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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铭耿

近日，台州连续 11 年举办“一杯
水”公益活动，倡议全社会为高温酷暑
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息场所，征集

“爱心休息点”超过5000个，免费提供
一杯凉饮。同时，全市各地也纷纷开展
公益“送清凉”活动，比如天台面向户
外工作者提供免费随取的“爱心冰
柜”，温岭将文化礼堂变身为户外工作
者的“避暑山庄”。

据气象部门统计，今年的夏天比
往年都来得早、来得热，甚至持续时间

更久。有气象专家预测，厄尔尼诺大概
率发生，预计带来比过去30年均温高
0.5℃到 1℃的夏季高温。全国各地高
温和旱情预警范围不断扩大，也侧面
印证了天气变化趋势。

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高温不
只是数字，更意味着生命危险。就在
最近，全国多地都出现因“热射病”
就医甚至死亡的病例。特别是在“热
岛效应”加持下，城市人群会比乡村
人群感受到区域性高温热浪更强的
负面影响。

而在如此艰苦环境下，户外工作
者所扮演的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所不
可或缺的角色，除了公共部门做好“制
度补血”，充分保障高温作业下劳动者
权益，更需要全社会共同体恤和关怀，
尊重和善待每一位普通劳动者。“一杯
水”公益活动扛起的就是这份社会责
任和公众期许。

可以想到，酷暑之下能喝上一

杯水，在阴凉处歇歇脚，清凉之感沁
人心脾的同时，也会感受到人心冷
暖、城市温度。“一杯水”公益活动持
续 11 年来，从一杯茶供应，到沿街商
铺、店面、营业网点主动提供休息
点，再到志愿者和市民自愿捐赠各
类防暑降温物品以备所需，这种以
温暖传递温暖、以善良激活善良的
正能量正感召着越来越多的人，形
成一股文明的暖流，让生活在这座
城市的人们体会到更多的人情味和
幸福感。

事实上，“一杯水”送清凉的形
式在台州大街小巷还有很多，比如
临海望江门爱心凉茶摊坚持了 33
年。在这些公益活动接续发力、生生
不息的背后，不仅是提供一种人性
化的社会服务，更是一种人文精神
的传承延续。

心理学家荣格曾说，“一切文化都
最终沉淀为人格”。对于一座城市来

说，其人文底蕴和文明程度同样会沉
淀为生活在这里的每位市民的人格，
最终升华为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一
杯水”不仅清凉了户外工作者，也浸润
着每位围观市民的心田，让大家都知
道这座城市与自己是一个休戚相关的
共同体，只有对他人保持足够的关心
和体贴，才会在与人为善的过程中和
陌生人实现美好相遇，让善意在流淌
中实现闭环。

以“ 一 杯 水 ”为 代 表 的“ 送 清
凉”善举看似微不足道，却建构了
一种社会联结的纽带，搭建了陌生
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平台，让善意得
以绵延传递，并且以一种沉淀下来
的精神文化反哺于这座城市，成为
城市的文明基因，擦亮城市的文明

“底色”。
希望“一杯水”的清凉持续传

播，让每个人都能“清凉一夏”“平
安度夏”。

公益“一杯水”清凉一座城

冯欣欣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指
出，既要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工
作，又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
抓农村”，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全局高度，统筹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精简的阐述中蕴含着对

“立足”与“跳出”这对辩证关系的
战略考量。

20 年前，“千万工程”以生态起
步，但不止于生态，开启了建设美
丽乡村、美丽中国的伟大实践。从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
品、万村美丽”，再到“千村未来、万
村共富”，浙江“立足”乡村发展乡
村，“跳出”乡村发展乡村，书写了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传奇。
“立足”为本，发展农村必须抓

住主要矛盾，这也彰显了实事求是
精神。20 年前的浙江农村流传着一
类顺口溜，“山是秃头光，水成酱油
汤”“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
农村成为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城
市发展的“背面”，影响观感、威胁健
康。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
义，更是当时浙江农村发展的“当务
之急”。于是，浙江从全省 4 万个村
庄中选择 1 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
全面整治，从农民最迫切的需求入
手，全域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

“三大革命”，建设“无废乡村”，实施
生态修复，把其中 1000 个左右的中
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20 年久

