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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农历新年刚过，上海市宝山区月
浦镇“协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就
组织了兔年的首次协商活动，进一步
助力“农村社区化管理”工作。

满意，满意，还是满意

在互道一声新年好后，协商双方都
发现：这次来得都是老朋友、熟面孔。

租客任小燕说：“现在，室友都
是同一个企业的，生活习惯彼此类
似、作息时间也差异不大。更重要的
是，环境是真好了，一室一厨一卫，
互不影响。”村民金列红说：“把房子
都交给村里，啥也不用管了，轻轻松
松收租金。我也可以抽开身去看看孙
子，旅旅游了。”企业代表王雷也有
话要说：“实地考察整租样板房后，
感觉非常好，设施齐全，当即就决定
了整租意向，解决了企业的需求。”

“在区政协委员和镇领导的大力
支持下，帮助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设计
团队，从硬件和软件上都进行了提升，
目前社区化运营效果非常好。”村委会
代表宋秋燕说：“老百姓满意，租户满
意，村里管理起来也非常方便。”

满意，满意，还是满意！会议
室里皆是满意声。不过，大半年
前，还是此处，还是这些人，开口
闭口可都是烦恼。

当烦恼遇上“专题协商会”

月浦镇地处城市近郊，临近宝武钢
铁和工业园区，外来人口倒挂现象突
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村民选
择以房间为单位，将闲置房屋租给在周
边企业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这种方式
虽然灵活，但不少因租赁产生的纠纷也
随之而来。

村民的烦恼是——虽然出租房子有
不少收入，但有时候会碰到“老赖”，
拖着不交房租还不肯搬走。还有租客把
下水道堵了，马桶弄坏了，叫房东去
修。可房东大多是老人，无法修理。租
客也有烦恼——最怕就是房东突然说不
租了，本来平时上班就很忙，搬一次家
感觉要脱一层皮。有时候明明是房子和
家电本身的问题，都怪在租客头上，和
房东扯皮也头疼。聚源桥村党支部书记
奚霞明也是烦恼多多——各种各样的问
题都会遇到，给村里的人口管理、垃圾
清运、车辆管理等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于是，这些烦恼被带上月浦镇“协
商于民”政协委员工作站“转向防控常
态化 恢复城市正常化”专题协商会。

“我作为志愿者参与了两个月的社
区防疫工作，对农村社区化管理特别有
感触。”黄蕾委员是IT从业者，她提出
了数字赋能的设想，让大数据在农村社

区化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周瑾委员是
宝武乡村振兴办副主任，她讲述了“大
上海保卫战”期间，月浦镇党委和政府
为连续生产中的宝钢员工协调临时封闭
管理场所，提供生活物资支持的故事。

“地企合作、共建联动的理念，在当时
是一个解决防疫问题、实现动态清零的
举措，但从长远看，其实也为城乡二元
结构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解决思路。”

委员们看到了社会治理当中的痛
点，在抽丝剥茧的热烈讨论中，逐步梳
理思路，提出了“地企合作”等建议，

“农村社区化管理”初现雏形。

乡村振兴的最好实践

此后，在宝山区政协主席凌惠康
的带领下，区政协月浦联络组又连续
组织了多次协商活动，并实地走访了
月浦镇聚源桥村、月狮村，听取村委
及村民代表意见。与此同时，月浦联
络组也积极向宝山区政协和月浦镇党
委、政府汇报，得到多方的大力支
持。大家共商良策，“农村社区化管
理”理念被正式提出。

黄蕾委员在走访过程中，还结合调
研排摸的用户实际需求，设计出一款微
信小程序，把服务与管理一体化，实现了
业务平台、服务平台、宣传平台的融合。
对此，村干部们的评价是：“这下好了，房

客、房东、村委、物业管理方实现了数据
实时更新与共享，上传下达不脱节，有问
题一站式解决，方便好用。”

在委员们协商建言推动下，月浦镇
党委、政府第一时间牵头成立农村社区
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确定聚源桥村、月
狮村、沈家桥村、茂盛村作为首批试点
村，由村委会发挥主体动能，按照“一村
一方案”“一房一图”的工作原则，因村制
宜，选择符合整体租赁的民宅。

