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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评

微播报

9 月 8 日早上，义乌市宾王商贸
区一家店铺门口的广告牌起火，火
势随即蔓延至附近店面，且起火点
二楼以上为民宅。当地消防部门立
即出动 3 个专职队、两个消防中队
扑救。经过 10 多分钟的努力，大火
被扑灭。据介绍，由于楼上居民转
移及时，大火未造成人员伤亡。

（播报人：盛相良）

商铺起火

日前，衢州市柯城区人武部组
织 179 名即将入伍的新战士，分批
来到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参
观，让大家更加直观、具体地了解那
一段历史，以此激励新战士更好地
参军报国。

（播报人：谭薛峰）

铭记历史

日前，在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
监内大操场上，社会各界与全所服
刑人员共庆中秋节。服刑人员在团
圆、新生等元素的不断转换中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同时也受到了
一次深刻的教育。

（播报人：唐长河 黄方明）

团圆之夜

廖小清

中秋假期，四川省委机关食堂
来了不少“蹭饭”的市民。作为该省
最早对市民开放的机关食堂之一，
几乎全年无休的省委机关食堂，已
是附近居民心中首选的就餐之处。
目前，该省已有不少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的食堂向市民开放。

过去，别说是省委机关，就是乡
镇食堂也曾“庭院深深”，让人望而
却步。而今，市民不仅可以进出机
关，还能在里面就餐，从一定程度上
说，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政治
文明的一种体现。开放机关食堂，
对市民来说或许是一种福利；对干
部来说，却是一种打破特权思想、赢

得民心的举措。在现实中，少数干
部不会、不敢与百姓打交道，有的甚
至还有看不起群众的心理。如今，
干部与群众一起排队打饭，坐在同
一条板凳上吃饭，大家由陌生到熟
悉，隔阂渐渐消失，感情慢慢变深，
久而久之就成了在一口锅里吃饭的

“一家人”。
机关食堂开放好，关键要有可

持续性。可以想见，食堂开放后，将
面临饭菜供应、人工增加、场地限制
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妥善解决，让干
部群众吃饱吃好，经得起群众和时
间的考验。同时，机关开放的内容
还可以更多些，如机关幼儿园、健身
设施、停车位等，为更多的百姓带来
便捷和实惠。

食堂开放，赢得民心

余勤

“省纪委已来我市暗访，加强上
班纪律，每天按时打扫各自区域卫
生，不定时抽检”，这是某市政府部
门写在办公室黑板上的原文。近
日，该省纪委回应称没有暗访，并表
示要调查此事。如果消息属实，那
么“暗访”就成了公开的“秘密”，纪
委的监察则成为“摆拍”下的笑柄。
且不讨论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单
就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反作用，
就令人深思。

试想，那些挖空心思打听纪委暗
访动态的，恐怕非个别心虚的公职人
员莫属。不在业绩上下苦功，却在旁
门左道上做文章，把打听纪委暗访当
作工作重心，这是认知方向上的偏

离；通风报信赢得做好表面功夫的时
间，又是价值取向上的错误。

被查部门公然预报“纪委暗
访”，暴露出形式主义的根深蒂固，
以及某些部门用“形式主义”来反对

“形式主义”的畸形心态。就像某些
网友所说，“检查组人员未到，被检
查单位的各级干部便列队迎候”，严
肃的检查沦落为损害政府公信力的
作秀，等暗访一过，故态复萌。

挂在政府办公室的小黑板，是
一张“挑战牌”，是对执法监督的
阳奉阴违。对此，纪检监察部门应
该将该地作为“重点整治”对象，让
群众看到监察部门的决心。同时，
也告诫部分公务人员别抱着侥幸的
心态去做事，“烂了的萝卜”终究会
被剔除。

纪委暗访，岂能预报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
如果想用一个字来形容节日的形
状，最贴切的自然是“圆”。那是
天空高悬的一轮明月，是大人小
孩手中的一个个月饼，抑或是众
人围坐圆桌的一场家宴。 远在
异乡的游子，大多收拾起忙碌的
心情，趁着小长假，回乡陪伴家
人。

