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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思考

温馨家话

乡村振兴故事

“三孩”来了，“宝妈”咋办？最近，广东
省中山部分镇街的企业创新推出“妈妈岗”的
职位，针对全职妈妈工作兼顾家庭的需求，实
行弹性工作制等用工管理模式，成为“三孩”
政策下女性灵活就业的一种有益探索。

眼下，随着国家“二孩”政策，尤其是
“三孩”政策的全面放开，越来越多的“上班
族”女职工一边要按时上班，一边要照料孩
子。结果，许多女职工“一心挂两头”，不但
不能安心上好班，而且也不能放心带好娃。许
多女职工因此陷入了上班、带娃的“两难”
境地。

于是，一些女职工为了安心照顾好孩子，
不得不辞去工作，下岗在家带娃。表面上看，
这虽然方便了带娃，但于女职工家庭来说，工
作辞了，经济收入就少了，生活压力自然也就
大了；而于企业而言，大量女职工的辞职，也
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用工荒”，影响企业的
正常运转，继而严重影响企业的良性发展。可
见，如何帮助解决女职工上班、带娃“两不

误”难题，已成为一道民生“必答题”。
此次，中山市一些企业推出“妈妈岗”弹性

工作制之举，这无疑是解决女职工上班、带娃
“两不误”难题的一个好办法。“妈妈岗”弹性
工作制既有助于解决企业“用工荒”问题，又
兼顾了一些女职工照顾孩子的需求。可以说，
有了“妈妈岗”弹性工作制，女职工就可以一
边安心工作，一边放心带娃，既不影响正常的
工作，又不影响日常的带娃。同时，有了“妈
妈岗”弹性工作制模式，既能促进企业的良性
发展，又能提升女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
为重要的是，这也让更多的育龄女职工想生、
敢生、愿生，也是为国家生育政策的全面落实
作贡献。可见，企业设“妈妈岗”弹性工作制
模式，是一种“双赢”“共赢”“多赢”之举。

笔者衷心希望各地有更多的企业能借鉴和推广
“妈妈岗”弹性工作制模式的好做法，既能让女职工
上班、带娃“两不误”，又能助力企业持续、良性发
展。同时，还能为国家生育政策的全面落实助一臂
之力。如此“多赢”之举，何乐而不为呢？

多些“妈妈岗”，上班、带娃“两不误”
叶金福

要拍全家福了，妹妹高喊
起来：“爸，妈，快过来，‘C
位’已经给你们留好了！”老爸
和老妈赶过来问：“‘C位’是
啥？”妹妹说：“‘C位’就是正
中间的核心位置，咱家这是双

‘C 位 ’， 永 远 是 留 给 您 两 位
的！”老爸老妈听了，乐呵呵就
座。

不仅拍照要给爸妈留“C
位”，生活中永远都不要忘了给
他们留“C位”。在我看来，把
父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仅
仅表现在吃饭时让他们先动
筷，或者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
们这些事上面，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觉得不管多大年纪始终
是家中的核心角色。

记得前年，老妈生了一场
大病，病愈之后，她情绪低
落，把家里的存款和家当整理
了一番，对我们姐妹三个说：

“我和你爸都老了，没那么多精
力管事了。以后有啥事，就全
由你们做主了。”我看到老妈疲
惫的样子说：“这样也好，你和
我爸也省省心，好好养养身
体。”后来，我们姐妹有什么事
都不再找爸妈商量。

过了一段时间，细心的妹
妹发现了问题。她对我说：“爸
妈年纪大了，本来就有一种自

卑心理，觉得老了不中用了。咱
们再让他们退到边缘地带，他们
会更加失落。”妹妹这样一说，我
恍然大悟。以前家里有买房子、
投资做生意之类的大事，爸妈都
会召开家庭会议。我们把爸妈围
在中间，让他们郑重其事地发表
意见。想到这里，我悄悄对两个
妹妹说：“我知道了，应该让爸妈
重新回归‘C位’。”

三妹开着一家超市，正计划
扩大规模。我们把爸妈请来，帮
着分析一下。爸妈重新坐回“C
位”，很快就找到曾经的感觉。老
爸先发表意见：“我觉得老三先不
要扩大规模，因为你那里位置不
是特别繁华，现在的生意刚有点
起色，不能太心急了，等那条街
繁华起来再扩大也不迟。”老妈
说：“我同意你爸的意见，现在你
们的资金也有限，先把现在的生
意经营好再说。”三妹说：“刚才
我还踌躇满志，说凭着一股子猛
劲儿大干一场。听你们这么一分
析，我觉得我还真是头脑发热。
看来我们啥事都离不开你们呢！”
老爸和老妈听了三妹的话，开心
地笑了，脸上洋溢着成就感。