很快，首批5家企业，首期122人
的入住需求被满足；之后，中冶、宝
冶、华能电厂、宝武环科、石洞口煤气
厂等大型在地企业以及农体文旅融合型
双创企业纷纷“下乡”办公……生态更
宜居、产业更兴旺、乡风更文明、治理
更有效、百姓更富裕，乡村振兴在月浦
镇得到了最好的实践。

新的一年，当曾经的烦恼变成了此
刻的满意，委员们的视线和脚步并没有
就此打住。“月浦农村社区化管理工作
取得初步成效，得益于区政协领导的关
心指导，得益于委员们的热情参与、全
程投入、专业赋能。”月浦联络组组
长、月浦镇党委副书记孙康蓉表示，委
员工作站将继续聚焦基层治理难点，把
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作为协商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委员作用、彰显
委员担当，为地区促发展、百姓解难题
作出贡献。

在上海宝山区，一些农民将闲置房屋租给周边企业员工，虽然双方都有需求，但其中的各种纠纷也让彼此
不胜其扰。为此，区政协委员通过“协商于民”平台组织各方开展协商，提出“地企合作”等建议，推动农村
社区化管理，实现了——

农民房东无烦恼农民房东无烦恼 城市城市租客很满意租客很满意
本报记者 顾意亮

家住大连庄河市桂云花乡头道岭
村的89岁于老太有个习惯，平时到小
卖店、修车铺等处遛弯，看到地上有烟
头，都要捡起来带回家。“这些可以到
村里的‘垃圾兑换超市’兑换打火机、
肥皂、洗涤剂。我之前捡了4000多个烟
头，一下子换了很多东西。”于老太说。

“于老太坚持捡烟头，是源于庄河
市创立的‘1945’垃圾分类长效治理
模式的激励。”庄河市政协委员、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孙福有介绍，头道岭
村“小超市”撬动大环保的做法，就是
庄河实施“1945”垃圾分类长效治理
模式的缩影。“1”即由 1 个企业负责
农村垃圾的全程转运；“9”即由9个固
定和移动垃圾转运站承担乡镇垃圾压
缩任务；“4”即在小城镇推行垃圾“四
分法”；“5”即在村屯推行生活垃圾“五
指分类法”。

“从源头处理垃圾的一系列新尝
试，催生了‘无垃圾箱法’等不少鲜活
的‘庄河经验’。”孙福有说，目前庄河
农村生活垃圾日处理量由280吨减至
80吨，减少垃圾箱500多个。迄今，全
市已经建立起农户分类减量、保洁体
系完善、转运体系高效和末端处置闭
环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机制，确保垃
圾零增长。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
四边”是过去庄河农村旱厕的真实写
照，自开展“厕所革命”以来，昔日农
村旱厕彻底“改头换面”。“1.4平方米
的轻钢彩板厕所，既坚实耐用又美观
干净。”庄河市吴炉镇英烈士村村民年
廷国说。

“厕所革命”推广伊始，庄河市长岭
镇大华村将厕房和玻璃钢化粪池组装
好后，运到村委会院内让村民参观。村
书记告诉大家，谁先把坑挖好，谁就先
把组件拿回家，先到先得。于是，仅 10
天工夫，大华村600多户人家的新厕所
全部安装完毕。

2019年以来，庄河市共计建设无害
化卫生厕所7.46万座，村无害化卫生厕
所普及率达到92.75%，达到国家一类县
标准。

庄河是农业大县，地膜年使用量达
到607吨。如果不能在农作物收获时做
到“随收随捡”，经过秋冬风化，极易污染
地块。为此，庄河市不断加大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力度，针对农作物秸秆、废弃地膜
及农药包装物等的不同特点，不断优化
集成技术方案，探索资源化利用新路径。

从2021年秋收开始，吴炉镇龙母村
生姜和花生种植大户采用“随揭随捡随
收”的废旧地膜回收方法，在收获农作物
的同时，将覆膜一并收集，归拢至村委会
地膜回收点，等待下一步集中转运。此类
地膜和农药包装等废弃物回收点，全市
陆续设立了数十个，建立了地膜购买使
用回收台账，确定回收标准，指定专业公
司回收后无害化处理。

