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驱车从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出发，要一

直不停向西北行驶 50 公里才能到达楠木乡

官溪村教学点。

每天清早，乡村教师赖小田便骑上摩托车，

从自己住的地方赶往官溪村。官溪村教学点是

小学六年制，全校 15名学生，现在有 4 名老师。

教语文和体育的赖小田住在邻县，离官溪村有

20 多里山路。其实，2022 年年底，61 岁的赖小

田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他仍然选择坚守。

每天中午下课后，赖小田会到厨房帮厨，

将自己带来的一些食材，做给孩子们加餐。

下午放学后，赖小田会骑上摩托车，给孩子戴

好头盔，多次往返，送离学校最远的几个孩子

回家。有时候，借着送孩子回家的机会，再做

做家访，了解一下孩子家里的情况。做完这

些教学外的工作，一般都得傍晚 6 点钟。

这些年，赖小田从自行车换到摩托车，骑

坏了 4 辆自行车、4 辆摩托车，教过的学生不下

3000 人。这些走出大山的孩子，有的考上了

大学，成为公务员、企业家、医生等。每每被

问及长留在此的原因，赖小田都坦言，是孩子

们那种渴望知识的眼神让自己舍不得离开。

图①：赖小田送离校较远的学生回家。

图②：赖小田正在授课。

图③：赖小田为孩子们准备好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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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里的“摩托老师”