父母阅历深厚，经验丰富，永
远是我们生活的导师。无论什么时
候，别忘了给爸妈留“C位”，永
远让他们感觉到是大家庭的主角。

别忘了给爸妈留“C位”
马亚伟

镜头中的民生镜头中的民生

房前屋后，格桑花多姿多彩；
村道阡陌，鸡冠花鲜红欲滴；还有
争相竞放的秋菊，与明亮整洁的民
居相映成趣，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
乡村画卷跃然眼前……日前，笔
者驾车从安徽省阜阳市城区出
发，沿着东湖路驱车30多公里，
再顺着一条平坦的“村村通”柏
油路，便来到了颍东区杨楼孜镇
前进村。

近两年，前进村一改“后进
村”的旧面貌，从“里子”到

“面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由往昔的贫困村蜕变成省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从一贫如洗的

“空白村”发展成村集体收入近
百万元的“一村一品”示范村。
前进村，正如其名，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奋力前进。

发展小米辣，村民日子火辣辣

在何辉家庭农场里，一簇簇
小米辣向天而生，娇红似火，长
满枝头，压弯枝桠，随风摇曳。

“这是第几茬采摘了，已经不记
得了，反正本钱早都赚上来了，
这后面是采摘多少赚多少。”满
满地获得感从农场负责人何辉的

嘴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今年
每亩地的小米辣保守估算能有
5000元的利润，村里在一起发展
小米辣的种植户都很开心啦！”

村民朱树影就是其中的一位
种植户，家里2亩地小米辣长势
喜人。“结的小米辣椒都快压断
枝干了。”忙着采摘辣椒的朱树
影告诉笔者，现在两亩地已经卖
了1.6万多元。照这个架势，以
后每亩地卖个 1 万多元不成问
题，明年还要想办法扩大种植
面积。

当前，前进村小米辣已在市
场叫响品牌，种植面积由起初的
200 亩 又 辐 射 带 动 到 了 300 多
亩，形成了规模效应，销售模式
也从当初的自卖自销，转型为电
商、微商等网络订单模式。今年
以来销往河南、湖南、山东的小
米辣达200多万斤，预计可完成
近300万斤的总销量。

多元发展，乡村振兴有干劲

“除了小米辣，前进村还要
招商引资办企业，走多元发展路
子。”对此，继续主持前进村乡
村振兴工作的驻村工作队队长田

持杰坚定地说。
去年5月份入驻村里就业基地

的安徽盛昌包装有限公司已于今年
正式投产，一下子解决村里30多人
的就地就业问题。“说起来你可能不
信，为了加班加点赶订单，我们是‘两
班倒’。机器一天只能休息两小时，
基本上机停人不停地满负荷生产。”
技术维修员杨俊锋负责着 48台机
器的运转保障工作，对厂里的生产
状况是“门清”，“生产设备正常工
作，才能保障一天1000多箱干燥剂
的产能。”

企业产能足，销路宽，工人
工资福利有保障。脱贫户李光明
去年10月份从浙江回村待业，今
年5月进厂工作，负责干燥剂小包
装袋的印刷。“工作强度跟以前干
的水电工相比轻多了，还有时间
照顾家庭，抓抓地里的庄稼生
产，收入要比在外地干强多了。”
李光明夫妇两人现在都在村里企
业上班，一个干印刷，一个管包
装，合起来能拿到 9000 多元的工
资，每到领工资的日子，两口子高
兴得合不拢嘴。

“今年，企业的产值能达1800
多万元，不管是发展前景和就业带
动都超出我们的想象。”田持杰在与

村两委班子商量扩大就业基地发展
规模时说，“一不能等，二不能靠，
一定要抓住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
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富民强
村。”目前，前进村已自筹资金百
万，调整好建厂用地，秋收秋种一
结束，便开工建设，采用固定资产
入股的办法，走村企联合发展的
路子。

如今，小米辣椒、黑皮冬瓜、
“口孜”大蒜，特色经济作物种植
使村民的收入有了保障；盛昌包
装、久固建材，村企家门口就业让
村民的钱袋子有了增收的新路子；
美丽乡村建设、文明家庭创建、好
婆婆好媳妇表彰，让前进村的乡村
文明新风迎面扑来，气象万千。

“理念变、环境变、产业变、
乡风变、生活变，前进村在变化中
不断前进才是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希
望 ， 前 进 村 就 应 该 不 停 地 前 进
嘛。”在外地见过“世面”的李光
明等村民回乡后，切身感受到了生
活有了新奔头，家乡有了新希望。

前进村“前进”记
戚武奇 倪丽梅

都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
黄昏”。其实，我退休后觉得：
人到晚年，生活中有很多乐趣可
以开发呢！“淘书”就是我晚年
新开发出来的一种乐趣。

