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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之声

玉米，曾经是人们餐桌上的主食，更是咱们农民的救命
粮。我出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父母每
天起早贪黑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一年到头，仅分得
几百斤玉米，而这难得的几百斤玉米却是全家人的基本口
粮。那年头能吃上玉米饭，觉得真香。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群众的温饱问题逐
渐得到解决，农家餐桌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玉米不再是
主食，餐桌上有了玉米和大米混合饭，还有了肉类和家常蔬
菜。责任田不但解决了一大家人的吃饭问题，家里还可以供
我和弟妹上学。

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轨，农村市场经济也日益活跃起来，农家的餐桌已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我家餐桌上早已不见玉米饭的踪影，吃上了大米
饭和猪肉。每年收获的几千斤玉米，全部用来养猪养鸡，变
成家畜的主食了，一年下来至少也有七八千元的养殖收
入呢。

而今，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极大改善，大米饭、鸡、
鸭、鱼、虾以及各种肉类早已不再是啥稀罕物，玉米却因为
其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粗纤维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青睐。而农业
高科技的发展，让老玉米也有了新味道：不仅有香糯可口的
糯玉米，也有香甜清脆的甜玉米和水果玉米，去去油腻、换
换口味，是现在很多人品尝玉米的理由。

（云南宣威市文兴乡 周均虎）

老玉米有了新味道

农家日子越来越红火

我 家“ 三 大 件 ”的 变 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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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改革历程 细说身边变化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石城县琴江镇大畲村。今年国庆节
期间，我在通天寨景区山脚下开的“农家乐”生意火爆，
前来吃饭的游客一拨又一拨，生意最旺时一天收入 1 万
多元。

这样的好事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们大畲村多山
多石、山路崎岖，以前是一个路不进村、水不到户、电不
入户，没有电视网络、没有手机信号的贫困落后村，许多
村民想方设法举家外迁，要离开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我
也是外迁大军中的一员，在外打工多年。

改革开放 35 年来，家乡的面貌悄然发生改变。那条
泥泞难行的泥土路修成了笔直通畅的水泥路，沿途架起了
全新的电网和电话线缆，闭路电视也进了村。最近几年，
政府还在村里铺好了自来水管网，新修了灌溉水渠，安装
了移动手机信号塔，村里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得到改善。

更让人惊喜的是，村容村貌变化大。政府引导村民利
用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的机会，沿公路两旁建起了一幢幢
客家风格的新楼房，整洁又不失品位。同时，县里依托村
里的南庐屋、通天寨等旅游资源，专门聘请专家编制乡村
旅游规划，先后新修了灯彩古戏台、百亩荷花园、通天寨
等景点，重新修葺南庐屋等古建筑，完善了旅游公路、游
客栈道等基础设施。

乡村旅游发展起来了，前来旅游的客人多了，人气也
更旺了。许多外迁的村民搬回来了，外出打工的村民也回
来了。正因为看准了家乡旅游发展的商机，去年我辞职回
到家乡，在村头办了一家“农家乐”，为游客提供餐饮服
务。没想到店面一开张，生意就非常火。现在我又趁热打
铁，扩大了店面，新增土特产销售服务，专卖石城白莲、
茵成茶等土特产。火爆的乡村游带来的收入非常可观，比
我以前在外打工时的收入高多了。

（江西石城县琴江镇大畲村 张烛荣）

“三大件”这个称谓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可
能是个比较陌生的词汇，然而这 3 个字却是可以衡
量 一 个 家 庭 生 活 水 平 和 消 费 水 平 的 重 要 标 志 。 在

“ 三 大 件 ” 的 身 上 ， 承 载 着 时 代 变 迁 留 下 的 深 深
烙印。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台收音机。这在当时可
是个稀罕物，每当我打开收音机收听评书，总能收获
小伙伴们许多羡慕的目光。听父亲说“手表、自行
车、收音机”是当时的“三大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
下，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有了新的消费欲望，“三大
件”变成了洗衣机、缝纫机和照相机。我家首先购置
了生活必需品洗衣机和缝纫机。因为父亲喜欢摄影，
又咬咬牙买了个照相机。当父亲带着我们兄妹 4 个回
农村老家探亲，给一辈子没照过相的爷爷照相时，老
人家乐得合不拢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在
家庭建设上也开始向电气化迈进，人们追求的“三大
件”又变成了冰箱、彩电和录像机。最初我们全家只
有两个人上班，工资加起来不足千元。当教师的爸爸

只好禁了烟、戒了酒、省吃俭用，用了一个“五年计
划”，才攒足了钱，圆了这“三大件”的梦。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
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
高”，家庭建设又向新的现代化目标迈进，电话、空
调、音响又成为新的“三大件”。而此时，我们兄妹四
人已有三人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因此，没费多大劲，
两年内我家就圆了“三大件”的梦。