久为功，才有今日江碧山青、屋舍俨
然的美丽画卷。

“立足”的另一层重要含义在
于充分挖掘当地的资源禀赋，因地
制宜谋发展。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
乡村，绝不是追求“千村一面”，要
立足地域特色、自然风光、人文历
史 、发 展 现 状 ，打 造“ 一 村 一 景 ”

“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与此同
时，还需加强资源整合，盘活闲置
劳动力，打造“共富联合体”“强村
公司”“共富工坊”等载体，促进农
民农村共同富裕，着力提升农民
生活水平。截至目前，浙江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 38 年居
全国省区第一，以实绩书写了浙江
农村骄傲。

“跳出”为魂，让乡村更像乡

村，也让乡村接轨城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
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
展之路”。跳出“小圈子”才能融入

“大格局”，一方面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通过建强基层党组织、构建共
建共治格局、数字赋能乡村治理，
一任接着一任干，以农文旅融合产
业为公共服务提档升级提供持续
经济支撑，补齐农村治理短板。另
一方面，健全农村公共服务，打造
农村“30 分钟公共服务圈”“20 分钟
医疗卫生服务圈”，让老百姓“一站
式”上好学、就好医、住好房，不断
提升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
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真正使“千
万工程”成为缩小城乡差距，推动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龙头工程。

在“立足”与“跳出”中书写乡村传奇

蔡慧璐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习近平同志
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制度。科技
特派员制度在浙江广袤的希望田野
上生根、开花，取得了累累硕果，成
为科技强农、人才兴农的强大动力，
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科技特派员制度持续焕发生机
活力，关键在于体制和机制的不断
创新，尤其“科特派”这支关键队伍
在选派机制、用人机制和服务保障
机制上的不断创新。

派下去，人尽其才。科技特派
员是让“三农”零距离接上科技“天
线”的中坚力量，要实现“科特派”
在基层生根发芽，需要树立正确的
用人导向。规范选派流程，让多方
合力筑牢制度“桥梁”。组织部门发
挥牵头抓总作用，明确选派标准。

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对特派员选派
过程层层把关、层层监督，确保选
派过程公开透明、高效规范。创新

“基层点单+特派员接单+政府派
单”的联动选派模式，形成政府、基
层、特派员“三赢”局面。拓宽识才
视野，让硬核实力匹配实际需求。
应以农村实际需求为准，不唯资
历、年龄、职务，不拘一格降人才，
给予各类人才发挥的平台，让基层
产生更多的“茶博士”“香榧教授”。
精准排摸需求，让实际需求匹配合
适人才。当前传统农业正处于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应及时对接需求
变化，及时调整下派人才定位，重
点选派能够在农业现代技术领域
提升创新水平的专家级别人才，补
充选派“土专家”“田秀才”等农村
本土实用科技人才为基层解题。

融进去，才尽其用。新型农业的
科技需求日益增长，“科特派”从实验

室“搞科研”到田间地头“搞产业”，要
主动把技术、服务等融进基层，为农
民增收、农业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路
径。融高新技术，研发新产业。充分调
研农业产业发展情况，结合本地特色
产业优势，因地制宜融入先进实用技
术，助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农产品
增产增效。融全新服务，延长产业链。
提供“增值服务”，拓展专业服务领
域，从农业领域向电子商务、法律金
融等多元领域拓展，促进农业全产
业链发展，助力农民致富。融创新载
体，培养本土人才。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科特派”可担当帮带导师，
大力扶持本地科技创新团队，借助
农业创新示范大赛等载体，组织本
地人才集中开展技术培训，激活乡
村人才“一池春水”。

扶起来，用有所成。若让“科特
派”在“三农”事业中无后顾之忧、充
分发挥作用，应当抓住“人”这个关

键因素，调动“科特派”的工作积极
性。强化政策激励。优化科技特派员
管理办法，保障其服务期间职称评
聘、评奖评优等方面的权利权益，进
一步提升科技特派员的工作绩效。
强化人文关怀。加大对科技特派员
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投入，加强
对科技特派员的平时联系和走访慰
问，为科技特派员提供相匹配的优
质条件。强化成果保障。建立以市场
为导向、与业绩相挂钩的成果保障
制度，鼓励科技特派员通过许可、转
让、技术入股等方式转化科技成果，
让科技特派员在带富、领富的过程
中收获实际回报。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被实践验证
的行之有效的服务“三农”工作的制
度，我们要秉持持之以恒的精神，将
该项制度继续一以贯之、始终如一
地抓下去，为农民群众美好生活贡
献更多科技力量。

