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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思考

温馨家话 镜头中的民生镜头中的民生

盛夏时节，每天夜幕降临，在三湾
村藤八河中，村民们总能看到一个忙
碌的身影，打着手电筒，清理河道垃
圾。他，是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瑶田
镇三湾村河长张金干。

“现在是夏季水稻抢收抢种农忙
时节，只好白天在田里耕作，利用晚间
巡河‘补课’，一来进行河道保洁，二来
防止村民在夜里电鱼、毒鱼、炸鱼。再
说，河中凉快呀，对务农劳累过后也是
一种身心放松。”张金干笑着说。

永丰县 2016 年全面推行河长制
后，三湾村加速推进荒山坡地水土保
持绿化，生态治理藤八河堤岸，除险
加固山塘水库，疏通田间灌溉排涝渠
道，优化村庄水环境，以水美村、以水
兴业、以水富民。

山变绿，
“三跑田”变成了“三保田”

以前的三湾村，由于村民过度砍
伐林木，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
重，耕地成了跑水、跑土、跑肥的“三
跑田”，粮食生产也逐年减产减收。每
遇天降大雨，洪水冲刷裸露的山体，
裹着泥沙冲进农田、河道，河水浑浊
不堪，泥沙淤积，堵塞河道，水位抬
高。进入汛期，村庄被淹、农田被毁；
遇到持续多晴少雨的天气，则山泉枯
竭，河流水位迅速下降，农作物丰收
无望。

河长制实施后，张金干带领村民
们积极配合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推进
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坚持山水同
治、标本兼治，致力于荒山水土保持
造林绿化，以林涵水、以水养林、林茂
水清，巩固提升河长制工作实效。

造林不易，护绿更难。树木成材了，
有的村民会盗伐。有天夜里，狂风暴雨
来袭，两个村民摸黑进山砍树，以为万
无一失。然而他俩万万没有想到，正准
备挥刀砍树，就被匆匆赶来的张金干抓
了现行。好在两个村民还未动手砍树，
张金干便没有报警也未处罚他俩，但警
告说下次再犯绝不留情。从此，村里再
也没发生过盗伐水土保持林木的行为。

如今，三湾村到处郁郁葱葱，绿满
眼帘，不仅不再旱涝交困，还实现了清
水下山、净水入河，荒山坡地变成了“绿
色银行”。过去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
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农作物生产稳
产稳收。

水变清，
城里人也来度夏享清凉

徜徉在三湾村藤八河畔古樟林的游
步道上，水面的荷花飘来一阵阵清香，
使人顿觉凉爽惬意，暑气尽消。波光粼
粼的河水清澈见底，一群白鹭在欢快地
追逐鱼儿。

从城里嫁到三湾村不久的李珊珊，
邀请娘家人来村里消暑休闲。一群人在
河畔的古樟林中走走停停，不时拍照留
影，纷纷为如诗如画的水环境点赞，欢
声笑语乐不停。“过去，藤八河两岸的群
众任意往河中倾倒垃圾、排放污水。每
当洪水过后，河中临水的树木挂满五颜
六色的垃圾，有的河段几乎被垃圾覆
盖，难见游鱼和白鹭。村塘更是成了垃
圾池，水中漂浮着病死禽畜，臭味刺鼻。
古樟林中荆棘杂草丛生，村民在林中散
养禽畜，粪尿遍地，成了老鼠、蚊蝇的乐
园。”李珊珊的父亲说，女儿和女婿是高
中同学，两个人谈对象时，他和老伴曾

特意来三湾村走了一圈，看到村里当时
脏乱差的环境，心中非常不满意。要不
是小伙子确实不错，就冲着这个“脏”
字，他们都不同意女儿嫁到村里。

这几年，因为实行了河长制，村里
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三湾成了名副其实
的美丽乡村，这得感谢好政策，也要
感谢有张金干这样负责的河长。”李珊
珊 的 母 亲 说 ， 之 前 女 儿 女 婿 办 婚 宴
时，还特意请金干叔坐了上席！而且
三湾村的气温比城里低得多，是避暑
纳凉的好地方！今后每年都要来女婿
家亲水度夏享清凉。

