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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

之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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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金华永康，一段关于亲情、责任
与社会温情的故事，如同夏日里的一缕清风，
拂过每一位读者的心田。永康市第一中学高
一年级主任黄大足接到一条信息：644名新生
中，唯独一个名叫于帆的孩子，没完成报到手
续。在得知这个孩子是因为父亲病重而面临
辍学的困境时，学校领导和老师、当地教育
局、爱心企业等纷纷行动，一场爱的接力赛，
让逆境中少年的求学之路得以延续。

“你只管认真学习，其他的事有我们！”
一句温暖的话语背后，不仅是众人帮助少年

解决当下困难的承诺，更传递出一种坚定的
信念——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会被遗忘在
角落，每一份努力都会被看见。

于帆的故事，不仅是个体命运的转折，更
是“一个都不能少”理念的生动诠释。这个故
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个 16 岁少年
即将接受的是高中教育，已非九年制义务教
育范畴；二是他还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父母离异，从小跟随在永康务工的父亲一起
生活。但即便如此，当遭遇家庭变故，在求学
的道路上遇到困难时，他并没有因此就被排
除在外，而是立刻得到了永康教育系统和社
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慷慨相助。

“一个都不能少”，是社会大爱的集中展
现。母校古山中学师生为他发起募捐，爱心企

业与他结对，不仅帮他解决父亲的医药费问
题，还承诺资助其未来的学习生活；永康市教
育局、永康一中也将为他的学习生活提供保
障，爱心人士为他父亲请来护工⋯⋯这些善
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援助，更是精神上的鼓
舞，向少年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你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正是这种对于教育公平的坚守
和全方位的支持体系，托举起逆境中的希望，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逐梦路上走得更远。

于帆的故事，再次彰显了浙江社会的鲜
明底色，那是一种对每个生命都温柔以待的
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不仅体现在本土居民身
上，更扩展到了每一个选择在浙江这片土地
上奋斗、生活的外来人员。无论是教育公平、
社会保障，还是就业服务、居住条件改善，浙

江始终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和谐、公平的社
会环境。这里不仅有活跃的产业经济、积极
的就业政策，更有完善的社会支援网络，以及

“来了就是浙江人”的开放包容，成为越来越
多人爱上浙江、奔赴浙江的理由。

每一次爱心援手，都足以成为生命中温
暖、坚定的力量。少年的坚强与乐观，是对
这份温情和大爱最好的回馈。“今天我是受
帮助的人，未来我想做帮助他人的人。”这不
仅是少年成长的宣言，也是浙江慈善精神的
延续——在大爱中成长，将大爱传递。让我
们祝愿，于帆和他的家庭迎来一个光明的未
来。同时，也愿这份大爱能继续在浙江乃至
全国荡起涟漪，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与力量。

于帆故事背后的力量
朱浙萍

于帆故事背后的力量
朱浙萍

“没苦硬吃”，这个自相矛盾的词，听上去耳
熟吧？最近几年，经常能听到网络上年轻人抱怨
长辈“没苦硬吃”，尤其最近天越来越热，很多有
老人的家庭，又因为开不开空调展开拉锯战了。

按理说，家务事一般没什么公共讨论价值，
但这事还挺普遍的。年轻人的吐槽听上去确实
挺无奈：老年人似乎经常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自
找苦吃，让子女内疚不说，可能还搞砸了事情、
搞坏了身体，最后还得子女收拾“烂摊子”。但
我想，如果有人把话筒递给那些老年人，估计他
们很难认同“没苦硬吃”这个标签。

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屋檐下，关于吃
苦这件事，为什么两代人的分歧这么大？谁有
权决定哪种苦该不该吃？谁应该为吃苦的后果
负责？要搞清楚这些问题，还得回到问题的本
源，拆解“没苦硬吃”四个字。