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走深走实

沈 峰

7 月 12 日晚，由台州市文广旅
体局主办，台州乱弹剧团承办的“迎
接三十周年·奋进‘三高三新’”2023
台州市文化下乡台州乱弹巡演在仙
居埠头镇振兴村文化礼堂举行，让
当地村民享受了一次别样的“文化
大餐”。(7月14日《台州日报》)

台州乱弹是台州唯一的地方
剧种，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当晚上演的是
台州乱弹经典折子戏《过河》《拾儿
记·搿夜祀》《挡马》等剧目。现场独
特的唱腔，跌宕起伏的剧情，张力
十足的表演，感染了到场村民……
文化下乡活动把台州乱弹巡演送
进乡村，无疑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
化生活，有效提升群众的精神生活
品质，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注入新
的活力。

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文化，特
别是对公共文化需求更大、要求
更高。我们只有不懈努力，大力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才能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公共文化需求。同时，要依托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满足群
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群众的
基本文化权益，才能真正实现让
百姓在安居乐业中享受文化之
乐，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化引领风
尚、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

展的功能。
组建志愿者队伍，以社会力量

充实文化服务；鼓励引导企业参与，
丰富服务类型；培育活动品牌，营造
浓浓书香氛围；开展文化艺术展览、
非遗传承活动……正如多年来，台
州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城
乡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让广大
基层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红利”，切
切实实从文化惠民成果中收获获得
感、幸福感。

文化也是民生，文化惠民让城
乡充满文化活力，开展好群众性文
化惠民活动，有利于全面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进一步看，创新是做好
新时代公共文化工作的不竭动力。
各地各部门应当继续开展各类文
化活动，把文化服务直接送到百姓
中间，发挥文化服务影响力和辐射
力，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
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学会品味生
活、品味文化。

实践证明，公共文化服务满
足的是广大群众读书看报、看演
出、看展览、参加文化活动等需
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
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总
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
精神食粮，一定能让他们享有更
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
神文化生活。

让城乡群众
乐享文化发展成果

刘予涵

入夏以来，台州高温一轮接一
轮，清凉的夜晚成了众多市民外出运
动的主要时段。为方便全民健身，7月
15日起，台州市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免
费开放两个月。爱运动的你，快快约
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夏夜跑”吧！（7
月14日《台州晚报》）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

高，迫切需要方便、优质的健身场地。
像体育场这些公共体育设施，打破时
间的界限，常态化地向市民免费开
放，缓解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
求与体育设施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
矛盾，其带来的利好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倡导全民健
身运动。现有小区和公园的体育设施
非常有限，可供居民锻炼的体育场地
严重不足，要想激发全民健身的热

情，需要解决市民健身需求和健身场
地的矛盾，向市民免费开放公共体育
设施是最好的选择，更是大势所趋。

另一方面，可以盘活公共体育资
源，提高场地设施利用率。公共体育场
馆的收费虽然不是很高，但是相对于
大多数普通市民来说，若长期持续锻
炼的费用，叠加起来也是不小的数目。
若将其常态化地开放共享，惠及大众，
场馆的利用率会大大提高，还能极大

缓解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
此外，可以彰显政府主动服务社

会、服务市民的为民情怀。公共体育
设施是公共资源，理应发挥最大的社
会公共效益，回归公共产品属性。免
费开放体育场所，也彰显了政府惠民
便民的为民理念，树立政府良好的形
象。期待更多的公共体育设施能够更
规范、有序地向社会开放，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健身需求。

推进免费开放 助力全民健身

艾才国

近年来，一个个口袋公园在我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满足人们宜居生活的需要，在人间烟火中勾勒出一片片休
憩的绿地。（7月11日《台州日报》）

小小方寸间，满满幸福感。我市利用城市“金角银边”
见缝插绿、破硬复绿，打造具有运动休闲、文化娱乐、便民
服务等功能的城市开放空间，口袋公园越建越多，让“诗和
远方”在家门口便触手可及。