近年来，三湾村以河长制为抓手，
着力推进水环境治理，加固河堤岸，
修整村池塘，保护古樟林，绿化村环
境，防治水污染，整合资源，打造藤
八河、池塘、古樟林连体生态公园。
为了建管并重、长治久清，做到了河
长主抓、群众共护。

民变富，
脚踏实地稳步前行

现在，三湾村不仅山头青翠、水源
清澈、家园清洁、空气清新，还实现了绿
色发展生态富民。

“哇、哇、哇……好大一条鱼！”三湾
村的水库上，传来惊喜的呼叫声。走近一
看，原来是有村民在清波荡漾的水库中
钓鱼。“你俩放心，我们只钓鱼，不会电
鱼、毒鱼、炸鱼。”见到张金干和张小强沿
着水库巡查，一位钓鱼的青年说。张小强
是水库经营承包者，也是水库管理员，负
责水库的安全巡查和水体保洁。

早些年，村里的水库承包给张小强
经营，当时他急功近利，在水面高密度

放养鹅鸭，大量施用低成本的禽畜粪便
进行肥水养鱼，导致水体黑不见底，腥
臭熏天，使附近的居民叫苦不迭。

实行河长制后，全面禁止水库肥水
养鱼、水面鹅鸭养殖，并招聘水库管理
员，负责水库的运行安全、水体保洁工
作。政府的禁令一发布，张小强立即停
止了肥水养鱼，退养鹅鸭，申请担任水
库管理员。如愿当上水库管理员后，县
财政不仅拨付资金对张小强退养鹅鸭
进行了补偿，还每月发给他工资。

“原想鹅鸭退养、清水养鱼，水库经
营效益会大减，甚至亏本。”张小强说，
没想到人放天养，虽然鱼的产量不高，
但收益不低。原因是鱼的品质明显提
高，吃起来口味鲜美，好卖。以前肥水养
的鱼腥味太重，产量高而卖价低。如今
他只管放养不用捕鱼，因为前来钓鱼的
人们络绎不绝，他们付费钓鱼，自己每
月还可领到政府发的工资，加起来就超
过了肥水养鱼的收入。

“小强说的收入其实是打了‘埋伏’
呢！他在水库边种的水土保持经果林，
在水库灌区种植的农作物，效益都蛮好
啊，现在已经是我们村名副其实的‘生
态富翁’了。而且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已
经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村 民 实 现 生 态 致 富
了！”张金干赞叹道。

今日三湾村，山绿、水清、林茂、
粮丰。以水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振
兴，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村民们正在
脚踏实地加油干，朝着共同富裕的目
标稳步前行。

三湾三变
刘浩军

一个信箱、一本留言簿，一面民
声墙，这是重庆市铜梁区“解忧书
屋”委员工作站去年 3 月刚面世时征
集民意的原始方法。这个本意是想将
委员读书活动与“渝事好商量”结合
起来，打造委员履职新阵地，矛盾纠
纷调解站、社区居民心灵驿站的“解
忧书屋”，却在开创之初就遇到了成长
的“烦恼”——

从“坐等”民意到“收集”民意

身处巴川街道正街社区商业步行
街的解忧书屋每天客流量逾千，可留
言者却寥寥可数。民意何处寻？经营
了36年实体书店的工作站站长银代明
委员意识到，民意收集亦非一朝一夕
之功。

与其守株待兔，不如主动出击。

在综合了区政协联络委意见并考虑防疫
因素后，银代明把目光投向了网络——
他联合专业团队，建立线上解忧书屋微
信群，开展免费教学辅导、心理健康咨
询，很快拥有了一大批师生、家长粉，
每天在线讨论人数逾百人。于是，银代
明开始在群里搜集关于课外辅导如何规
范管理、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
贫困学生帮扶路径等社情民意。

随着防疫形势好转，银代明每月邀
请 1 名文化、教育行业的政协委员到书
屋开办线下委员讲堂，主动承接区政协

“与书为伴·悦读悦享”读书活动，还联
合民主党派、高校开展诵读、图书漂
流、赠书活动……

“每次来收获都很大，今年初我还把
家长们反映的学前教育资源优化配置问
题作了政协大会发言。”来自文化艺术界
别的张凤鸣委员说，自己的很多社情民

意都是在解忧书屋收集到的。

功能升级，汇聚力量解民忧

但随着搜集的民意增多，书屋的
“解忧”能力开始变得有些力不从心。银
代明发现，很多烦心事并不是靠一场讲
座、一次分享、一条社情民意就能解
决。比如步行街商业体噪音扰民、老旧
小区年久失修的漏水管扯皮……这些都
需要大家坐下来商量着办。而让银代明
有些意外的是，这一想法竟和铜梁区政
协打造“家门口商量”平台的思路一拍
即合。