只是，月有阴晴圆缺。月圆
之夜的分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

9 月 8 日，诸暨市火车站，一
队队身着迷彩服的小伙子，拉着
行李箱，走进候车大厅。这是诸
暨今年第一批 430名新兵启程的
日子。八月十五赴军营，送行的
亲人用手机、相机，为出征的子弟
兵留下合影。枫桥镇霞朗桥村青
年魏钰梁应征入伍，小表弟黄浩
宇在火车站送别哥哥，小浩宇用
稚嫩的童音大声说道：“哥哥，好
样的！”

我省众多优秀青年响应祖国
号召，积极参军入伍。过去的一
周，他们开始分赴祖国各地，西
藏、新疆、福建⋯⋯好男儿志在四
方，踏上人生的新征途，奔赴保家
卫国的一线。

有母亲看着一身军装的儿
子，一脸骄傲；有九旬老人拄着
拐杖，送别曾孙。各种嘱托、叙
怀、留恋，家人们亲情满溢，小伙
子们豪情万丈。那一张张稍显
稚嫩的面孔，怀揣着家乡的明
月，接受军营的打磨，将焕发新
的光彩。

还记得那首《十五的月亮》
吗？“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
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
思念⋯⋯”我们的战士告别家乡
和亲人，舍弃小家的团圆，正是为
了万家灯火下人们的笑脸。他们
内心也有遗憾，但无怨无悔。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在东阳市武警中队，今年是

一班班长洪南星入伍的第5个年
头了。洪南星的老家在江西抚
州，而他已经连续第 5 年在部队
度过中秋节。五年间，洪南星只
回家探亲2次。这位不擅表达的
硬汉，默默吐露对父母的挂念和
歉意：“中秋节一直没机会在家陪
父母，希望他们照顾好自己。”

在电话、短信、微信等现代化
沟通工具普及的时代，对许多人
来说，动笔给亲人写封家书，已逐
渐成为回忆。杜甫的诗句“家书
抵万金”，现代人已很少有机会体
会。而对武警官兵们来说，一封
封家书传递着他们无法与家人团
圆的思念之情。

“亲爱的爸爸妈妈，儿子来部
队当兵两年了，两年来，有开心，
也有烦恼，但是我都能够调节好，
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在部队里，
我学到了很多，也更加懂事了。
我很想念你们！”来自江西瑞金
的上等兵赖炜这样写道。

“这是我在部队的第二个
中秋节，祝你们中秋快乐。秋
天温差大，你们也要多注意自
己的身体。中秋节，我不能陪
在你们身边，请你们原谅⋯⋯
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你们一
定会为我感到自豪的。”同是上
等兵的潘豪峰也有许多话想对
远方的父母说。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在这个团聚的日子，有很多人主
动选择分离。他们，同样是为了
尽一份责任、一份义务、一份爱

心。
中秋小长假，很多人坚守岗

位。他们之中，有身穿白大褂的
医生，有忙碌在一线的交通运输
人员，也有辛勤劳动的公安干
警，有挥动着扫把的城市美容
师⋯⋯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
放弃了宝贵的休息时间，放弃
了与家人团圆的机会，只为身
上的一份责任。

许多身着马甲的志愿者们
也很忙碌。他们忙着做月饼、
送温暖，把爱洒向人间。嘉兴
市慈善总会义工分会组织百余
名义工，分赴老年公寓、亲情结
对家庭以及社会福利院，给老
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陪
伴他们度过了一个温暖祥和的
中秋佳节。

家住百花新村的钟金林今年
63 岁，老伴邵有英今年 66 岁。4

年前，两位老人唯一的儿子身患
重病撒手人寰，原本欢乐的家一
下子沉浸在痛苦中，曾经热闹的
家庭变得冷冷清清。“那种感觉，
就像是心被割去了。”2012 年，
嘉兴义工成立百花为老服务队，
与钟金林等几位失独老人结对。
每个周末，义工们都会准时来到
失独老人家里，帮助他们打扫卫
生，陪老人聊天，给他们讲一些新
鲜事。

“中秋放假还专门来看我们，
可不就是我们的孩子么？”钟金林
说，“他们给我们的晚年生活带来
了欢乐，我们就像是相亲相爱的
一家人。”老人们渐渐走出阴影，
冷清的小屋重新传出欢笑声。

人有悲欢离合，但只要心中
有明月，就不愁人间的聚散，亦不
惧亲情的距离。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唯愿心中有明月