首先是对“苦”的定义不一样。在年轻人看
来，从大城市赶回老家收麦子、收玉米，最后卖
了几百元，累得一家人直不起腰来，无疑是苦不
胜苦。而在老年人看来，不失农时、秋收冬藏、
颗粒归仓，是一个老农民最大的快乐，如果子女
还能顺便回家来看看自己，更是锦上添花。同
样的，熬夜打游戏“开黑”算不算吃苦？老年人
觉得有觉不睡才是自找苦吃，年轻人却乐在其
中。可见汝之蜜糖、彼之砒霜，苦还是不苦，不
同的嘴能品出不同味道。

对“吃苦”的感受不一样。放着新鲜菜不吃
先去吃剩菜，40℃的高温放着空调不吹靠手摇
扇子，拖着年老的身体在田里干农活等肉体上
的“自虐”，在年轻人的生命体验中是陌生而难
捱的痛苦，但在一些老年人那里却能提供熟悉
的安定感、秩序感。这跟人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80后至00后普遍成长于物质丰富的年代，没有
饥饿记忆和物资匮乏体验，而老一辈人因有过缺衣少食、要啥没
啥的经历，吃苦耐劳的美德慢慢内化为肌肉记忆，即便生活条件
改善了，依旧会成为一种惯性。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养尊处优等
同于背叛过去。

对“硬吃”的后果定义不一样。翻看网络吐槽帖，很多帖主
是将生活中的偶然意外归结为“没苦硬吃”的直接后果。但实际
上，“没苦硬吃”的人群出意外的概率就一定更高？抑或是习惯
享乐的人受伤概率才低？说白了，任何日常活动都可能受伤，老
年人只是进入了一个体质变差、受伤概率变高的生命阶段。大
多数情况下，说老年人“没苦硬吃”，年轻人的初衷更多是表达关
心。但也要防止这种关心给人一种带着年龄、体能和家庭地位
优越感的戏谑。忽视老年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片面要求老年
人以不给子女造成麻烦为第一准则，多少缺了点对老年人的同
理心。

有人说，爱一个人应该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而非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如果想“以爱之名”制止所谓的“没苦硬吃”，那么至
少应该先设身处地去尝试理解老年人何以爱吃苦，在尊重个人
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再去帮助他屏蔽危险。

在网络舆论生态中，老年人相对弱势，大多数情况下是沉默
的。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的选择辩解。所以，年轻人作为网络的
强势一方，在讨论相关议题时，尤其应该慎之又慎，避免扣帽子、
标签化。这是互联网应有的伦理，是我们为人子女的基本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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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之

眼下，有些高校已开始发放录取通知
书，有些录取批次还处于填报志愿阶段。志
愿填报本来主要体现的是“考生意愿”，但近
年来在一些机构的助推下，考生的志愿填报
却变成了据称价值近 10 亿元的一笔“大生
意”。商业机构依法合规服务，既服务考生，
也挣了钱，本无可厚非。但是，市场爆发性
增长过程中，一些机构炒作焦虑、制造天
价。个中情况，令人深思。

笔者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本世纪初参
加高考。当年，在信息并不发达的情况下，父
亲硬是看了整整3年的中国教育电视，为笔者
从各个节目、各条新闻里悉心收集筛选有用
信息。在笔者填报高考志愿时，他为笔者选
好了志愿学校和专业。不仅如此，凭着这3年
的积累，他还为笔者设计了大学的学业规划。

后来，笔者参加工作后也偶尔为别人提
供高考、考研的相关咨询，并没觉得志愿填
报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更没想到这个也能
成为“生财之道”。特别是在信息化高度发
达的当下，高校更加开放、信息更加透明，按
常 理 志 愿 填 报 中 不 应 当 有 什 么“ 不 传 之
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对比当年和当下，笔者感到其中一个重
要的因素可能是在新媒体新技术高度发达
的情况下，反而出现了一种新的“信息壁垒”

或信息洼地。以往在高考季打开电视，省级
招生办和各大高校的政策讲解、学校推荐、
专业介绍等一应俱全，而现如今进入各大短
视频平台，只见“网红名师”贩卖他们的生意
经，却不见有关部门和高校老师的踪影。可
见，防止填报志愿变成畸形生意，需要多方
努力，帮助考生和家长打破信息壁垒。

