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外工作的你，是否经常怀念在家吃
饭的感觉？最近，一款名为“回家吃饭”的
APP 在手机应用市场流行开来，用户可以
利用该程序来选择附近的家庭厨房，体验
在家吃饭的温暖。打开“回家吃饭”，在确
定了用户所在的小区之后，系统会根据地
理位置推荐邻近的家庭厨房，用户可根据
自己的喜好选择相应的家庭厨房就餐。

《经济日报》记者利用这款 APP 找到
了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附近的“董家小
厨”，半个小时后就接到了董师傅的电话。
在董师傅家就餐时，他告诉记者，自己是在
朋友的推荐下借助“回家吃饭”开办了自家
的家庭厨房，刚刚尝试了一个星期，目前每
天有 4 到 5 个用户通过该 APP 前来就餐或
取餐。董师傅说，“都是周边小区的年轻人
来吃饭。我退休后时间比较充裕，这样一
来可以打发闲暇时间，发挥一下自己的厨
艺，二来能够帮没时间做饭的年轻人做饭，
得到一些收入。”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像董师傅这样通
过“ 回 家 吃 饭 ”开 办 的 家 庭 厨 房 已 经 有
4000 多家，而在其订餐的用户已经超过了
10 万。考虑到这款 APP 去年 9 月才上线，
这组数据可谓惊人。原因何在？在一家民
企工作的白淑贤是“回家吃饭”的忠实用
户，她告诉记者，一方面，家庭厨房就在自
己小区附近，就餐方便，还比较卫生；另一
方面，家庭厨房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
整菜品的味道，“时间久了，会有一种在自
己家里吃饭的感觉。”

这正是创始人唐万里的初衷。在北京
市朝阳区 SOHO 现代城，记者见到了唐万
里，他穿着和大多数互联网创业者一样的

“标配”——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今年
32 岁的他一边和记者打招呼，一边拿自己
的年龄开起了玩笑，“我应该算是互联网创
业圈里的‘老同志’，也是我们团队当中年
纪最大的‘北漂’。”

谈起“回家吃饭”，来自湖南的唐万里
颇有感触地说，“工作十几年来，一直在外
面漂着，想念湘菜的味道。特别羡慕有湖
南的同事从家里带饭菜到单位，就希望他

下次能带些分给我，哪怕付一些钱也可
以。后来慢慢地发现，和我‘同病相怜’的
人不在少数。”这样想得多了，他就嗅到了
其中蕴藏着的市场潜力。

说干就干，一直在南方打拼的唐万里
去年只身来到了北京，他认为，“就互联网
创业的环境来说，北京的信息、资源和氛围
都是最好的。”然而，迈出创业的第一步需
要巨大的勇气，唐万里笑着说，“创业者都
是‘骗子’，第一步就是要‘骗自己’，第二步

‘骗家人’。首先要自己确信这个梦想能够
实现，然后要说服家人，要不然，别人怎么
能‘抛家舍业’和你一起干事呢？”

找到初创团队的确是唐万里当时面临
的最大难题。来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他靠
着朋友的帮忙在滴滴打车公司的办公室

“蹭”了一个工位，每天都不停地翻着通讯
录挨个打电话。好在十几年的工作让他积
累了不少人脉，尤其是在阿里巴巴的工作
经历帮他挖来了“技术大牛”们。“最后‘忽

悠’来了七八个人。”唐万里表示。
“回家吃饭”的运营负责人马小龙便是

其中之一。听到老同学“召唤”，马小龙毫
不犹豫地辞去了在湖南一家国企的工作，
离开自己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只身北
上。望着记者不解的眼神，他说了一句时
髦的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由于
曾经负责该国企的海外市场，马小龙对我
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有自己的理解，“未来
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有相当广阔的市场。”现
在他一方面负责对接线下家庭厨房，包括
组织培训、检查卫生状况、配给主要食材
等；另一方面还要兼顾线上运营，了解用户
需求、反馈产品体验等。“很多事情都要从
头学起。”马小龙表示。