与此同时，庄河市还启动了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整体推进项目，建成4个
禽畜粪污处理中心，全市1222家畜禽养
殖场（户）设施建设率100%。大力推进秸
秆成型产品生产和秸秆收储体系建设，
通过实施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
化、原料化“五化”利用，年利用秸秆能力
达到50万吨，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庄河新风尚 环境大变样
齐芳芳 吕东浩

“想不到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还
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房子，看上数字电视，
还可以用手机网上买东西，这就是小康
生活啊。”立春节气，走在江苏省灌云县
侍庄街道的村内游园河堤上，瓦房村二
组的76岁老人孙如云乐呵呵地说。

孙老汉是街道农房改善项目“侍荷
园”的改建户，全村像他这样的受益户
有 507 户。在 2019 年灌云县政协全会
上，委员们曾热议“农房改造既要有‘面
子’，又要有‘里子’”。此后，灌云县采
纳委员建议，按照省市农房改善工作部
署，精心设计了“侍荷园”新型农村社区
项目 14个，总投资 16.98亿元，总规模

5087户，结合进城入镇退出宅基地、规
划发展村庄自建房以及“四类”重点对
象危房改造，改造完成了 129 户危房。
全县14个项目均留有60平方米的托底
安置“老人房”，确保农房改善不落下一
人一户。3年来，累计改善农户 12174
户，超额完成1.06万户的既定目标。

在着力推进农房改善的同时，灌云
县还以“重构农业、重建农村、重塑农民”
为目标，认真做好项目规划设计，重点加
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全县14个
新型农村社区项目规划新建了党群服务
中心12个、幼儿园6个、卫生室8个、农资
市场2个，让群众搬得进、住得好、能致富。

“苏北农房改善3年攻坚战收官后，
我们建议要进一步突出规划引领，培育
产业，彰显农民意愿，弘扬新风，着力做
好‘后半篇文章’。”金同娟等委员提出，
农房改善是民生工程，要体现政协力量、
发出政协声音，通过“有事好商量”等为
民服务平台，利用委员们的基层联系点
开展民情恳谈会，广泛联系界别群众，收
集社情民意信息，认真筛选后以提案等
形式报政府相关部门，助推实施“农房改
善+”系列工程，将其作为推动县域高质
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整治提升
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

例如“农房改善+产业振兴”拉动强

村富民。围绕农房项目有产业支撑，积极
构建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富民增
收，为14个项目配套搭建33个富民产业
项目。杨集镇潮河村就紧抓农房改善契
机，利用潮河湾自然水环境资源打造生态
旅游景区，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如今，这里
的村民成了景区的园丁、导游、工人、保安，
全村人均年收入达到1.5万元。

再比如“农房改善+人居环境”改善村
容村貌。通过农房改善的深入推进，结合
人居环境优化，实现从“脏乱差”到全省“乡
村振兴第一等次”的转变。农房改善前，侍
庄街道瓦房村村民时常抱怨村里“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危房到处有、污水四处
流”。如今，乡村规划师给出的“水韵荷香
悠游瓦房”农房改善规划定位在瓦房村已
成为现实。村里以荷藕文化为主题，以豆
腐、渔家文化为特色，将建筑、公共节点、景
观小品、绿化等作为载体，彰显村庄“乡愁
资源”，一幅环境美、生态优的乡村振兴画
卷正徐徐展开。

江苏灌云：农房改善，乡村有“颜值”更有“气质”
夏兴俭 李长春

和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安徽省庐江
县乐桥镇大化村的种粮大户叶文胜，便
会沿着乡村公路散步遛弯。

眼瞅着“地块块、矮埂埂、渠弯弯”的
“巴掌田”，变成了土地平整、设施齐全的
高标准“整片田”，叶文胜感慨地说：“过
去种田，水不够用，赶上干旱天气只能望
天收成。如今有了高效设施，再也不用
犯愁了。”