解忧之力从四面八方汇聚，政协组
织、民主党派、慈善会、社工组织……
但谁能将满天星聚成一团火？一次基层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联席会，让银
代明找到了答案。“去年 10月，区委组

织部在正街社区一老旧小区内打造了居
民议事厅，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都可以
商量着办，这不正是解忧书屋可以做的
吗？”银代明说，会后，区政协秘书长、
机关党支部书记朱华友当起了书屋和社
区两个党支部的联建“红娘”，通过坚持
基层党建引领，把书屋纳入社区网格联
络点，打造成了集“基层协商+文化服
务+志愿服务”于一体的委员工作站。

有了红色力量的注入，解忧书屋焕
发出新的活力。这里是居民管理公约、
智能化社区打造、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
民生问题的商量会场；是街坊邻居读书
学习的红色阵地；是社区“一老一小”
七彩素质课堂的户外实践基地；是新增
的“四点半课堂”，还是环卫工和快递小
哥歇脚的爱心驿站……

一年多来，重展笑颜的解忧书屋已
经接待群众 500 余人，开办“线上+线
下”的家门口商量、公益宣讲、读书分
享、心灵沙龙逾 330 场次，化解矛盾纠
纷60余个，协调捐赠书籍、物资等折合
人民币近500万元。

所有的努力都有了同一个方向，也
汇聚起更多的干群力量：担当红色导读
员、民情信息员、义务调解员、少云志
愿者……“微光成炬、聚沙成塔，如果
人人都为社会解忧贡献一份力量，那么
人人也都能成为解忧书屋。”朱华友对解
忧书屋的成长给予厚望。

解忧书屋何以“解忧”
——重庆市铜梁区政协委员工作站成长记

通讯员 文博 本报记者 凌云

差评是消费者网购时一个重
要的参考依据。然而，有部分购物
平台不再设置“好评”“中评”“差
评”的直观分类，而是以关键词的
形式呈现评价；还有一些商家采
用隐藏差评分类、删除差评和诱
导好评等方式，使差评逐渐从人
们的视线中消失。

根据电商法规定，消费者有
权知悉其所购买商品或者享受服
务的完整信息和详细评价，商家
或者平台应当确保相关信息的完
整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
赋予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进
行监督的权利。互联网不是法外
之地，商家隐藏分类、删除差评，
违背法律精神，等待其的将是严
厉的司法制裁。

实践中，确实有一些消费者
因信息泄露，担心商家做出恶意
报复等行为，而被迫删除差评。但
商品评价是网络信用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不正当手段“消灭”差
评，不仅给消费者决策带来干扰，
也撼动了网络信用的基础。相关
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评价保护机
制，全面客观考虑消费者可能遇

到的问题，用制度“立法”，捍卫消
费者权利，保护举报人隐私，打消
其在发布差评时的种种顾忌。

在差评逐渐“消失”的同时，
不少好评也被“诱导”出来。很多
消费者在外卖平台、网购平台下
单后，会收到商家好评返现的小
卡片。好评返现看似双赢，但不可
否认具有诱导成分，可能“绑架”
消费者的评价权，商家的此类行
为不应被支持。商家要经得住市
场检验，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最终
依靠的是商品和服务质量，因此
不必对用户点评过度紧张，陷入
简单的驳难之中，而应保持开放
的心态，自觉接受消费者监督，让

“差评”成为倒逼商品服务质量提
升的利器。

当然，一些“职业差评师”的
出现也会对卖家的权益造成巨大
侵害。因此，应允许在电商平台不
伤害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适当
调整用户评价体系，设置更细化
的评价内容，让用户给出差评时
提供更有实证的内容依据，以优
化评价生态，营造更加公平和谐
的网络交易环境。

好评、差评，
不应左右监督的“天平”

