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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 晒 家 风 树 正 气

近年来，由于不少农民到城里打工，加之各家各

户承包的农田较分散、田埂多、机耕道少等情况，在

农业生产中出现了大型农业机械难以到田作业、种

植成本难以降低、种植品种和生产标准难以统一等

具体问题，影响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据了解，目

前江苏省射阳县已经对“联耕联种”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推动了土地流转、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而且

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笔者认为，从农村实际情况来看，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高效农业，是新时期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

可积极稳妥地推行农田“联耕联种”模式。一要落实

政策。按照既不改变土地性质和经营主体，加快土

地流转步伐，又能提高土地产出效益、促进农民增

收、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目

标的原则，推行农田“联耕联种”工作。二要改革创

新。按照农户自愿的原则，由村组统一组织以打桩

等形式确定界址，破除田埂，实现碎片化的农地有组

织的连片种植，再由专业服务组织按农户要求提供

专业化服务,实现农业生产上统一耕作。三要因势

利导。从破除田埂，增加种植面积，降低生产成本，

促进机械化入手，将土地向大户集中，实施种植业大

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式的经营，促进适度发展规

模现代农业。四要因地制宜。乡镇政府、村组要对

机耕道、下水道等农田基础设施进行配套，为推行

“联耕联种”提供保障。

（江苏东台市梁垛镇 朱 霆）

老 爸 是 一 名 小 学 教 师 ，“ 吃 亏 是
福”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我咿
呀学语时，我就和他的学生朝夕相处。
老爸的学生也教我数数、识字。快上学
时，我就常站在教室门外，看老爸教学
生认生字、做数学。

上 学 后 ， 我 在 老 爸 任 教 的 班 级 ，
老 爸 经 常 安 排 我 为 同 学 们 生 火 、 烧
水，热他们自带的午饭，这让我很是
气恼，觉得自己吃了亏。有一次，我

故意把同学的馒头咬几口发泄自己不
满的情绪。老爸知道后，狠狠地批评
了我，并给我讲了吃亏是福、为人师
表的道理。从此，我把老爸安排我的
每 一 件 事 力 求 做 好 ， 并 勤 奋 努 力
学习。

长大后，我也做了教师。老爸常教
导我说：“教师干的是良心活，要对得
起自己，对得起学生家长。”简单的话
语里透露出朴素的人生哲理，让我受

益 终 身 。 多 年 来 ， 为 了 教 育 好 学 生 ，
我常常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多次被评
为 模 范 教 师 ， 得 到 了 学 生 和 家 长 的
拥戴。

从小，父母就嘱咐我们，要懂得感
恩，踏实地做人做事。“忠厚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而今，我也要把忠厚为
人、吃亏是福的家风让子孙后代传承
下去。

（湖北老河口市竹林桥中学 孟 国）

忠厚传家久 清风代代传忠厚传家久 清风代代传

如果有人问我，你家的家风是什
么？我会十分自豪地回答：孝敬父母，
尊敬老人。

记得我小的时候，爷爷常说，孔子
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他意思是教育我
们长大了要孝敬父母，尊敬老人。爷爷
的教诲，我牢记在心，传承到今天。

1970 年，我结婚了。那时住房紧
张，我们和父母同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小
平房里。我和妻子既抚养两个年幼的孩

子，还要照顾生病的老人，妻子一天下
来累得腰酸腿痛，但从来没有半句怨
言。我和妻子不但孝敬好父母，也把周
边的老人视为自己的亲人。当年的邻居
是位老太太，老伴与儿子早已去世，我
和妻子就数年如一日地照顾她，直至老
人 90 多 岁 去 世 。 老 人 临 终 时 要 立 遗
嘱，将她的住房赠予我们，被我和妻子
婉言谢绝了。

如今，我的孩子们也承传了孝敬老

人的优良家风，无论多忙，晚上都要来
个电话，并且每年轮流陪我们去旅游。
两个女儿家各自都有公婆，她们也都视
为自己的亲生父母，照顾得无微不至。
邻居们都说是家风好的缘故。

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我家的家
风没形成文字，没有贴在墙上，但却融
入到一代代人的血脉里，落实在每个人
的一言一行中。

(天津河北区王串场焕玉里 李满池)

孝敬父母的传统融入了血脉

我生长在一个四世同堂之家，家中
虽未形成什么明文的“家风”、“家规”，但
在我的印象中，一大家人都坚守为人诚
实、友善、和睦，婆媳、妯娌之间也能融洽
相处，从未红过脸。

儿时的我是在曾祖母的呵护中长大
的。记忆中的她豁达乐观、乐善好施，在
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每年的夏收是最
忙碌的时候，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冷不
防就来一场雷阵雨，每到这时，曾祖母总

会 带 着 我 爸 妈 、弟 弟 和 我 去 给 邻 居 帮
忙。她常对我们说：“一个好汉三个帮，
谁家没有个头痛脑热的事，咱一定要和
别人处好关系。”现在想来，这无疑是曾
祖母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长大后，家中传承下来的“诚实友
善、和睦相处”的风气却并未因时间的增
长而消退。我刚参加工作时，处理同事
关系感到棘手，有时遇到加班熬夜的事
偶尔还会发牢骚，每到这个时候，父母总

