地的配套支持
措施。而此次国务院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探索开展育儿假试点，是
出自于《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的意见》，这就意味着此
次鼓励探索开展“育儿假”试
点，更多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
益的考虑。

新生儿需要人照顾，而目前
的生育类假期有限，很多新生儿
父母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孩子，就
要返回工作岗位，损害最大的就
是孩子的权益。通过让新生儿父
母休育儿假，能够让职场父母有
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有利于孩子
健康成长。

其实早在 2019 年 5 月 9 日，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
见》就明确提出，鼓励试行育儿
假。此前也有地方推出过育儿
假。如2018年3月28日，《江苏
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经江苏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表决
通过，当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育儿假”。值得注意的是，育儿
假并非只适用于新生儿母亲，而

是父母“共同育儿假”。
育儿假是“权利拓展”，也

是权利回归。“共同育儿假”是
对男性劳动者生育权利的尊重
与保护，同时也有利于促使男
性参与生育事务。生儿育女并
不是女性的专职，男性也应分
担，男性也要对生儿育女作出
贡献，这既有利于维护男性劳
动者权益，也有利于维护妇女
劳动权益，而通过让男女劳动
者都能享受生育假期，有助于
消除职场长期存在的女性性别
歧视。要知道职场对女性存在
性别歧视，正是因为女性要生
儿育女，在此期间会影响女性
劳动者为用人单位创造劳动价
值，如果让男性也要对生儿育
女作出贡献，能够分担女性生
儿育女的压力，“男女平等”就
有利于减少职场对女性的歧视。

不过也要认识到，育儿假
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实施育
儿假是民生福利，是惠民政
策，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更
不能把责任推给企业。所以，
有必要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对
将育儿假等劳动者生育权益落
到实处的用人单位，要给予财
政补贴，给予税收减免等优
惠。这样才能更好推动育儿假
的落地，让劳动者权益得到更
有力保障，也能更好地保护好
未成年人权益，对“三孩政
策”的落地也大有裨益。希望
更多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

“育儿假”试点，为全面推广积
累经验，让“育儿假”早日成
为广大劳动者切实拥有的权益。

期待“育儿假”早日落地实施
戴先任

5月13日晚暴雨，我在高铁
站取过东西后乘出租车回家。

21：14 分下车后我发现，
纸袋变轻了，再一看，原来是纸
袋漏了，几瓶药不见了，可这时
出租车已走了。

我赶紧跑到屋檐下，扔下
伞，拿出手机查看微信付款记
录，发现出租车牌号为“浙
KT09**”。拨打 110，工作人员
说他们负责接警，找出租车要打
12345。

21：17分，拨打12345。接
线员得知我不清楚是哪家出租车
公司后，给了我市区运营的全部
3家公司的联系号码。我挨个打
过去，均没人接听。事后才知，
出租车公司晚上无人值守。

正迷茫之际，小区保安提醒
我，打114试试。

21：28分，拨通114。接线
员知道我下车地点后抱歉地说，

“超出了服务范围，没法帮到
您。”但他提醒我可以打运管
12328热线。

21：37分，拨通12328。接
线员说，“找不到车辆，明天白
天再打出租车公司电话试试
吧。”我一再坚持东西很重要，
请他帮忙。接线员又建议我打出
租车监控试试。

我没放弃，又拨打了监控号
码1339688****。接通后，对方
说，他只能查车内监控，查不到
车辆。在我的坚持下，他松口
说，查到后通过短信发给我。

收到短信后，我欣喜若狂，
立刻拨通了电话。可失望的是，
对方说，晚上他并没接送过我，
并猜测可能是之前这辆车的车
主。我再听对方口音，确实不是
我要找的出租车司机。

我心一沉，这下麻烦了！
我再次查看微信支付信息，

发现左上方有收款方姓名“蓝建
*”。这成了我寻找失物的最后
一根“救命稻草”。

再打监控1339688****。工
作人员最初说，通过名字找车主
要5个工作日才能答复。我一再
恳求对方帮帮忙，过一会儿他将

“蓝建*”的手机号发给了我。
21：48 分，拨打这个手机

号。一接通，我就听出他正是我
苦苦寻觅的人。说明情况后，师
傅称他在副驾驶地上找到了我的
遗失物。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
了。