大化村位于庐江县最南端，山地和
丘陵占比较高，是全县有名的“旱疙瘩
村”。地块分散、缺水严重、靠天收成、产
出低下……曾经是大化村农业生产的真
实写照。

提起以前的情形，叶文胜显得十分
无奈：“那时候灌溉，我得骑车带着笨重
的水泵出门，拖着几十米长的水管在田
埂上四处跑。由于渗透量大，不仅浪费
水资源，而且费时费电。一天下来灰头
土脸、浑身泥水，还浇不了几亩地。”

为了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庐江县去
年在大化村实施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
溉项目，叶文胜的地正好在范围内，这让
他喜不自禁：“高标准农田建设是造福农
民的大好事，使粮食丰收有了保证，是大

家增收路上的‘聚宝盆’。”
庐江县白山镇同春村的村民阮腾

云，也见证了高效节水农业发展带来的
点滴变化。

在同春村蔬菜产业园的智能日光温
室里，阮腾云通过手机App操作，网络智
能系统即可控制滴灌节水设施，滴管的
小孔上涌出滴滴清水，渗入蔬菜根部。

“以前浇地都是大水漫灌，一亩地要
用水70立方米左右，用了滴灌设备，同样的
水能浇6亩多地，再加上省出的电费和人工
费，产业园180亩菜地的灌溉成本，从上万
元减少到2000多元。”阮腾云说，引入智慧
高效灌溉设备，拧紧了农业的“水龙头”，既
节省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

高效节水农业发展，关键是节水措
施的有效实施。在庐江县郭河镇农业水
价改革综合试点项目调度控制室，灌区

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大屏上清晰地显示
着各个渠闸开关状态、闸前水位、即时流
量等数据和信息。干渠管理所工管股长
陈家和介绍，这个系统连接着灌区的测
控一体化闸门、流量传感器和输水电磁
阀，通过这些分布在灌区放水口的设备，
遥测各个地块的用水量，轻松实现精细
化灌溉。

“最近几年，我们还启动实施水权改
革，根据灌区总用水量，把用水指标分配
到乡、村、组、户，对超定额用水实行累进
加价，以水价杠杆倒逼农业节水。”陈家
和说。作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
改革与建设试点县”，庐江县近年来积极
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的治水思路，走出了一条可持续
的高效节水农业发展之路。

首先是留住“天上水”，千方百计收

集、贮存降水，实行雨洪蓄积战略，大力实
施滞洪工程，增加田间管网建设，将“天上
来水”成功留下来成为农业灌溉用水。其
次是节省“地表水”，积极推广滴灌、管灌等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初步建立与水资源状
况相适应的高效节水型农业结构，形成合
理用水、协调发展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
局。最后是用好“增产水”，以灌区信息化
建设为抓手，加快“智慧灌区”建设，积极探
索水权流转方式，实现了从供水管理向需
水管理、粗放用水向高效用水、过度使用向
主动节约的根本转变。

作为亲身参与高效节水农业发展的实
践者，庐江县水务局局长朱长武倍感自豪：

“最近几年，我们把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
率放在突出位置，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
全利用，水利建设综合效益不断显现，已成
为农业稳产增产的主力军。”

安徽庐江：节水增效，农田从“旱疙瘩”变身“聚宝盆”
赵德斌

对已经迈入中年的我来说，
现在孝顺父母最好的方式是柔声
细语。

一次周末去一朋友家玩，她
的老母亲一定要留我们吃饭。关
于主食是吃面条还是米饭、炒菜
是吃炒鸡肉还是炒猪肉的问题，
老人家问了很多次。说实话，我
听得都有点着急，但朋友永远都
是柔声细语的样子，从来没有因
为老母亲的一再絮叨而显得着急
或者不耐烦。

等老人家走开，我忍不住问
朋友，到底是如何做到对母亲一
直这么耐心的？因为我有时候会
冲母亲发火，还会对她的唠叨不
胜其烦。朋友看着我说：“小时候
母亲一直用最温柔的声音和我们
说话，为什么她老了，我们却要粗
门大嗓地和她说话，这公平吗？”