了解互联网创业的人都说，做 C2C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 不容易，
但为了掀起这场“厨房革命”，唐万里还
是选择了迎难而上。他坚信，“只要站在
用 户 的 角 度 考 虑 ， 数 量 一 定 会 慢 慢 上
来。”他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个用户“入
驻”的情形，“去年 10 月，我和团队在北
京昌平区新龙城做推广。一位四川的女服
装设计师刚刚生过小孩，时间充裕，想试
着开一家‘家庭厨房’，就在我们平台注
册了。没想到，刚注册完毕，第一个‘食
客’就下单了。”唐万里一边说，一边拿
出手机给记者看当时的照片，“那时整个
团队都兴奋了，拉着他们俩人疯狂地拍
照 ， 还 在 微 信 群 里 分 享 给 办 公 室 的 同
事。”回忆起这些，他开心地笑了。

有了首批用户的积累，融资就水到渠
成。唐万里告诉记者，“A 轮拿到了 300
万美元的融资；B 轮融资目前在沟通中，
预计能融到 1 亿元。这样一来，在今年年
底也许就可以做到 5000 至 1 万家家庭厨
房上线。”

一头为普通用户提供了“回家吃饭”的
便利，一头也为家庭厨房带来了收入，唐万
里认为，这和淘宝网当年做的业务类似，只
不过难度更大，“要让更多人打开家门，迎
接自家的邻居来吃饭，这不容易。不过，只
有打开家门，大家才能走进彼此的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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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找老魏！”在
江西省横峰县，百姓一提
起老魏，都会竖起大拇指，
夸他是“退而不休的干部、
群众的贴心人”。

老魏名叫魏锋，是横
峰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兼任横峰县职工 （农民
工） 法律援助志愿团团
长。老魏老当益壮，办起
事来风风火火。他常说：

“我这辈子恐怕离不开法
律援助工作了。”为农民
工讨薪是老魏的家常便
饭。按规定，对农民工进
行法律援助，老魏每年可
领取 4 至 5 万元报酬，但
他从来不收一文。

2009 年，一名包工头
卷走了 400 余名农民工的
工资逃到抚州市。眼见春
节将至，大伙找到老魏，请
求法律援助。老魏了解详
情后，与县劳动监察大队
连夜赶往抚州市。最终，
历时 11 个月、行程万里、
经多方奔走呼吁，老魏为
农民工讨回了 34 万余元
血汗钱。

“调处千家事，温暖万
人心”，这是老魏的工作宣
言。多年从事调解工作的
老魏经验丰富，在调解中，
他善于用群众认可的方式
控制局面。老魏总结出了
一套调解方法，注重“快、
细、稳、公、巧”，做到热心、细心、耐心、诚心、贴心，
让众多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2010年 5月 11日深夜，老魏在睡梦中被急促
的手机铃声惊醒，急匆匆出门赶赴调解现场。原
来，当天 13 时 30 分左右，一名叫曹荣清的农民工
帮雇主将废料装车时，被一块从车上滑下来的废
铁板砸中头部，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噩耗传来，白
发苍苍的老母及妻儿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让村里
人听了都很心痛。数十名乡亲前往事发地，围住
3位雇主一顿拳打脚踢。

老魏接到消息后 15 分钟就赶到了现场。他
找到双方当事人和村干部，承诺法援中心会依法
秉公办理，给死者家属一个公道。在稳定了双方
情绪后，老魏聆听了当事双方的倾诉、期望处理
方式之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宣传解释。在
老魏的努力劝导下，3 位雇主同意尽最大努力进
行赔偿。老魏又赶紧找到曹荣清的母亲和妻子，
协调家属商量赔偿要求以便能快速获赔。直至次
日凌晨 3 点，在双方达成 45 万元赔偿协议后，
老魏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家。

6 年多来，为了工作，老魏不知牺牲了多少个
周末和节假日。他还将办公室“148”咨询电话设
置为呼叫转移，只要有电话求助，不管是半夜三更
还是卧病在床，他总是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提供
服务。这些年，老魏走遍全县 11 个乡（镇、场）、63
个村委会、7 个社区、26 所中小学讲法、授法，以案
说法；还利用重要节假日开展送法进社区、进农
村、进企业、进学校活动。