过了 10 多分钟，蓝师傅驾

车亲手送回我的药。我把找他的
艰难经过一说，没想到蓝师傅
说，其实在微信支付账单上能快
速找到他。蓝师傅指给我看：点
开“查看账单详情”—“联系收
款方”—出现“给收款方留言”
和“专线联系收款方”。我通过

“给收款方留言”一试，蓝师傅
手机立即收到“通知”。

同样，蓝师傅说，支付宝也
可以这样操作：账单详情—联系
收款方—聊天页面，给对方留言
就可以了。

我非常兴奋。兴奋又学到了
新技能，更兴奋的是，一波三折
后，丢失的药品完璧归赵。

高兴之余，我也在想，假如
今晚是一位外地游客、老年人，
打车用现金支付，结局又会怎
样？还有，微信或支付宝的这项
新“技能”能不能添加到政府公
共服务平台上，以服务更多人？

根据这次寻找失物的曲折经
历和思考，笔者撰写了一条《经
历寻找出租车上失物的曲折 建
议文明城市建设中应提升治理服
务“温度”》的社情民意，提出
以下建议：

首先，要以数字化改革为契
机打通数据“壁垒”。应打破部
门“孤岛”和数据“壁垒”，实
现便民服务数据信息互联共
享。加强城市数字化管理，实
现热线受理与后台办理服务紧
密衔接，确保企业和群众反映
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处
置和办理。

其实，长远而言，建设服
务型政府也要借鉴市场经验、
建立行之有效的、完善的监督
制约机制，防止“慢作为”“不
作为”情况出现。遇到困难不
能 简 单 地 说 ，“ 这 事 儿 不 能
办”，而是要多替群众出主意，

“这事该怎么办”。
第三，应加强政府服务热

线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加强对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线员的业
务培训，减少或避免接线员在
接听电话时误导群众，进而提
升热线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还
应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突发事
件预警能力的培训，提高接线
员用心用情的服务意识，将

“疑难杂症”可能触发的风险化
解在政务服务的热线里。

“城，所以盛民也”，城市有
“温度”，发展才有“热度”。

（作者系浙江省丽水市政协委员）

寻找丢在出租车上失物后的思考
沈绍春

我一进家，母亲就兴奋地说：这是你
婶子刚送来的大黄杏，特别甜，你赶紧坐
下吃。一听这，一股暖意涌上我的心头。
这位从四川嫁到我村的婶子，经常会赠
些腊肉、腊肠、柑橘等稀罕物给我家，我
小的时候她如此，我离家多年她依然如
故，从未断过。

我没坐下，而是从包里掏出香蕉、西
红柿、桃酥、焖子给婶子送过去。见我来，
她甚是高兴，硬是拽我吃了几块刚炖的鸡
肉才放我走。我抹着嘴上的油回家，母亲
也乐了：“乡里乡亲的，让吃就吃，昨天我
刚给你婶子送了一筐豆角！”

我们村不大，朴素的山水滋养着淳朴
的乡亲，互赠东西是传统。谁家做了好吃
的，定会分给邻居一些；谁家有不穿的衣
服、不用的物件，也会送给别家；谁家需要
帮忙，就会有乡亲主动过来搭把手。

记得女儿出生那年，母亲城里村里
来回跑着，由于疏忽，买了劣质的萝卜
籽、白菜籽，结果出苗少，长得孬。那年
冬天，父母看着菜窖里那一堆个头小、
品质差的萝卜、白菜犯了难。

串门的乡邻二奶奶看在眼里，就经常
提着或抱着几根萝卜、几棵白菜登门。母
亲连声道谢，二奶奶便佯装生气地说：你
再这样，我就不高兴了。上次我生病，你还
送我饼干、红糖不是？那年腊月，不是你帮
着全村人摊煎饼？送几个萝卜、白菜别挂
在心上。

那一冬，我家的大萝卜、大白菜基本
就没断过。母亲还时不时地给我的小家捎
几个萝卜或是白菜，这次说是三哥家送
的，下次说是二爷家给的，后来也说不清
是谁家的，反正都是乡邻家的。