孔德淇

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
经变得越来越普及，暑假来临，不
少家长趁此机会，带孩子出去放
松一下。笔者最近在一些媒体上
看到，现在年轻人们在出游时，不
仅带上孩子，还会拉着老人，老人
孩子齐上阵来个休闲游。感觉这
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暑假期间，为了奖励孩子考试
成绩优异，或是为了开阔孩子的视
野，许多家长都会抽出时间陪孩子
去外地，甚至国外旅行。这两年，由
于疫情的关系，去国外旅游的少
了，但是国内的暑假游市场依然持
续火爆。当家长带着孩子在外面尽
情玩乐的同时，家中的老人还是挺

“羡慕”的。虽然嘴上说着自己年纪
大了，不想出去了，但其实他们也
是“身未动，心已远”，内心是非常
想出去走走看看的，只是不想给子
女添麻烦而已。

这一代老年人，他们年轻的
时候生活艰辛，天天为生计忙碌，
外出旅游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除非有些经常出差的人能外出

“见见世面”，很少有自费去异地
旅游的，许多农村里的老人甚至
连自己的县城都未去过。现在生
活条件好了，老人们却因为身体
状况等各种原因而很少外出，能
经常出外旅游的老年人占比还是
较低的。

暑假游时，带上父母一起去，
既圆了老人的旅游梦，也是加深
亲情的好机会。那些乘过飞机、登

过游轮、坐过高铁的老人，他们是
非常自豪的。在和亲朋好友和邻
居们闲聊时，旅游时看到过的、玩
过的、吃过的东西，都会成为他们
的谈资，在他人“你的子女真孝
顺”的赞扬声中，老人心情也是非
常愉悦的。同时，有了子女的陪同
与悉心照顾，老人外出也安心了
不少。加上孩子的同行，祖孙三代
在一起旅游一定是其乐融融、笑
声不断。

如今，有车一族逐渐增多，年
轻人还可以通过自驾游的方式，
带老人一同出行。没有了跟团游
的“步调一致”，自驾游可以放慢
行程速度，在吃好睡好的情况下，
让老人更能仔细欣赏旅途的风
光，真正享受旅游的乐趣。而且，
有了自备车，同城游、近郊游、周
边城市游都非常方便，这样的短
途旅游其实更适合年龄较大、腿
脚不便的老年人。

“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到老。”
趁着父母身体条件还允许，子女
在陪孩子暑假游时，别忘了带上
老人。这不仅可以给老人的晚年
生活增添色彩，也是子女尊老爱
老的应有之义。另外，希望旅游公
司也能为祖孙三代暑假游提供更
多的线路，以及更好的行程安排，
相关服务单位也能为老人提供更
为周到的服务。使得老年朋友不
再畏难于出行，让祖孙三代同游
的画面成为各景点的新风景、新
风尚。

暑假游，别忘了带上老人
邓为民

母亲一生勤俭，舍不得多花一分
钱。但她有个习惯，喜欢留灯。

小时候，我们都是山里的淘孩子，
玩起来什么都忘记了。几乎每天晚上我
们都去疯玩，也常常忘记了回家。直到
瞌睡虫来时，才记得母亲叮嘱早点回家
的话。于是，一溜小跑着回家，每次都
会远远望见家里有隐约的灯光。那时都
是柴油灯，不怎么亮，但足以温暖人
心。母亲常常是哈欠连天地起床，一边
问我们有哪些有趣的事，一边给我们洗
澡。等到我们都睡下后，母亲才吹灭油
灯，打着哈欠睡觉。我们那时还太小，
不太懂得心疼母亲。只是从小就深切地
感受到，无论到哪儿，无论多远，家里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亮着。

成家后，母亲帮我们带孩子，一起住
在小城里。母亲总是嘱咐我们，别忘记了
关水龙头，出门要关灯。勤俭惯了的她，
舍不得浪费一点电。但每天刚黑时，母亲
总不忘打开我家门口的一盏电灯，天天
如此。母亲说，楼里好多老人，上下楼梯
不方便，把灯亮着好走路。母亲有起夜的
习惯，起夜时顺便把灯关了，然后再睡觉

就格外踏实。后来，我把灯换成声控的，晚
上只要外面有响动，灯就亮了起来，免得母
亲惦记。母亲说，这样好，可以用声音控制，
再也不用担心了。

如果晚上有家人未回，母亲也是一定
要等着的，不然她睡不着。像小时候一
样，她把客厅的灯亮着，靠在沙发垫子上
一边等一边打瞌睡，直到家人都回来才去
睡觉。我们心疼母亲，都尽量早点回家，
免得让她等。母亲说，看到你们都回来
了，我才安心，也睡得踏实。