2008 年以来，老魏坚持用法律为弱者伸张正
义、点燃生活的希望，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366
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600 余万元，被评为全
国人民调解能手、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

江西横峰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魏锋

：

调处千家事

温暖万人心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头发花白，体形瘦削，精神矍铄——
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耄耋老人杨泽田
已然是个社区大明星。退休 20 年来，杨
泽田义务担任社区理论政策宣讲员，将科
学、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群众爱听、
便于运用的行动指南，成为理论政策的

“辅导员”、社区居民的“服务员”、邻里
纠纷的“调解员”。

“人活着，就该多干点有意义的事。生
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这是杨
老在社区宣讲中经常说的话，他自己也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些观点。

1935 年出生的杨泽田，自 1970 年任原
合肥高压开关总厂党支部副书记起，就致
力于党的理论政策学习、研究和传播工
作。1995 年退休后，他主动找到社区，当
起社区理论政策义务宣讲员。

20 年来，杨老不计报酬、不计得失，栉
风沐雨、走街串户，一心扑在理论宣讲事业
中，义务开展宣讲 2000多场次。

揣着书刊、剪报以及自己作的打油诗
走街串户，已经成为杨泽田日常的生活状
态。走进杨老不算宽敞的家中，书柜、案
头、床边放置着近百个档案盒和资料袋，堆
起来有几人高，每份材料都画满了标记，遇
到不懂的，就专门到高校院所请教专家。

考虑到基层群众文化程度差别较大，
不少人对理论政策感觉“记不住”、“难理
解”，杨泽田便创作出各种顺口溜、打油诗，
并印制成便于携带和宣讲的小册子、小卡
片和“口袋书”，走街串户地宣讲，通俗易
懂，深受居民喜爱。

社区党组织会议、居民代表大会、基层
巡回宣讲，社区和街道的各项活动现场都

成为杨老宣讲的平台。去年以来，杨泽田
开展各类宣讲报告百余场次，自编各类宣
讲作品 50多篇。

生活中，杨老用实际行动感动着更多
人。只为一个嘱托，杨泽田连续 8 年照顾
着已故同事袁武杰的老母亲：申请低保、买
米买面、处理家中大小事宜⋯⋯如今老人
家已 103 岁高龄，在杨老的悉心照料下安
享晚年。

在合肥市包公街道包河社区的一间教
室里，每年暑假都会有一个规模不大的

“泽田心灵驿站”，创办人是杨泽田。在这
里，他将生活的智慧教给留守儿童和流动

“候鸟”。
“我主要是帮助孩子耕耘心灵，收获人

生。”在课堂上，杨泽田经常用小故事诠释
大道理、大智慧，他精心设计了讲故事擂台

赛、头脑小风暴讨论会等课程。课堂外，他
还组织孩子们参观场馆、诗书画展、体验农
家乐等活动。

“生活区，勿喧闹，宠物犬，要管好。”这
些是杨泽田自编的《新三字经》，方便记忆
的同时也让孩子们受到启发。杨泽田说，
这个“泽田心灵驿站”包括青少年辅导中
心、假期儿童辅导班义务学堂等“小课堂”，
精选《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经典读物，
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创作、编
辑教材。从 2004 年义务办班以来，杨老共
辅导学生 286 人，其中已有 16 名偏远地区
的孩子和留守儿童顺利考上大学。

今年初，杨老的爱人昏迷住院，至今仍
未痊愈，杨老瘦了好几斤。家长们担心这
个公益学堂会停办，可杨老坚定地说：“只
要我在，泽田心灵驿站就要办下去！”