岳父母也是热心肠。岳父在城郊开辟
出一小块田地，收获的蔬菜、花生、玉米和
南瓜等，经常送给小区的邻居；岳母也时
常将亲手打的月饼、蒸的年糕、做的布艺
赠给邻居。一来二去，岳父母也会收到回
赠。他们常说：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一个小
区住着，那就是“一个村儿的”。

许是受了父辈的影响，妻子和我也以
同样的方式与小区邻居相处得和和睦睦。
妻子爱摆弄花花草草，时常采了“天天开”
花籽，掐了绿萝、吊兰、薄荷枝条，一盆一
盆育苗移栽。育好，便敲开邻居家门连盆
带花相赠，回家时也常带回别人家的花
草。因着这花草，邻居们走动多了，不仅观
花弄草，更是端着盘子互赠瓜果、菜肴、馒
头、烙饼、饺子、杂粮粥，孩子们则更是随
意来往，分享好吃的、好玩的。

端午节，母亲包了一大锅江米、菜
豆、花生、红枣粽子，让我端给婶子、
二奶奶、三哥、二爷尝尝，拿回给岳父
岳母，还分给邻居们几个。我挨家挨户
送完，手里又捧回不少粽子：黄米的、
高粱米的，蜜枣的、板栗的、葡萄干的。

住在一起，皆是缘分。其实我们都
是“一个村儿的”！

乡邻互赠
张金刚

舅舅是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党员。解
放战争时期，姥姥娘家的一个老街坊到河
北大厂地区开展工作，姥姥家就成了党组
织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年幼的舅舅成了交
通站的小交通员。新中国成立初期，舅舅
想参军入伍，军装都穿上了，但新兵出发
的前一天，党组织临时决定舅舅留在村里
当干部，舅舅恋恋不舍地脱掉了心爱的军
装。舅舅先后当过民兵连长、大队会计、大
厂管区的聘干，马上就要熬到转正成为国
家正式干部的时候，又接受党组织的决定
回村整治烂摊子，担任大队长、大队书记。

“文革”时，舅舅挨过斗、挨过打，受到过许
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舅舅那颗爱党的
心始终没变。

舅舅的一生中有许多传奇的经历，
让我记忆如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舅舅辞
去大队书记经商干个体的事。

我的老家大厂是一个小县。改革开

放前，说是县城，其实就是一条街。改革
开放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
户户有了余粮，吃饱饭的问题彻底解决
了。但是，群众的口袋里还不太宽敞，无
农不稳、无商不富，县委、县政府号召大
厂老街4个生产大队的群众发展个体经
济，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多种经营。县里
的会开了、公社的会开了、4个生产大队
的社员大会都开了，县城十字路口南侧
几十间商铺门脸房也建起来了，可是，就
是不见群众有动静。

县里和公社的领导们都很着急。原因
无非是群众仍心有余悸，政策会不会变？
社队干部们做了不少动员工作，收效不
大。这下，县里真的着急了。干部带头，做
给群众看。那么，谁来带这个头。当时，县
里想扶持一个村办企业的业务员当典型，
怎奈这个业务员在修建门脸房的时候发
生意外，房檩掉了下来，砸了脑袋。没办

法，县里和公社的领导眼睛最终盯在了我的
舅舅身上。经过慎重考虑，舅舅辞去了支部
书记的职务，和另外两个农村党员一起，在
县城十字路口租了门脸，当上了我们县的第
一批个体户，主营小五金。启动资金是从银
行贷的款。后来，我了解到，当时县领导原本
没有让舅舅辞职的意思。可舅舅觉得一边干
个体、一边当书记，两头不得兼顾。

大队书记带了头，彻底打消了群众的
顾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县城那条主街、
建材商店、玻璃店、工艺美术品店等几十家
个体门店一下子都冒了出来。县城的个体
经济一下子火了起来。

老实讲，舅舅的生意做得并不顺利。舅
舅冷手抓热馒头，干个体以后，遇到的问题
与原来当大队干部完全不是一个节奏，其中
的困难和艰辛也可想而知。但是，舅舅当时
辞职干个体，绝对不是脑袋发热。舅舅去世
之前，曾经和我聊起这件事。舅舅说，事总得
有人带头，党员干部不带头，谁带这个头。当
初入党为的啥？为的就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
子。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干啥都值得。