离我家不远的公园里，有
一爿小书摊——说是“摊”，其
实并无摊床。所售之书不拘种
类、版本、品相，一律横陈于
地，风吹日晒，任由人选。一
日与老伴逛公园时，这个书摊
偶然闯进了视野，当时就在我
的眼里撞出了惊喜的火花！说
实话，我不太喜欢都市大书店
的那种“不苟言笑”“中规中
矩”的小资氛围，而是更喜欢
小书摊的这种“胜似闲庭信
步”的悠闲，于是这爿小书摊
便成了我常去之地。

站在书摊前，可以悠闲地打
量着每一本书，从左看到右，从
右又看到左，蹲下身，翻翻这
本，看看那套，遇到喜欢的，就
像孔乙己一样：“排出几文大
钱”，买下相中的宝贝；转了一
圈，没遇到心仪的书籍，也不
恼，哼着歌儿离开。

地摊的书不像大型书店那样
“条分缕析”，就那么混杂着放在
一起，所以买书人得蹲下身去翻
捡。这个过程就叫“淘”。“淘
书”最大的乐趣是它常常给人以

惊喜：不经意间，就从一堆旧书中
发现了几本非常好的书！而且价格
非常的便宜。那种感觉就像是从煤
堆中翻到了元宝一样！有一次，我
在地摊上居然花 20 块钱淘到了
《瓜棚柳巷》《笑笑录》《帝王刍
记》等在大型书店难觅的好书。我
如获至宝般地把书抱回家，展卷通
读，直至华灯初上，夜色阑珊。

此后，我便把“淘书”当成了
晚年的一项生活内容，不管是闲
逛，还是外出旅游、办事，每到一
地，必先逛一逛街巷里弄的小书
摊，在杂乱的书堆中，像考古学家
一样睁大眼睛“淘金”。一部十册
装的 《史记》 以 18 元人民币购
得；一部48册装连环画《三国演
义》，竟在一条古旧街巷的小书摊
上被我“慧眼识珠”。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
始到金。”几年来，我淘来的书籍
已逾数千册。每天翻翻读读，在获
取知识的同时，也享受着书籍作为
文化载体所带给人心灵上的愉悦。
有时，老友来访，我就把淘来的书
介绍给她们，她们一看便迷上了。
现在，我家俨然成了老年家庭图书
馆，来家里看书、借书的人总是络
绎不绝。我从淘书中收获了乐趣，
老友们从读书中获取了知识，我们
共同从淘、读过程中，收获了晚年
的快乐和健康！

“淘”书乐晚年
刘会琴

上海徐家汇地铁站的卫生间设置在站外，
乘客如有急用，就需要出站，使用完后还要支付
车费方可进站。近日，徐家汇站推出了“进出站
上厕所凭证”，乘客出站上厕所示意站务员即
可，进站时无需支付车费。有网友发文称，“被这
人性化的举措感动了。”上海地铁表示，今后将
根据实际情况，在有需求的车站内推广此举。

给市民、游客开启“方便”之门，解决市民、
游客“如厕难”，可谓是暖心之举。确实如此，对
于出行的人来说，“方便”问题可能是大家最关
心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厕所革
命”，“如厕难”“脏乱差”等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但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城市规模快速扩容，不少
地方仍存在公厕数量偏少、布局不合理、公厕配
套设施和卫生条件差等问题。特别是外地游客，
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人员，找厕所方便更是急
上加难。

公厕是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社会治理水平的
重要标志。上海地铁打开“方便”之门，解决市
民、游客“如厕难”，为各地提供了可复制可借

鉴的经验。各地应积极加强公厕建设，做好改、
扩、建工作，增加公厕的数量，改善如厕环境。同
时，应鼓励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商场超市、宾
馆饭店、公共写字楼等单位开放内设厕所，让“方
便”之事更方便。

上海地铁打开“方便”之门，说明城市治理不
仅有力度、有广度，还要有温度。这个温度体现在
一切为了群众，设身处地帮助解决群众之急、之困
上。城市治理得好不好，群众的感受最直接，也最
有发言权。各地各部门应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加强城市文明建设，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体现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当然，提升城市
温度，仅靠某一个部门是不行的，还要集全社会之
力，齐抓共管、齐心协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
为群众打开方便之门。

城市的温度不光是要有“面子”，更要有“里
子”；不光要有大眼光、大格局，也要体现在小事
上。“如厕”事虽小却连着大民生，只有精准捕捉群
众需求“靶心”，从细微处着手，把群众的困难想在
前面，帮在实处，真正让群众得实惠、得到方便，这
样城市才能更有温度，更加有品质。

“方便”之举彰显城市温度
钱立功

在孟子故里——山东省邹城市钢山街道的
后八里沟村，这里用16年的光阴讲述了一个高
质量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在村党委书记宋伟
带领下，昔日集体负债20多万元的穷村、乱村、
落后村，逐步发展成为济宁市经济总量第一、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明村。2020年，全村集体资产已达50亿元。