首先，主管部门和高校要适应媒体环境
变化，加强政策宣传和学校推介。特别是要
有更多主管部门人员、高校招生老师坐到直
播间，及时为考生及家长送上信息服务，不
让“网红名师”在短视频平台独霸天下。每
当高考季恰逢高校毕业季，各大高校都热衷
于对毕业典礼进行视频直播。毕业典礼的
仪式感固然重要，通过良好的招生宣传招到
更优秀新生的获得感，可能更加实在。

其次，短视频平台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避免助推“自媒体”对志愿填报过度“向钱看”

“吃流量”，通过更加科学的算法推荐，让考生
和家长能接触到公益性的直播和视频服务。

再次，高中学校要积极为考生和家长提
供信息，培养属于自己学校的“志愿填报专
家”，压缩“网红名师”的“天价市场供给”。
当然，家长也要承担起应有责任，主动为孩
子当好参谋。

总之，社会、学校、家庭应当同心协力，让
高考志愿填报成为点燃青春梦想的助燃剂，成
为一代代有志青年踏上人生新路的新起点。

助填志愿不能只有生意经

对于一些父母需要上班、家里没人带孩子的家庭而言，一到暑假，就不得不面临孩子的照护难
题。据央视报道，各地职能部门积极尝试办各式各样的暑托班，从过去只在一二线城市开办，到现在
逐步扩展到三四线城市；从过去以便利双职工家庭为主，到现在更多地关注到困难家庭。

王成喜 作

暑托解忧暑托解忧

·资 讯·

“最近身体怎么样？”“生活上有
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今后有困难可
以跟我说，我们随时保持联系。”近
日，诸暨市农业农村局“银青 1+1”师
徒结对的青年代表之一陈淑玲，在慰
问退休干部蔡保灿时亲切地说。这
样的互动方式，不仅展现了社会的温
情与关怀，也体现了年轻人对老一辈
的尊重和关爱。

前不久，诸暨市农业农村局举办
了“银青携手·薪火相传”座谈会，全
面启动青年党员与退休党员“银青 1+
1”师徒结对工作。活动现场，6 名青
年干部与 6 名退休干部进行了结对签

约，此举为双方搭建了一个交流与合
作的桥梁，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宝贵
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互相分享彼此的
经历和感受，从而推动农业农村知识
的有效传承与创新实践。

诸暨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在此结对模式下，青年干部与
退休干部共同讨论交流如何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等话题，让青年更深了
解老一辈的思想与经验，同时确保退
休人员紧跟时代步伐，为社会的发展
继续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力量。

今年 6 月底，由于梅雨季节的影
响 ，防 汛 助 农 服 务 工 作 变 得 尤 为 重

要。该局“兴农先锋”志愿服务队迅
速响应，组织队员下乡指导，共计 69
人次，为 200 多户农户提供服务。队
员们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查看稻田水
位以及蔬菜瓜果的长势，了解水情和
农作物受损情况。在此期间，该局已
退休的农技专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与
志愿服务队一起走访了 50 余家农业
生产基地，现场指导农户进行清沟排
水、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确保农作物
在汛期得到妥善管理，并提供了针对
性的防汛建议。

结合走访慰问工作，诸暨市农业
农村局还带领 10 名青年干部深入了

解退休干部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
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困扰，并积极
协调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同
时，在退休干部的引导下，青年干部们
接地气、扎深根，进一步提升自身素
质。一支德才兼备、能力突出、勤勉务
实、清正廉洁的新时代“三农”青年生
力军不断淬炼⋯⋯

“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围绕建强
‘三支队伍’，以党建品牌和党员志愿队
伍为载体，引导更多机关青年干部走出
办公室，走向基层一线，在服务群众中
锤炼过硬作风，赋能高质量发展。”诸暨
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诸暨：师徒互动 共谱农业发展新篇章
孙金良 方 炜

银青结对 薪火相传 （图片由诸暨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 公 益 广 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