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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皱他的脸，江却一碧如镜。这水

天一色的永康江，不知流淌着长年为之付

出辛勤的“捞漂人”多少心血与汗水。

20年哪，人生有几个20年，而且是

最年富力强的20年，就在这里“扫江”，

付银完可谓名符其实的“扫江大哥”。本

报上月28日5版、29日2版的报道，呈现

给读者的是一位20年如一日“漂”在江

面，以护水为己任、初心不改的憨厚老大

哥。看着他，看着他们，不禁令人肃然起

敬。

付银完的虎口有层泛白的厚茧，这

不仅仅是长年累月挥竿留下的印痕，更

是千千万万从农村走来、干着城里苦脏

累活儿的普通务工者岁月艰辛的真实写

照。很难想象，20年来他们天天划竹排

于江面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既不是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那

样的激情四射，更没有“水映着山，山浮

于水，山水交融，把谁的心陶醉”那种闲

情逸致。一年四季，酷暑严寒，饱经风吹

雨打日晒，捞遍江上垃圾，最多一天要打

捞12船总计24吨垃圾，这是何等的体力

消耗。寒冬腊月，江水刺骨，“捞漂人”整

天劳作，除了练就“饱满坚挺的二头肌”，

最不忍看是十指红肿、冻疮开裂，日积月

累，双手写满沧桑。

水体环境越差，“捞漂人”的作业强

度就越大。“垃圾挺多，主要是外包装、塑

料袋”，这些垃圾大多是人为产生的，足

见当年社会环保意识普遍淡薄，把一条

条河流污染成龙须沟、臭水沟，糟蹋养育

了一方人的母亲河⋯⋯竹排换成小船，7

年前又换过一次船，劳动工具虽有所改

进，但作业并不见得轻松。随着水域沿

岸工农业不断发展，水体富营养化造成

水葫芦等水生植物大量繁殖，遇洪涝上

游大型垃圾冲刷下来，就得大忙一阵

子。现在水体虽然改善了，可是眼下这

个寒风扫尽落叶的时节，就像路面环卫

工一样，扫了这头那头又见大片落叶，水

面保洁打捞漂浮物一刻也停不下来。

期盼着付银完的期盼，又要换一批

新船了。不知这批新船能否给“捞漂人”

减轻一点劳动强度？是绿色电能的还是

仍需要用手划的？有供“护水人”避风挡

雨抗寒流的舱位吗？笔者经常在运河杭

州段看到打捞船像游艇式样的，作息舱

位占了整船的三分之一。在网上，有更

多新颖的保洁船，可全自动或半自动打

捞水面垃圾、水葫芦、水草等漂浮物，说

是能比人工打捞效率高几十倍。十九大

后，各行各业都在讲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补齐短板，环境保护工作也需要提质

增效，加大投入力度，提高技术含量，让

几十年鲜有提升的劳动工具来一次大的

革新，让斑驳低能的垃圾船也成为“垃

圾”，尽可能给在一线艰苦环境作业的保

洁工人以劳动的尊严和保障。

尽管生活劳作多艰辛，但永康江上

的“扫江大哥”们凭着一手高超的“船夫

本事”，一如既往地把江面打扫得干干净

净。他们的身影在日出日落中融入波

光，他们的笑声随着寒风在江面荡漾；喜

欢“一江春水、两岸青翠”的付大哥，66岁

了还想“再干几年”，这是“捞漂人”的一

份执着与初心。乐观着大哥们的乐观，

欣慰着大哥们的欣慰，消除劣Ⅴ类水的

功劳簿上应该记上他们的名字，应该对

他们好一点。

欣慰着“扫江大哥”的欣慰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尽管生活劳作多艰辛，但永康江上的“扫
江大哥”们凭着一手高超的“船夫本事”，一如
既往地把江面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的身影
在日出日落中融入波光，消除劣Ⅴ类水的功
劳簿上应该记上他们的名字。

网络票选成为了越来越多主办者

发动公众参与的有效方法，我市新年十

大民生实事评选也搭上网评快车，列出

15个候选项目让百姓“点餐”。把虚拟的

网络与实在的民生“一虚一实”结合好，

使票选过程成为汇聚正能量助力新腾飞

的行动，需要我们正确看待网络票选，有

序组织网络票选，运用好票选结果。

网络具有海量信息的特点，也兼有

松散型的特性。不可否认，在推出的便

民服务、道路畅通、饮水保障、食品安全、

居家养老、健康服务、文化教育、环境治

理、除险安居、城中村改造等侯选项目

中，有的部门比较积极，发微信给干部职

工，“请关注民生实事网络票选，请给某

某号投票”，这样诱导式发动，往往会产

生“一叶障目”的感觉；有的老年人不会

使用微信，就很难参与到网络票选中来；

有些机关干部、两会代表或委员以工作

忙为借口，认为网络票选不是“硬任务”，

看一下标题就算了。网络票选就像超大

空间的处理器，随意和应付就会成为一

种走走过场的形式，而重视和认真则会

让众多的市民参与市委市政府大事中

来，成为“运动者”而不是“旁观者”，汇聚

正能量而不是释放负能量。

汇聚正能量需要网络票选实时更

新数据。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来自于知

情、参与、监督，尽管网络票选结果不一

定是十大民生实事的终极版，但最新数

据总是能让网民有参与其中的体验，自

己点一下，票数有变化，这种感觉与现场

亮分一样，会调动参与者的热情。“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家乡明天如何发展，市

民责无旁贷。100多万新老永康人都来

关注、支持重点民生实事，这就是民意的

体现，民意将对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由此联想到，每年从三、四月份开

始，就会有不少家长询问C类生能不能

就读城区学校。因为不知道C类生有多

少，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只能参考去

年数据，如果有关部门能实时公布C类

生数据，家长们也不必经常询问，回答者

也省去许多麻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元旦贺词中说，“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