会告诫我要与人为善。最终，“诚实友
善、和睦相处”的为人之道让我赢得和谐
的工作环境。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如今，已近而
立之年的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曾祖母已
离我们而去，父母也逐渐老去，但回想起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诚实友善、和睦相
处”的家风，作为我们家中的传家宝仍在
代代相传。

（甘肃泾川县 罗保虎）

诚实友善助我赢得和谐环境

今年初，《经济日报》 在头版新设
了“短评快”微评论专栏，效果很好。
小稿也有大能量，微评论也能写出大道
理。刊登在 2 月 10 日的 《高品质不等
于高价值》 一文，着眼于春节文化消费
市场，以高端节目推出优惠演出票价为
由头，说明了在文化消费市场，高品质
并不天然等于高票价。

假如评述到此为止，那也是一盆很
美的微缩盆景。但作者能够深入开掘，
深刻地指出：“低票价广受欢迎的前提
是高品质”的文化消费市场运营原则，
并满怀激情展望未来，希望这一福祉能
长久惠及群众。

文似看山不喜平。五六百字的微
评论能句句实打实，层层有递进，显
示了作者高超的写作功力，说明了作
者思考问题非常深刻。表彰先进、匡
正时弊，就是要有破有立，就是要对
社会有积极的建设作用。《经济日报》
的 “ 短 评 快 ” 微 评 论 专 栏 ， 既 有

“评”的义理，又有“快”的迅捷反应
速度，还有“短”的以少胜多，易于
阅读。我们期待“短评快”专栏越办
越好！

（青海省西宁市黄河路 汪雄飞）

微评论出大彩

2 月 17 日，《经济日报》 新闻追踪
栏目刊发了 《蔬菜直通车为什么难进
社区》，让人读后很受感动。记者以强
烈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 敏 锐 的 新 闻 洞 察
力，把触觉直达农民的菜园子、市民
的菜篮子。对于这种深入基层、服务
群众、高度关注民生的态度，我们真
心点个赞！

笔者认为，要把“直通”这一惠民
利民的事办好办实，首先思想上要重
视，要像关心自己家生计一样关心老百
姓菜园子、菜篮子。其次，要建立完善
政府、社会、居民“三元治理”机制，
政府制定政策、搭建平台并严格督办，
社会组织通力合作、提供方便，社区居
民积极参与、自觉维护。只要各方面力
量都行动起来，齐心协力，齐抓共管，
蔬菜直通的“绿色通道”就一定能畅通
无阻。

（湖南桃江县松木塘镇 朱金良）

让“直通车”畅通

2月 17日 《经济日报》 头版刊发的
《蔬菜直通车为什么难进社区》 一文，
对湖北省武汉市政府承诺办理的“蔬菜
直通车”这一实事难落实的问题进行了
报道，披露了城管部门、小区、农贸市
场等为了各自的利益，百般阻拦蔬菜直
通车进社区的事实。

近年来，为解决农产品“卖难买
贵”难题，一些地方推出了不少惠民利
民举措。然而，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
在对为民办实事贯彻不及时、落实不到
位的情况，变相执行、选择性执行或拒
不执行，导致实事没落实，损害了政府
的公信力。

实事还需办“实”，才能赢得群众
的信任和理解。一是要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要办的实事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建议，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二
是要完善配套措施，出台实施细则，保
证实事举措既具有指导性，又具有较强
的可操作性；三是要建立责任制和责任
追究制，对于那些“有令不行”的行
为，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政令
畅通，维护政策的权威性，把实事落在
实处。

（湖南理工学院 李志美）

把实事落在实处

农田“联耕联种”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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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年“两会”的期盼

家风，是传承文明的载体，也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近期，一些读者来信表示，家风对个人的影响是整体和

全方位的，积极向上的优良家风，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家 风 对 子 女 的 价 值 观 会 有 重 要 影
响，家风也在影响着社风的走向。一些
读者来信表示，家风清则社风清，家风
浊则社风浊。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家庭
都拥有积极向上的家风，其家庭成员在
家风的影响下都具有良好的个人操守和
品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社会风气
也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河南省周口市的谢新旭来信说，父
母一直教育他，做人要堂堂正正，不属
于自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朴实的父母
给他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法官留下了受
用终身、惠泽后辈的良好家风。

贵州省赤水市公安局的王长育说，
父 亲 的 勤 与 俭 ， 德 与 善 深 深 影 响 着
他 。 尽 管 家 里 并 不 富 裕 ， 父 亲 却 常 常

周 济 邻 里 几 位 孤 寡 老 人 。 如 今 ， 父 亲
已 经 去 世 多 年 ， 但 父 亲 的 教 诲 使 自 己
受益终身。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关正街的马
军 说 ， 他 出 身 于 军 人 家 庭 ， 小 时 候 家
里 正 堂 上 高 高 悬 挂 着 一 幅 “ 忠 厚 传
家 ” 的 门 匾 ， 这 是 爷 爷 在 世 时 做 的 ，
虽 然 多 次 搬 家 ， 这 块 门 匾 一 直 保 留
着 。 长 辈 和 父 母 一 直 用 行 动 诠 释 忠 实
厚 道 的 做 人 道 理 ， 他 一 定 会 把 宝 贵 的
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福建省尤溪县工商局的林长煌说，
勤 奋 吃 苦 是 他 们 家 的 家 风 。 父 亲 一 生
忙 碌 换 来 家 境 殷 实 。 他 常 教 导 子 女 ：