“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杨泽田：

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杜 静

“回家吃饭”APP 为普通用户提供了就近就餐便利，也为家庭厨房带来收入——

唐万里和他的家庭厨房
本报记者 李鹏翔

创业者唐万里在工作中。 （资料照片）

徐保明是中共江苏宿迁市宿城区纪委
副书记。他以 18 年的纪检工作经历，诠
释了一位忠诚于党和人民纪检干部的清廉
和担当。

2010 年 10 月，上级领导安排调查幸
福街道原党工委副书记沈某的问题。沈某
在当地关系复杂，很多同志对查办此案有
畏难情绪，徐保明却主动请缨。在审查过
程中，沈某态度蛮横，拒不认账，其家人
也四处活动，威胁办案人员。徐保明顶住
压力，不低头、不退缩，经过艰苦细致的
调查和取证，在秘密锁定沈某贪污拆迁补
偿款证据后，立刻对其实施“双规”。在
铁证面前，沈某终于彻底交代了个人多次
贪污、非法占用公款近 1000万元的事实。

2009 年，徐保明查办某乡人大主席
周某案件。周某与徐保明的岳父关系很
好，岳父找到徐保明：“得饶人处且饶人
吧！”但他说：“为了挽回国家损失，您老

一定得支持我呀！”此后，他指挥办案人
员经过 20 天内查外调，最终查清了周某
的受贿事实，将其移送司法机关。

在长期查办案件过程中，徐保明面对
的“糖衣炮弹”不计其数。他时常告诫自
己，“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坚守办案的无私
情怀，坚持公正清廉，才能赢得大家的尊
重，才能维护纪检监察干部的清廉形象。”

18 年来，徐保明既当指挥员，又当战
斗员，始终坚持奋战在案件查办工作一
线，组织突破大要案 200 余件，挽回经济
损失近亿元。同时，积极落实上级交办的
案件，严肃查结中央巡视组转办案件 25
件，诫勉谈话 5人，党政纪处分 7人。

群 众 到 区 纪 委 反 映 的 问 题“ 五 花 八
门”，很多不在纪委的受理范围内，但徐保
明要求，只要能为群众处理的，就要受理。

66岁的老潘是退伍军人，因机构变迁、
人事变动，他的生活费一直无法正常发

放。由于没有完备的手续，相关部门也只
能 按 规 定 每 月 为 其 发 放 160 元 生 活 费 。
2013 年 12 月，老潘无奈找到徐保明说明情
况，徐保明立即主动与有关部门协商，想方
设法帮助老潘解决了问题。

对待群众，徐保明像家人一样温暖。
对待调查对象，徐保明也以人为本。

2007 年在查办交通系统蔡某挪用公
款的案件时，徐保明发现蔡某患病，女儿
正准备办理赴美留学手续。蔡某很绝望，
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徐保明请了知名医生
为蔡某治病，还协调相关单位为其女儿办
理手续，并让父女见面谈心。蔡某深受感
动，主动配合调查组查案。

徐保明善于思考、注重创新，积极探
索反腐倡廉的有效机制。他创新运用信访

“五库”科学化管理办法，提高问题线索
利用率和转化率。2012 年以来，参与或
组织办案 275 件，移交司法机关 26 人，追

缴违纪款近千万元，挽回经济损失 2000
余万元。

“单纯查办案件治标不治本。保护干
部，最好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监督。”徐
保明从办案实践中，深刻体会到这项工作
的重要性。他采取“明线+暗线”方式，
先后开展各类明察暗访 150 余次，查处违
纪违规行为 60 余件，处理 70 余人次，堵
塞 制 度 漏 洞 17 项 ， 以 “ 真 督 查 、 严 查
处、快通报”的工作机制督促公务员高效
履职。他倡导推行勤廉巡察工作制度，立
足查早查小，着力提升问题发现能力，先
后开展勤廉巡查 9 次，有效保护党员干部
不犯错、少犯错。在他的提议下，宿城区
纪委建立了“时评+网评”作风建设考核
评价系统，提升考核公信力，作风建设从
强行入轨转变为自觉遵守的良好局面。

徐保明先后获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
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江苏宿迁市宿城区纪委副书记徐保明：

清 廉 与 担 当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吴爱梅

农家娃“握手”机器人

6 月 11 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文汇街道志

愿者将机器人带到位于东营村的文汇街道中心

幼儿园，让孩子了解机器人，此举开拓了孩子们的

视野。 刘智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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