舅舅不仅自己带头，还动员亲属带
头。在舅舅的说服之下，三姨干起了鞋袜
生意，追着农村大集，摆摊做买卖。寒暑
假的时候，我常常给三姨当帮手。我深深
体会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干个体的种
种不容易。

回首改革开放40多年，农村每一项改
革措施的实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
得好坏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农村改革的成败。

“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永远是良方，新时代，
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依然不会过时。

舅舅的身教和言教
海宝明

“工作人员请登记下这个小男孩信息，
7 月份来北京我帮他治疗。小朋友你相信
我！”6 月 11 日，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

多县花石峡镇中心卫生院义诊
时，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

管病医学部结构性心脏
病科副主任朱航对 11

岁 的 秀 晋 南 杰（音
译）坚定地说。

朱航是“同心·
共铸中国心”的一
名资深志愿者，今
年在果洛州，他和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

医学中心心血管病医
学部小儿心脏外科主治

医师刘博罕及来自北京的
医疗专家为当地儿童进行先

心病筛查、复检。
一个上午，朱航先心病筛查团队从坐

诊那一刻开始就没离开过座位。虽然当天
朱航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高原反应，但他
还一直坚持筛查，只为能让孩子们好好地
过个端午节。

当天，朱航团队筛查500余例，其中有7
个先心病患儿需手术治疗。朱航团队后期
将把筛查出的病员接到北京，应用3D打印
模拟心脏手术、内外科杂交手术平台技术
等军队高精尖手术方法，为患者免费治疗。

此次筛查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指导，
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北京市红
十字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活动——

“同心·共铸中国心”行动，本次活动专门针
对青海地区开展公益医疗帮扶行动，助推
当地实现健康乡村建设。

贾宁 摄影报道

相信我，能治好你！

老张，名叫张建峰，2015年前一直担
任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蔬菜站站长，现退
居二线。他先后被授予“全国农村科普带
头人”“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庆阳市领
军人才”等荣誉称号。

如果你问我，老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
英雄事迹吗？我会回答你：“没有”。他只是
一名常年和农民一起种菜的普通党员干
部，但他朴实无华的身上有着许多令人敬
佩的闪光点。

第一次和老张相识是2006年春季，
我去川区采访春季农业生产。当时，为了
完成超低温条件下川区蔬菜的种植任务，
老张带领技术人员，早晨5点半就从县上
出发，趁早上棚内温度较低时赶到现场工
作。棚内温度高时脱掉外套，穿一身内衣

裤，热得汗流浃背，一窝肥、一滴水、一株苗
都毫不含糊，直到中午两点多才吃上一个馒
头，泡一盒方便面，晚上太阳落山了才往回
赶。历时3个星期完成了全县1万多亩的蔬
菜种植任务。在田间工作的日子里，他嘴唇
干裂了，手粗糙了，衣服鞋子脏得不像样子，
当地农户说，“大棚里这么热，我们庄稼汉长
时间都受不了，没想到白面书生的张工这么
能吃苦。”与老张相识，让我懂得了要成为一
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就要放下架子，把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行动的指南。

如果你问我，老张有高大光辉的形象
吗？我会告诉你：“没有”。但他却始终用自
己最朴实无华的行动树立着共产党员的光
辉形象。

多年的接触中，我了解到，老张一直把

“和农民一起种菜”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
工作时他没有上下班、节假日概念，只要群
众需要，不管风吹雨打、白天黑夜随时接
待；只要是生产中的问题，他就有车乘车、
无车骑车下乡帮助群众解决技术难题。
2014年，两名菜农怕受损失，不听劝阻，用
土品种种植了大棚西瓜，老张便和他们签
订了《赔偿责任书》，用自己工资担保，劝其
翻地重新种上了新品种西瓜。最终，这两棚
西瓜平均亩收入达到1.15万元，比使用土
品种高出9000元。与老张接触，让我明白了
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新的历史条件
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做合格党员的一
项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问我，老张做出过什么丰功伟
绩？我会回答你：“没有”。但他却有一股把