跨入新世纪，进入高科技发展的新时代，“三大
件”的内容更高更新，楼房、电脑加小汽车。1998
年，我们家已搬进单位的楼房，为方便我“爬格子”，
家中早早买了电脑。只是小汽车，根本没敢奢望。没
想到，去年春节全家团聚时，我妹妹开回了辆崭新的
桑塔纳，圆了这个时代“三大件”的梦。年近九十的
爷爷，在小汽车前后摸了个遍，激动地说：“这可全托
了改革开放的福啊！”

我家“三大件”的变迁，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给
人民群众带来的巨大实惠，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我
们还会再圆更多新时代“三大件”的梦。

（山西阳泉市桃北中路 蔡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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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云南昆明市老工人文化宫被爆破拆除，寿

命不到 30 年。同样“短命”的建筑还有海南海口的“千

年塔”、江西南昌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沈阳五里河体

育场等，这些建筑耗资巨大，却仅有 10 来年的寿命。

在一拆一建中，不仅耗费大量资源能源，造成严重浪

费，也不利于城市文化延续。

笔者认为，城市“短命建筑”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

于城市规划缺乏预见性。因此，笔者建议，在推进城市

化过程中，应增强城市规划权威性、科学性和预见性，

提高城市建筑品位和品质。

首先，应对城市进行科学规划，有效提升建筑使用

年限，处理好发展速度、规模和科学规划的关系，克服

地方政府仅注重解决城市暂时困难而忽视未来长远发

展的弊病，尽量避免走弯路。其次，相关部门应该强化

监管，增强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延续性和执行力，重

大工程随意拆建造成严重浪费，应严肃问责。最后，要

提高建筑规划的透明度，让公众参与决策，遏制拆建的

随意性。比如邀请市民参加有关评审会、论证会或听

证会等活动，或聘请一批城市规划监督员，并建立公众

参与长效机制，要求规划的审批应听取公众意见，保证

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四川资阳市雁江区松涛镇 李 阳）

提高城市规划科学性

“十一”黄金周期间，旅游景点处处人满为患的现

象，让带薪休假旅游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国务

院颁布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已经规定了职工有带

薪休假的权利，但落实情况并不乐观。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部分企业生产效率不

高，盈利水平较低，经济负担仍然较重。企业管理层对

实施带薪休假热情不高；另一方面，有些景区对散客的

接待热情也不高。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企业员工带

薪休假去旅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引导企业管理者转变管理理念，不断推进

人文关怀，向员工情感要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有关

部门应对带薪休假的散客予以门票优惠，鼓励人们从

团队游、扎堆游向即兴游和深度游转变。

其次要加强对旅游景区的管理，围绕带薪休假旅

游转型练好兵、服好务，并根据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的

上限，从严管控旅游接待人数，帮助旅游景区的旅游资

源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确保游客更好地饱览美景。

（湖北武汉市江夏区 郑传海）

带薪休假如何落实

在农村，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节日——赶集。过
去日子不富裕，人们赶集纯粹是为了吃穿的事，手提肩挑脊
梁背的都是鸡蛋、杂粮、草鞋等土特产，去换几个零花钱，
买些油、盐等生活日用品。

过去，大多数的人赶集全靠两条腿走路，镇上十来天才
有一集，有时候人们想赶集要等好长时间，等得有的人吃不
下饭睡不好觉，生怕手里的土特产卖不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大家赶集的热情就更高了。

乡间的集市多起来了，不仅中心镇有，有的村也办起了
集市。一个集跟另一个集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三天五天就
有集。只要想赶集，几乎天天有集赶，赶完本镇本村的集，
再赶邻镇邻村的集。

乡村的集市也更繁荣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应有尽有。城
里有的“专卖店”、超市、娱乐场，集镇上也有了，就连城
里流行的时装模特表演也时常出现在乡村的集市上。卖鸡鸭
鱼肉蛋的依旧有，即使寒冷的冬天里，形形色色的反季节蔬
菜水果依然琳琅满目。

赶集的路也由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赶集早就不用两条腿
走路了。脚踏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更有人家
还开着轿车来赶集。交通工具的现代化、道路的四通八达让
赶集的人们既方便又快捷。

赶集也不只为单纯的吃和穿了。很多人赶集常常是为了
看看热闹，放松心情。小孩们喜欢跟着大人去赶集，那是为
了好吃的东西、好看的衣服、好玩的玩具。老人们也喜欢赶
集，是为了跑跑路活动筋骨，让身体更健康，或者碰碰老熟
人，聊聊天。

如今，连一些政府部门也时常下乡来赶集，他们赶集是
为了给人们送科技、送文化、送卫生，这些东西是最受乡亲
们欢迎的。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乡村集市也会随着时
代的发展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