朋友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是
啊，对最爱我的亲人，我总是最
飞扬跋扈的那一个。可能是因为
心里知道，无论我再怎么样，他
们都会原谅我；无论我再怎么任
性，他们都会包容我，所以我容
忍了自己的粗门大嗓，也忽视了
对他们的疼爱。朋友说：“其

实，柔声细语也是孝啊！这是最
起码的标准，如果连说话都没有
好脸色，还能指望你怎么孝顺老
人呢？”

此后，我对孝顺有了更深的
理解。我不再和父母较劲争论，
也不再对他们粗声大嗓，我学会
了在面对挚爱双亲时柔声细语。
母亲让我开车去树林里拉枯树
枝，我会听话地说：“好，这就
去，咱们多拉点。”父亲往明明
已经塞了很多东西的后备厢里继
续塞花生、玉米、腊肉……我会
温柔地说：“谢谢爸，给我装这
么多好吃的。”周末休息想睡个
懒觉，父母打电话让我回家取刚
烙好的发面馍，我不会再抱怨他
们的打搅，而是马上出发，兴冲
冲地去取馍……而我也渐渐发
现，父母对子女的爱真的很包
容，哪怕我只是喜笑颜开地和他
们说句话，他们也会很开心。

现在的我已经明白，理解父
母的表达方式，顺着他们的意
愿，听着他们的唠叨，都是孝顺
的方式。我也可以用一句句柔声
细语表达对他们的依恋，传递
孝、表达爱！

柔声细语也是孝
苗君甫

自从老妈学会了使用微信，
便开始在我的朋友圈活跃起来。
我每发一个朋友圈，老妈必定来
点赞，有的时候还是“秒赞”。
她不习惯在手机上打字，所以没
有评论过。后来妹妹教老妈用表
情来评论，我的朋友圈里就经常
出现老妈发的“花朵”“微笑”。

老妈开始在我的朋友圈活跃
后，我发现一个现象：朋友圈来
点赞和评论的亲朋好友不少，但
时时刻刻把我放在心上的，唯有
老妈。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感到非常
累，就在朋友圈吐槽了一下：

“累！”谁知我刚发出去不多时，
老妈的电话就到了：“今天都干
啥了？看你朋友圈说累，累了就
好好歇歇。”我有些哭笑不得：

“妈，没啥事，我就是随便说
说。”接下来，老妈开始给我讲
大道理，什么干工作不能太拼
命、自己身体最要紧之类的。

还有一次，邻居送给我一袋
自己做的红薯干。我尝过之后拍
照并发朋友圈：“还是小时候的
味道，好吃！”让我没想到的
是，第二天老妈就从乡下带了一

大袋红薯干来，兴致勃勃地说：
“这是你舅妈做的红薯干，你不
是爱吃吗？放到冰箱里慢慢
吃！”我惊叹道：“多大点事，值
得你跑去我舅妈那里要红薯干，
还大老远给我送来。”老妈说：

“你小时候爱吃红薯干，都没吃
够过，现在好了，管够！”

老妈活跃在我的朋友圈，
是一种甜蜜的负担，更是一种
甜蜜的幸福。一想到这个世界
上有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自
己，就觉得心里暖融融的。后
来我发现，其实很多人的朋友
圈都有一位活跃的老妈。堂妹
正在上大学，她朋友圈经常发
一些专业内容链接，那种内容单
纯就是为了收藏对自己有用的知
识。但我看到只有初中学历的婶
子每次都为堂妹点赞，她用这种
方式表达着关切。还有我的表
弟，每次发朋友圈，小姨也第一
时间给他点赞。

那些活跃在儿女朋友圈的老
妈们，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关注着
儿女，对她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一
种幸福。这样看来，朋友圈是父
母和儿女的幸福之地呢！

活跃在我朋友圈的老妈
马亚伟

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高阜镇孔坑村农妇计永
凤在竹科技产业园生产车间锯毛竹。资溪县拥有
55 万亩的毛竹资源，县里将竹产业作为支柱产
业，近年来先后引进 10 多家竹科技龙头企业，通
过毛竹精深加工提升竹产品附加值，带动群众在
家门口增收致富。

吴志贵 摄

特色产业
“竹”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