“把平凡当成事业来做”的执着和“但愿苍生
俱饱暖”的情怀，是群众心目中的“贴心人”。

2019年正月初二，一位菜农给老张打来
电话，说正逢嫁接育苗关键时期，大棚西瓜
中不少苗床出现了叶片黑绿不长、心叶不
出、新根不吐的症状，瓜农心急如焚。老张闻
讯二话没说，骑上摩托车就赶到现场，察看
病情，开出药方。就这样，从初二到初五，老
张从东家菜棚里出来，西家瓜棚里进去，顶
着大棚内30多度的高温，挨家挨户为农民传
授技术，及时有效防治了各种蔬菜疾病，当
年至少为全川菜农减少了20万元的经济损
失。与老张交往，让我明白了加强党性锤炼
是共产党人永无止境的实践课题，这个锤炼
不是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要实实在在
地落实到行动上。

老张，我身边的榜样
师正伟

那天，父亲躺在医院病床上打吊针。突
然，他想坐起来，我忙问是不是想喝水，父亲
说不喝，抬起左手，指指耳朵，说：“好痒，给
我拿根棉签来吧。”我赶紧找护士要来了两
根棉签。

我知道父亲是想掏耳朵了，但他右手扎
着针不方便，我要父亲忍一忍，等打完针再
掏，父亲说实在忍不住了。我犹豫了一下说：

“我来吧。”父亲先是摇摇头，接着点点头，
“好。”

毕竟第一次，我拿着棉签的右手居然有
些不听使唤，颤抖起来。父亲感觉到了，说：

“莫担心，掏吧。”
棉签慢慢伸进了父亲的右耳朵，轻轻转

动几下，我问：“这样可以吗？”父亲说：“蛮
好。”我这才放下心来。渐渐的，手不那么抖
了，动作也麻利多了。

约莫一支烟的工夫，父亲的两只耳朵
终于掏完了。我长吁了一口气，发觉手心和
额头都已渗出了汗。父亲皱纹密布的脸上
露出了满意的笑。父亲告诉我，将近半年没
掏耳朵了，现在耳朵不痒了，舒服多了。

我知道，因为掏耳的工具是棉签不是耳
勺，效果肯定不会那么理想。严格地说，这不
能算“掏”，只能算“擦”。但已年逾五旬的我，
权且也算有生以来给父亲掏了一次耳朵吧。
如果父亲不是住院，不是耳朵痒得难受，且
不是我陪伴，此生我可能连这样的一次机会
都不会有。

父亲年过80，最近几年，身体每况愈下。

腰椎间盘突出让父亲原本硬板的腰身佝偻了
几分，前列腺增生并发膀胱结石以及痛风令父
亲的身体雪上加霜。手术后，父亲苍老了许多。
掏耳朵那会儿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
离地挨着父亲。满头白发没掺杂一根青丝；满
脸皱纹，如纵横的沟壑，深而密……

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给我们五兄妹掏耳
朵的情景。

可以说，父亲“承包”了我们五兄妹掏耳朵
的“工作”。那时，父母都在生产队出工，每天忙
得晕头转向。父亲是生产队长，更忙。但，再忙，
每隔两三个月，他总会选一个晚上，轮流给我
们掏耳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还没通电，家家
户户点煤油灯，煤油贵，灯光弱，父亲摆上两张
小矮凳，拿出奶奶的陪嫁品——一只约半根筷
子长的银耳勺，开始给我们掏耳朵。

我们头枕着父亲的大腿。父亲细心极了，
轻轻地掏，慢慢地掏，掏了左耳掏右耳。我们眯
着眼睛，尽情享受着浓浓的父爱……

那时，不谙世事的我还曾想过，等长大了，
也帮父母掏耳朵。后来长大了，我却远离了父
母，“常回家看看”更多的是挂在口头，放在心
里，真正付诸行动实在太少了。帮父母掏耳朵，
更是成了空话。

这次虽帮父亲掏了耳朵，但还不能说当年
的愿望就已兑现了。自己是在父亲患病的情况
下，给父亲掏耳朵。父亲病愈后，我若还能
自觉、主动地常常给父亲掏掏耳朵，那才算
真正尽了一点点做儿子的孝心吧……

帮父亲掏耳朵
卢兆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