（江苏射阳县阜余镇 朱乃洲）

乡村集市变化大

10 月 14 日《经济日报》在“今日财经”和“国际视

点”版，分别刊登了《推进建立巨灾保险刻不容缓》和

《应对巨灾看国外如何保险》两组报道，报道信息量大，

读后令人深受启发，笔者希望多刊登这些情系民生、着

眼探索的好报道。

近年来，连续发生的重特大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巨灾保险已势在必行。

笔者以为，建立巨灾保险应立足实际，多管齐下，重在

打好“组合拳”。

一是应宣传动员提高全民巨灾保险意识。应通过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加大对保险业的宣

传与推介力度，同时，采用“现身说法”、“投保案例”和

“典型示范”等多种形式进行动员，提高全民保险意识。

二是应加强政策引导。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优化

资源配置，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及相关机构，专门从事巨

险咨询、业务办理、事故理赔、产品开发和政策性研究，

促进巨灾保险业实现科学、有序、理性、稳健发展。

三是应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商业保险

公司的风险管理等技术优势，建立有保险公司、再保险

公司、巨灾基金和各级政府等多方参与的多层风险分

散机制，扩大巨灾保险的覆盖面。

（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委 何首君 尹 铭）

巨灾保险势在必行

稻 花 香 里 说 种 田
金秋时节，我来到乡下探望 80 多岁高龄的老娘

舅 。 舅 舅 步 履 稳 健 ， 他 领 着 我 来 到 村 东 头 的 稻 田
边，指着金灿灿的水稻说：“今年的水稻又是一个丰
收年！”

舅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从小就跟着
父母到田里踏人力水车给稻田灌水。一谈起灌溉他
感慨颇多：过去种水稻，最费力的就是踏水车给水
田灌溉了。遇到干旱的年份，一家人没日没夜地踏
水车，脚底都磨起了血泡，秋后每亩能收到一二百
公斤就是好收成了。舅舅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歌谣：

“白米饭好吃田难种，一粒谷要车十担水。赤辣辣日
头似火烧，背脊骨汗水像雨浇。腰酸腿疼筋骨麻，
种田佬命运真苦恼。”

“现在种田人真是好福气啊，只要电灌站机器一
响，这水就哗啦啦送来了。”舅舅笑着说。远处，电灌
站机声轰鸣，出水口水声哗哗雄浑有力；近处，密如
蛛网的地下暗渠活水源源而来，犹如溪流泉水婉转细
语。此情此景，令我思绪万千。

我从学校毕业后就成了水利战线上的一员，30
多年来一直为治水而奔走。感触最深的是改革开放

以来，家乡先后开挖、疏通了上百条河道，建造了
10 多座排涝闸、翻水站、节制水闸和上千座电灌
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8 年家乡人民以“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凌云壮志兴修水利，艰苦奋战两年
开挖出了一条长 39 公里、宽 110 米的上海最大的人
工 河 —— 大 治 河 。 大 治 河 配 套 水 利 枢 纽 工 程 建 成
后，引、蓄、排能力大大提高。近年来，通过实施
打 通 夹 塘 地 区 水 系 、 疏 拓 中 小 河 道 、 农 田 设 施 改
造、村庄河道整治等工程，农田水利建设跃上了一
个新的台阶，昔日贫穷的沿海地区一派繁荣昌盛的
新气象。

如今，舅舅一家承包了 3 亩农田，水稻年年获得
亩产五六百公斤的好收成。而且，随着国家实施取消
土地税、对粮农实行补贴等惠民措施，舅舅家的收益
也“水涨船高”。除了种植水稻外，舅舅家还种植瓜果
蔬菜等经济作物，平时只要除草施肥喷药管理，灌溉
不用操心，因此并不吃力，也不很忙。他深情地说：

“党和政府重视水利建设，才使我端上了旱涝保收的
‘金饭碗’啊！”

（上海浦东新区大团镇 陈志强）

文 化 清 泉 沁 民 心

“村民同志请注意啦，今天我们从城里请来专业舞
蹈老师，教大家跳广场舞。”听着村广播，我随人流来到
了山东高青县东大张村的“舞蹈文化广场”。

“以前农闲时不是打牌搓麻将，就是喝酒唠闲嗑。
现在我们排练舞蹈、锻炼身体，心情开朗了，邻里关系也
更和谐了。”本家的大哥高兴地对我说。

记得小时候，村里的文化活动无非是听广播、下
棋打牌。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富裕起来的农民也不再满足于“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枯燥生活。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村里相
继建起了“农家大院”、“农家书屋”、“农村文化活动

中心”、“舞蹈广场”、“农民夜校”等。随着“美丽乡
村”体育设施的普及，打羽毛球、篮球、乒乓球和广
场舞等健身活动也慢慢在群众中流行起来。村民参与
文化活动的观念，也由以前的“要我活动”，变为现在
的“我要活动”。如今，“健身娱乐两不误，老少爷们
齐上阵，大汗淋漓不罢休，争先恐后展球技”，已是农
村丰富多彩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

文化的清泉流进农民的心田，农民的文化生活变得
红红火火，不仅激发了大家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还
有力地提升了乡村文明。

（山东高青县青城路 孙尤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