本报讯 （通讯员 沈听雨 盛相
良） 做一件好事很容易，难的是把
它一直做下去。家住杭州吴山路社
区的宣荣根，是一位 85 岁的老人。
自 2008 年开始，他每个季度都要向
社区的“爱心银行”捐款 300 元，一
年四次，七年来从不间断。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着

平凡又琐碎的事。”宣荣根笑眯眯
地说。老旧的居民楼，简单的家
具，和蔼的老爷爷，这是笔者走进
宣荣根家后的第一印象。走进书
房，书桌上整齐摆放着各类报纸，
其中一张正摊在桌面上，宣荣根
老人热情地邀请我们坐下。“我以
前是社区的议事委员会成员，我
们这里困难户比较多，当时就想，
自己也是社区的一分子，能帮就
要帮一点。”宣荣根老人慢慢回忆
着，“其实从 2003 年起，我就开始
捐款了，只是 2008 年社区的‘爱心
银 行 ’成 立 后 ，我 才 开 始 固 定 捐
献。”老人边说边拿出一叠社区接

受爱心捐款的证明，厚厚一叠，最
早的日期是 2007 年。一旁的社区
居委会成员沈雯说：“这些只是宣
大爷捐款的一部分，他不止在社
区捐款，其他地方遇上灾难，他也
会来捐款。”这么多年来，老人退
休金的很大一部分，都用来扶贫
济困和捐款捐物，义举感动了很
多人。

湖滨街道每年都会评选“十大
最美邻居”，而宣荣根几乎每年都
会被选上，不仅是因为他坚持捐
款救助，更是因为他在平时力所能
及地帮助邻居。“之前对门邻居两
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常吵架，我一个

个找他们聊天谈心。”因为古道热
肠，邻里之间都很尊重这位老大
爷。沈雯笑着说：“宣老，德高望
重啊。”

说起宣荣根的热心肠，宣大爷
家 请 的 阿 姨 也 有 话 要 说 。“ 我 是
2008 年开始照顾宣老的，那时候我
女儿刚考上大学，听说我要赚钱供
孩子上学，宣老自愿资助我女儿，
直到孩子研究生毕业。”阿姨说，

“宣老帮了我们很多，现在女儿在
杭州工作，还让她跟我一起住在这
里。”

而宣荣根说：“我做的只是一点
小事，捐款也不多，只想尽力而为。”

杭州老人宣荣根每季向社区捐款

日行一善 快乐相伴

一周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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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徐丽勇） 凌
晨，松阳县上安村的刘芝法家漏保
跳闸，正在作业的十几台炒茶机顿
时“罢工”。放下报修电话几分钟
后，供电抢修人员便到了刘家门
口。漆黑的夜晚，能在近 500 户分
散的客户中，快速找到刘芝法家并
排除故障，靠的是“电力服务便民
图”的准确“导航”。

丽水供电公司在各地全面推广
“电力服务便民图”。该图涵盖电力
接线图、客户联系图、结对帮扶图、
台区经理表等内容，形成了包括村
落分布、客户状况、设备结构等 26
项数据支撑的便民框架。目前，便
民图已在全市 450 多个村推广应
用。

通过精心绘制的“电力服务便

民图”指引，山区农村用户的用电
问题可得到快捷解决。这个夏天，
景宁大均乡伏叶村村民蓝雁娟的
娃娃鱼养殖农场里，空调一直正常
运转。娃娃鱼养殖的水温和气温
需常年保持在 18 至 22 摄氏度，蓝
雁娟一点也不为这种苛刻的养殖
条件担心。因为她的农场已被列
入“电力服务便民图”的重点保电
区域，电力工作人员可以随时上门
提供服务。

“电力服务便民图”实施后，丽
水供电公司设立了 420 名台区经
理，发放 5 万多张便民服务卡，累计
服务各类困难户 1500 多人次，提供
便捷服务 4800 多人次，客户平均故
障复电时间由 87 分钟减少到 42 分
钟，大大提升了服务效率。

便民图，为服务导航
丽水电力帮1500多困难户解忧

凡 人
善 举

9月7日，萧山民间敬老志愿服务总队的志愿者来到瓜沥镇敬老院，和老人共迎中秋。 王耿强 摄

中秋佳节，武警浙江总队新兵与家人视频互致问候。 郭广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