“ 幸 福 生 活 是 靠 勤 劳 双 手 创 造 出 来
的。”他也传承了父亲的勤奋精神，完

成 了 大 专 自 学 考 试 和 司 法 考 试 ， 获 得
了 律 师 证 ， 工 作 也 越 来 越 顺 手 。 感 谢
父 亲 以 言 传 身 方 式 为 子 女 树 立 的 勤 奋
做事的准则。

河 南 省 叶 县 县 委 办 公 室 的 梁 宝 辉
认为，做人要守信用，是最起码的道德
底线。传承好的家风，不仅可以旺家兴
业，而且能够集聚社会正能量，构建和
谐社会。

山西省陵川县的马雪军认为，家风存
在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捡起饭桌上的一
粒米，勤俭节约；雪中送炭、助人为乐；
仁爱孝悌、谦和礼让；精忠报国、克己奉
公等，都是家风的传承。社会风尚就是放
大了的家风，多一些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谦
让意识，多一些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每

个人都在家风的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
染，营造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对促进社
会和谐作用重大。

在湖南芷江县政府工作的田鸿认为，
好家风是国宝，应该代代传承。家庭一要
以德立家，重视家庭道德建设，增加教育
家庭成员的无私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二要以学养家。要在家中营造浓厚的学习
氛围，教育子女加强学习，报效国家。三
要以俭持家。教育家庭成员崇尚节俭，力
戒奢侈，多与他人比修养、比勤俭，少与
他 人 比 阔 气 、
比 享 受 。 这
样 ， 我 们 的 社
会 、 国 家 才 能
风清气正。

良好的家风让人终身受益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春节期间，笔者回乡过年时发现，不少假冒伪劣

商品混入农村集市，坑骗农村消费者。

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选择瞄准农村市场，一方

面说明农村消费者对山寨食品认识不足，需要加强

引导；另一方面也说明职能部门在对“问题食品”的

监管中存在薄弱环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彻底堵

住监管漏洞，才能切断假冒伪劣商品的下乡路。

规范和整顿农村市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必须

切实重视农村商品市场的规范和治理，避免农村成

为假冒伪劣产品的滋生地和避风港。

放心消费环境的建设除了要培育和提高消费者

的维权意识外，还要在经营者当中树立“诚信兴商”

的理念，及加强执法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共同打击违

法行为。一是加强消费者普法宣传；二是引导经营者

“走正道、售正货、树正牌”，实行农产品生产、食品加

工、食品流通和食品消费各环节“无缝对接”；三是从

源头抓起，监管到位，斩断“问题食品”的黑色利益

链，必要时还必须追究违法人员的刑事责任。

（河南南阳市伏牛路 刘英团）

切断“伪劣”的下乡路

借着中央 1 号文件的春风，发展家庭农场在各

地掀起一轮热潮。在笔者所在的湖北省首批“小康

县”宜城市，注册的家庭农场就超过 100 家。然而，

笔者近期在调研中发现，缺乏配套服务成为发展家

庭农场的瓶颈。

目前，家庭农场发展中普遍缺少四类针对性服

务：一是项目规划。不少农场主涉足家庭农场带有

一定的盲目性，对家庭农场要种什么、养什么，往哪

个方向发展，既无清晰的思路，更无长远的规划。二

是投资指导。大多数农民缺乏投资理财知识，希望

能有一批了解农村实情和现代经济知识的理财投资

人才，为农民群众投资理财提供服务。三是农村物

流配套。农产品储存、运输、流通加工、配送等环节

存在较大人才缺口。四是农机技能服务。不少家庭

农场主买回农机后不能熟练操作，出现问题很难及

时维修，大大影响了农业机械的推广和使用。

对此，笔者建议通过加快人才的培育，补足服务

短板，以满足家庭农场发展需要：一是引导一部分观

念新、技能高、业务精的农民工返乡服务，对自愿到

农村从事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给予岗位补助和奖励；

二是与大中专院校和相关企业合作定向培养，或者

鼓励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到基层服务。

（湖北宜城市城乡建设局 杨明生）

家 庭 农 场 需 要 多 种 服 务

2 月 17 日，山东沾化县田家村，村民在领取“好婆婆”、“好媳妇”、“四德之星”奖牌。为倡树农村新风，田家村连续 10 年评选“好

婆婆”、“好媳妇”、“文明和谐家庭”等，形成了团结和谐向上的文明村风。 高占根摄

2 月 17 日，在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来自四

川的养蜂人刘志安在查看蜂群繁殖情况。连日来，

红河源头 4 万亩油菜竞相绽放，许多外地养蜂人纷

纷前来养殖蜜蜂。 张树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