勇挑重担，让落后村变身美丽乡村

宋伟出生在后八里沟村的一个贫困家庭，
1992 年应征入伍。虽然在军队服役只有 4 年
多，却成了他一生最难忘的成长经历。复员返乡
后，宋伟端过盘子洗过碗，做过泥瓦匠，最终通
过苦干成长为工程项目经理。后又成立了自己
的建筑公司，靠勤奋劳动积累了几百万元资金。

2004年，贫穷落后的后八里沟村村民和干
部找到宋伟，希望他能回乡带领全村脱贫致富。
一边是个人事业全面起势，一边是没有一点收
入、毫无发展头绪的集体烂摊子。面对这一艰难
的选择，身为共产党员的宋伟思考再三，还是决
定听从组织安排，勇挑重担。2004年12月，宋伟
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承担起了
带领全村脱贫致富的使命。

要想富，先修路。上任伊始，宋伟就自掏腰
包20万元，为村里修了第一条水泥路。而要实
现弯道超车，必须产业先行。在宋伟带领下，村
里先后办起了酱菜厂、预制件厂，并成立了房地
产开发公司。

改变一个乡村的面貌，打造宜居的环境至
关重要。2008年，宋伟抓住邹城市“城中村”改
造机遇，通过多种渠道让村里的改造项目得到
批准。然而，村民们对新农村改造并不理解。宋
伟就挨家挨户做工作，承诺村民不用花一分钱
就可拎包入住。当年 11月，整个小区 23栋楼
全部建成。后八里沟村村民用7天时间完成搬
迁上楼，13天完成旧村拆除，没有发生一例纠
纷上访事件，成为邹城市第一个当年建设、当
年入住，而且是免费入住的改造典型。

做大“蛋糕”、吸引人才，走稳乡村发
展路

“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
证。”在宋伟看来，要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做大

“蛋糕”是基础。
2012年，在党的惠民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

的后八里沟村成立了邹城市第一个村级党委，宋
伟任党委书记。同年，宋伟结合村庄实际，对村集
体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调整，整合资金3亿元注册
成立山东鑫琦集团，下设7个经济实体，各业总积
累固定资产逾35亿元。

自此，宋伟带领村党委一班人紧紧抓住山东新
旧动能转换的大好机遇，成功向互联网+商业、科技、
教育、养老、生态旅游等新产业转型：建立智能无人机
研发生产基地，投资建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寄宿制学
校，建成8万平方米的中医医养康养为老中心，建成
本市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在其他乡镇流转土地3000
多亩，规划建设文体小镇，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共享成果是发展集体经济的核心问题，更是
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2017年，后八里沟村率先在山东全省开启共享
发展的路子，实行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而宋伟更是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个人股权分配所得无偿
捐给全体村民，还将自己回村任职前创建的物业公
司和建筑设备也一并无偿捐给了村集体。“鑫琦，取
心齐之意。人心齐，泰山移。”宋伟说，让鑫琦成为人
人共建、人人共享的大家庭，让村民共同富裕，从始
至终都是他的信念和目标。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后八里沟村共享
发展的理念，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扎根这
里，为乡村振兴助力。据统计，村办集体企业共为社会
安置就业一万多人，实现了原村民1760人的村庄向
现有居民3万余人的较大社区转变。后八里沟村也先
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中国美丽
乡村、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等国家级的奖项和称号。

“只要有能力，就要担起报效家国的责任，当
好乡村振兴、富民惠民的排头兵。”宋伟以实际行
动践行了一名退役军人、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当好乡村振兴、富民惠民的排头兵
——记2020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山东省邹城市后

八里沟村党委书记宋伟
本报记者 奚冬琪

Tui yi bu tui se
退役 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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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黄梅戏作曲家何晨亮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金拱镇中心
学校为学生演奏黄梅戏乐曲，并详细讲解黄梅戏的发展和传承。在
活动中，学生们感受了原汁原味的地方戏曲艺术，受到了传统艺术
文化的熏陶，更激发了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文化的美好
情感。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地方戏曲艺术，怀宁县广
泛开展“黄梅戏进校园”活动，为广大师生带去了一场场难得的黄
梅戏国粹文化盛宴。在金拱镇中心学校，黄梅戏作曲家何晨亮的精
彩演出和讲解赢得了师生们的喝彩。“‘黄梅戏进校园’活动为师
生们打开了一扇近距离感受黄梅戏艺术魅力的窗口，让师生进一步
感受到了黄梅戏的独特魅力，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喜爱黄梅戏文化，
使我们的黄梅戏艺术代代相传。”金拱镇中心学校校长王成说。

黄梅戏进校园
感受传统国粹

贾宁 檀志扬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