小而多、小而美、小而精的口袋公园，为城市单调
的“水泥森林”增添更多色彩，提升了城市的颜值，无疑
起到了美化环境的作用。但口袋公园除了装点城市、美
化社区外，还应该满足周边居民散步、跑步等休闲、健
身、娱乐等多种需求，为此，在口袋公园设计上不能仅
仅考虑美观，需要更加突出功能性，从公园选址到规模
大小，再到设计风格、设施配备，都需要对周边社区和
商业楼的居住情况、人员情况进行调研，为儿童社区提
供适儿化配套，为老人社区提供适老化设施，为上班一
族提供更多户外运动和休息区，如此才能让口袋公园
成为居民的网红“打卡地”。

见缝插“绿”建设口袋公园，也是在见缝插针改善
城市环境。毕竟，口袋公园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土地
平整、生态修复、环境治理的过程。需要在建设和管理
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丰富经验。比如将口袋公园建设与
城市荒地、边角地的利用、生态修复、城中村改造、交
通安全隐患整治等统筹考虑，一体化布局建设，不断
放大口袋公园建设的效应，让群众多方享受口袋公园
建设的红利。

“三分建设，七分管养”。口袋公园不仅要建设好，
更要管理好，才能成为群众的幸福乐园。作为各级政
府部门，需要强化资金保障、加大维护投入，聘请周边
居民担任公园“监督员”，让更多公园的受益者、共享
者成为管理者；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充分发挥市
场作用；利用数字化等手段，实现更为高效能管理；只
有持之以恒做好日常管理，才能让口袋公园成为持久
保鲜的“小而美”高品质空间。作为每位市民，要像爱
护自己家一样爱护口袋公园，齐心协力让口袋公园更
绿更美。

城市生活日益美，家门身边总是春。在城市空间
日益逼仄的当下，口袋公园俨然成了某种意义的休憩
窗口，转角遇见的风景是生活中的小确幸。让我们建
好用好管好口袋公园，在“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诗画城市中感受
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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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亦歆

近年来，“互联网+政务”的普及
为基层治理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在提
高办公效率、优化治理水平的同时，
也让形式主义有了滋生土壤。“善治
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
塞其起弊之源。”破除“指尖上的形式
主义”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各
部门当共舞斩草除根“三段剑术”，找
准“病灶”，对症下药。

第一剑：删繁就简，追求效度，让
建设过程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
变。各类政务 APP 出台的初衷是好
的，但当 APP 愈来愈多，便容易变了

味儿。个别地方部门重建轻管、同质
开发，亦或是任务结束后没有及时卸
载清理，沦为“形象工程”。各种“空壳
类”“僵尸类”APP层出不穷，占用手机
内存……重复事项也越来越多，“指
尖上”的任务俨然成为基层干部“不
能承受之重”。大道至简，在提升应用
效能上，各方应加强数据共享和目标
协同，破除“数据孤岛”，打通“资源梗
阻”，加快政务平台功能集成，整合兼
并“低小散”应用，避免“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顺着“花架子”无序蔓延。“指
尖上”的负担小了，干活的手才能轻，
基层工作方能“艨艟巨舰一毛轻”。

第二剑：刀刃向内，挖掘深度，让

使用过程从“重痕迹”向“重实绩”转
变。迫于一些APP的任务要求，一些基
层干部重痕迹“有没有”，轻工作“优不
优”，将基层治理的绣花功夫聚焦在了

“指尖功夫”，自家“责任田”却无心犁
好。“远飞者当换其新羽，善筑者先清
其旧基。”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需
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在优
化相关考核体系，科学制定目标任务
的基础上，要追本溯源，紧盯深层次原
因，对滥用排名、强制推广等问题重拳
出击，严防形式主义抬头，以实际行动
为基层“松绑”“减负”，做到留“意”不
留“迹”，重“绩”不重“痕”。

第三剑：不忘初心，提升温度，让

服务过程从“重表面”向“重里面”转
变。有些基层干部线上热热闹闹，线下
却不见了踪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变成了“从群里来，到群里去”。
掌上办公、线上政务尽管打破了基层
工作的时空界限，但“一线牵”的便捷
无法完全取代基层“一线”工作。“键对
键”始终不是“面对面”，群众工作没有

“指”上谈兵。“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形
式在“指尖”，根子在“心尖”。对此，既
要引导基层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多往群众家里跑，田间地头跑，也要畅
通民意反馈渠道，将群众满意度纳入
对干部评价的重要指标，真正做到“干
部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亮剑“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