之所急，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这

就需要我们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

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

汇聚正能量需要敢于向市民揭短

亮丑。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屋漏

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网络票选

把“执政”与“草野”有机联结在一起，趁

新年伊始各级领导干部开展调研的机

会，可以把15个侯选民生实事项目带下

去，带到基层一线去，听民声，察民情，解

民忧。或许到群众中，听到赞扬声少，反

映这类问题那类问题的多，领导干部应

该有不急于反驳、不被激怒的涵养，虚怀

若谷，把群众的智慧吸纳、把群众的怨气

分解、把群众的意见梳理，还需要敢于向

市民揭短亮丑，承认不足，表明下一步的

打算，同时告知监督的方式。正如朱志

杰市长多次所讲，政府不怕揭短亮丑。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党员干部

运用网络、引导舆论、汇聚正气成为一门

新课题，在没有运用网络“教科书”的社

会实践中，像金华先进典型翁正辉一样，

唯有真诚与“草野”相知相通相融，政府

才会吸收强大的正能量。2017年底，市

委出台了《永康市改革创新容错免责实

施办法（试行）》，有的党员干部把“敢担

当”与“容错免责”混淆，一听到有人受处

分了就“草木皆兵”。这样的干部应该反

思，如何把群众思想工作做细做实，如何

提高临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如何敢担

当、善担当、能担当。

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总书记的话

言犹在耳，要实现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描

绘的宏伟蓝图，唯有党员干部带领人民

群众一起加倍努力干。

网络票选汇聚正能量不做“旁观者”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来自于知情、参与、监
督，最新数据能让网民有参与其中的体验，自
己点一下，票数有变化，这种感觉与现场亮分
一样，会调动参与者的热情。

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有菜的送

菜，依靠全村人的爱心，龙山镇丰山头村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办得红红火火，擦不完

的“爱心黑板”更是记录下了一个个暖心

画面。（详见本报上月27日2版相关报道）

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能够延续

至今，真的不容易。从筹备开始，就是村

里发动党员干部捐款，鼓励大家为乡亲

们做实事、办好事，并挨家挨户上门做工

作，仅仅一个晚上就收到了7万多元的

善款。可以说，丰山头村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能够办得起来，就是依靠全村人的

爱心。

中心办是办起来了，但要满足每天

30多名老人的用餐需求，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从柴米油盐和食材的支出，到

厨师工资的开支，一个月下来可不是个

小数目，仅靠政府补贴和村集体收入，肯

定难以长久运转。这时候，这块“爱心黑

板”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从几百元到几

千元，甚至几万元，从有名有姓到化名甚

至无名，每星期都会收到各种善款和捐

赠品。一块黑板已经不够写了，所以就

得擦了接着写，于是老人们说“这就是一

块‘擦不完的黑板’”。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这是天下人最

简单最朴实的愿望。随着社会的快速发

展，以及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外出闯荡，空巢老人也越来

越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

题。就像丰山头村，60岁以上老人占村

民总人口近20%，年轻人忙于外出打工、

做生意，家里的老人无人照应。好在，村

里办起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帮这些年

轻人解决了“后顾之忧”，也让村里的这

群老人幸福满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村

都能像丰山头村那样，能将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持久办下去。本报之前曾有篇报道

罗列了一组数据：2010年以来，我市累计

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97家，财政累计

投入5560万元；2016年关停了70家，经过

各部门努力，去年有多个村的老年食堂重

新营业。可以说，政府对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仍然有这么

多家难以为继，究其原因，厨师难招是一

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资金短缺。

如何破解资金短缺这一难题？好

消息是，从今年开始，我市对原有符合补

助对象老年人就餐补助标准进行了调

整，在每人每天2元的伙食补助基础上，

再增加每人每天补助2元。这一政策的

出台，能够帮助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弥补

部分资金缺口。但平心而论，仅仅依靠

政府“输血”，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需

要不断完善“造血”功能，那就是要探索

多元化投入机制。一方面，村里要千方

百计壮大集体经济，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提供源头活水，这是根本；另一方面，

要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优

良传统，广泛发动社会爱心人士特别是

本村村民进行爱心捐赠，一袋米也好，一

把菜也行，就像丰山头村那样“有钱的捐

钱、有力的出力、有菜的送菜”。此外，还

可以效仿一些村的做法，开辟“爱心菜

园”，由村民管理或仍有劳动能力的老人

自行打理，实现蔬菜自给自足。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衷心祝

愿丰山头村的“爱心黑板”永远擦不完，

也希望更多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也有这

样一块黑板，真正让老人们能够老有所

依、老有所养，在爱心包围下颐养天年。

老年食堂需要“输血”更要“造血”
□本报评论员

张赤奎 一方面，村里要千方百计壮大集体经济，
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源头活水，这是根
本；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
老的优良传统，广泛发动社会爱心人士特别是
本村村民进行爱心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