有天晚上我和同学聚会，回来得晚了
点。蹑手蹑脚地打开门，发现客厅的灯亮
着，母亲居然在沙发上睡着了。不过，没
有听到熟悉的鼾声，正感觉不对劲时，母
亲说：“下次早点回呀，熬夜对身体不
好。”原来她只是眯着眼，根本没睡着。
我满怀愧疚，连忙去洗澡睡觉。不大一会
儿，就听到母亲的鼾声，才知道她真的睡
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半夜回家过，不
想让母亲再为我担心了。

虽然我常常晚上加班，但都会尽量早
点回去，因为有个喜欢留灯的人，在等着
我回家。

喜欢留灯的人
赵自力

老家村子里家家户户种西瓜，但不
是大面积种植，各家各户只在田头地角
劈出一、二分土地，种上几十棵西瓜，
而这几十棵西瓜，也正好够全家人解暑
消夏了。

父亲是村里小有名气的种瓜能
手。四月初旬，他小心翼翼整地、施
肥，母亲则用上好的土做了营养钵，
再在营养钵上的小凹处放上几粒饱壮
的种子，盖上浮土，放在院墙一角。
不几天，小苗露头了，小小的嫩黄叶
片好奇地探望外面的世界。西瓜秧移
栽后，除虫打药、拔草施肥一样大意
不得。随着瓜秧一天天长大，放出了
细长的藤蔓儿，还长出了嫩黄的胡
须，像弹簧似的打着卷儿。母亲说这
是西瓜的脚，只要抓住前面的土坷
垃，一步步向前，便能藤蔓满园。

经过阳光雨露和电闪雷鸣，西瓜结
果了。开始毛茸茸的，像个绿色的橄榄
球，十多天后，西瓜有盘子那么大，柔
软的绒毛褪去了，明暗不一的花纹布满
全身。看着快要成熟的西瓜，我想起了
多年前有关种西瓜的故事。

那一年，就在西瓜快要成熟的时候，
一场山洪冲毁了我家的西瓜地。母亲失望
地说：“今年只能看人家吃西瓜了。早说
这里种西瓜不保险，你非要试一年。”母
亲埋怨父亲没有选好地方，父亲摇着头也
没说什么。

我家的小村只有30多户人家，是个
移民村，来自周围的3个乡镇，共有十余
姓氏。这一天，天气非常炎热。张家大婶
抱了一个半大不小的西瓜送到我家，不好
意思地说：“这个瓜不知成熟没有，我怕
孩子嘴馋，先送来给尝尝鲜。”第二天，
王婶也送来了一个足有十多斤的西瓜来。
又过了几天，陈阿姨的儿子还没进门就
说：“李伯伯，这个西瓜送给你家。”接下
来的日子，我们家隔几天就有人送西瓜
来，从初夏一直吃到了秋老虎。母亲说：

“我家今年虽然没有西瓜，可比哪一年的
西瓜都多。我们也买些冷饮送给邻居们吃
吧。”父亲点点头并发出一声感慨：“我家
的西瓜种在乡情里，西瓜藏乡情。”是
啊！迎来的是乡情，送往的是和睦，左邻
右舍互帮互助的情谊才是凝聚乡里乡情到
永远的基石。

西瓜种在乡情里
李天荣

王帅是北京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教育管理科工作人员，日常
负责受助儿童的教育教学和生活照料。中心成立于 2003年，主要接
纳3至18周岁，在京无监护人、身体基本健康、智力基本正常的未成
年人，为受助的孩子们提供免费的吃、住、教育、医疗等服务。同
时，负责流浪乞讨未成年人的护送返家、义务教育、心理矫正、技能
培训等救助保护工作。

王帅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又不能经常在身边陪伴，他在奶
奶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教导下长大成人。困窘的生活让他很小就挑起了
生活的重担，也磨炼了他的意志。“我想把自己童年缺失的那一部分
爱，不留遗憾地馈赠给孩子们。”王帅说。

图为王帅带保护中心的孩子出门购物。 贾宁 陈硕 摄

用爱温暖用爱温暖，，不留遗憾不留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