去廷坪乡一趟不容易。早上 8 点从福州

市区出发，进山后颠簸近两个小时，到时已近

中午饭点。

这个地处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最北部的

小山乡，户籍人口 3 万多人。同行的乡党委宣

传委员徐辉介绍，由于地处偏远，廷坪乡大多

数劳动力在外打工。全乡 4000 多常住人口，

几乎全是老人和孩子。服务好“一老一幼”成

了廷坪乡的重点工作。

不同于城市社区经济基础好、生活便利

化程度高，山区相对缺人、缺钱、缺资源，但强

化“一老一幼”服务工作却不能松劲。近日，

记者走进廷坪乡实地探访。

长者食堂，饭菜飘香

到达廷坪村老人周章俤家中时，她正坐

在门口晒太阳。儿孙常年在外，老伴去世得

早，周章俤一个人过日子。见来了人，老人笑

得很开心。

屋内不到 10 平方米，摆着一床、两桌、一

椅，构成了老人全部的生活区域。床尾的桌子

上，放着一个热水壶、一副碗筷、一个电磁炉和

一口铁锅。以前，周章俤还时常在这个简易的

“小厨房”煮饭，煮一顿便吃上几天。一口锅，

常常盛着老人好几天的一日三餐。

廷坪乡独居留守老人多，吃饭问题最让

人头疼。刚到廷坪乡任党委书记时，陈铭就

到老人家里走访，了解到实际情况。自此，廷

坪乡下定决心，进一步满足老人的就餐需求。

近年来，在福州各大城市社区，长者食堂已

基本覆盖。廷坪乡也想建老年食堂，让老人们在

家门口就可以吃饱又吃好。可相比城市，山区乡

财政有限，场地、人员、饭菜都需要花钱。怎样让

老年食堂能够持续运营下去？廷坪乡党委探索

互助长者食堂模式，由乡政府出地，乡贤捐资出

力，服务人员由干部和相对年轻的老人担任。

2021 年 11 月，廷坪乡第一家长者食堂在

廷坪村开始营业。老人们一天交 10 元，三餐

都可以在食堂吃。接近饭点，周章俤步行几

分钟，走上街，循着香味就来到食堂。

食堂里，4 张圆桌已坐满了人。除了吃

饭，这里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周章俤不大

爱讲话，可一进食堂，就像是到了自己家。小

小空间，家长里短，笑声阵阵。

中午 11 点半，送餐的电动车准时停在食

堂门口。不用另起炉灶，每天，做饭阿姨在乡

政府食堂做好饭菜，打包好盖上保鲜膜，送过

来只要几分钟。保鲜膜掀开，食堂里顿时香

气四溢。老人们端起餐盘，自觉排起了队。

红烧肉、干炸鱼、小白菜、豆腐汤……两

荤两素一汤，周章俤的饭盘被装得满满的。

食 堂 里 ，还 穿 梭 着 两 个 穿 红 马 甲 的 年 轻 身

影。每天就餐时间，乡干部轮流来到这里帮

忙——引导就餐、帮忙打饭、维持秩序。

吃得好、有陪伴，周章俤越来越觉得，“在

家门口就可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2022 年 5 月，石坑村的长者食堂也开始

营业了，这是廷坪乡第二家长者食堂。“未来，

互助长者食堂将在全乡主要行政村全面铺

开。”陈铭说。

不仅如此，为满足老人精神文化需求，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已在全

乡 25 个村全面铺开。“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发

挥乡干部和较年轻老人的作用，探索适合廷

坪乡的互助敬老食堂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将

廷坪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廷坪乡综合文化

站、‘廷坪·新华书屋’等纳入长者食堂配套服

务，进一步满足老人需求。”徐辉介绍。

坚持办学，提升质量

顺着长者食堂往山坡上走，拐个弯就是

廷坪乡中心小学。下午 1 点半，学生们背着书

包，戴着红领巾，一蹦一跳走进校园。

校园依山傍水，面积不大，却设施齐全

——教学楼、宿舍、食堂、活动室、跑道、篮球

场应有尽有。

该校校长林良源介绍，在廷坪乡，有条件

的家庭大多把孩子送进城念书。学校目前有

6 个年级共 130 多名学生，“但只要有一个学

生，我们就会坚持办学，尽全力办学。”

距离下午上课还有半个小时，图书馆一

楼的阅览室，还坐着几名学生。六年级的林

馨语就在其中，手上拿着一本书，神情专注。

林馨语家住廷坪乡后溪村，距学校车程

1 小时。每天来回不方便，林馨语很小便住

校。林良源为我们算了一笔账：九年义务教

育学费、课本全免。在各级财政的资助下，

寄 宿 生 每 天 还 有 7 元 伙 食 补 助 和 生 活 用 品

资助。

图书馆是林馨语最喜欢的地方，只要做

完作业，她就泡在里面看书。馆藏的 1 万多册

图书，林馨语直到毕业也看不完。更让她开

心的是，自己有想看的书，还可以告诉老师，

学校会定期为他们采购。林馨语告诉记者，

自己喜欢一个人静静看书的感觉，在书本里，

她能认识这个世界。“学习让我看到希望，我

盼望着有一天通过学习走出去。”林馨语说。

与小学隔一个操场，对面就是廷坪乡中

心幼儿园。来到幼儿园活动室，一场亲子活

动正在举行。孩子们的妈妈被从各地邀请到

场，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为妈妈捶背，送

上自己亲手做的小礼物……幼儿园老师叶佳

敏介绍，幼儿园以游戏化教学等形式，让孩子

们从小感受爱、付出爱，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林良源说，幼儿园虽然学生不多，但师资力量

一 点 也 不 差 ，7 名 老 师 全 部 都 是 幼 师 专 业

毕业。

廷坪乡中心幼儿园和中心小学面向全乡

3—12 岁学龄儿童招生。“我们提供宿舍，只要

是乡里的学龄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都

可以在乡中心幼儿园和乡中心小学就读。”林

良源介绍，对于户籍不在本地的学生，学校也

一并招收，让所有孩子都能实现上学读书的心

愿。同时，不断丰富师资力量，努力让山区的

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

优化服务，满足需求

下午两点半，廷坪乡中心小学图书馆 3 楼

的活动室十分热闹。活动室内，学生们仰着

头，齐刷刷地举起了手。讲台上，一群来自闽

侯小伙伴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的年轻社工正

在给孩子们上一堂“正视压力、学会减压”的

心理健康课程。

“在满足‘一老一幼’基础需求的同时，更

需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徐辉说。

多年前，闽侯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

职委员林孔亮就奔走在当地各个山区乡，给

孩子们讲解法律知识。可林孔亮渐渐发现，

孩子们法律意识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在闽

侯县团委、廷坪乡政府等多方支持下，林孔亮

在廷坪乡发起“春芽计划”，并在廷坪乡设立

工 作 站 ，依 托“党 建 +司 法 +政 府 +学 校 +社

工”，将留守儿童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等援助

服务常态化。

记者到校当天，正碰上当月的心理咨询

和法律讲座课。看着台上的法官，林馨语睁

大眼睛：“平时只在电视上见过，没想到法官

就在我们身边。”

“山区的孩子更需要爱与陪伴。”社工畅

文清忘不了课上孩子们的眼神。在此背景

下，闽侯小伙伴还发起了一对一精准帮扶和

微心愿活动。在微心愿的征集中，画笔、篮球

……孩子们的心愿被逐一满足。

临近傍晚，廷坪乡中心街上，人来人往。

一条街上，汇集了食堂、卫生院、理发店等公

共服务设施，也是老人和孩子们主要的活动

场所。徐辉介绍，依托现有资源，廷坪乡定期

为老人开展义诊、免费理发、请戏进乡等活

动，还举办过广场舞比赛。

一 间 挂 着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牌 子 的 房

屋 同 样 位 于 这 条 街 。 这 里 有 人 值 守 ，白 天

都 开 着 门 。 走 进 实 践 所 ，左 手 边 的 书 籍 阅

览 室 里 挤 满 了 孩 子 。 记 者 看 到 ，除 了 各 式

各样的书籍，这里还配了 6 台电脑。徐辉介

绍 ，村 里 不 是 每 家 每 户 都 有 电 脑 ，假 期 里 、

放学后，这里就变得十分热闹。一台电脑，

将孩子们与山外面的世界连接。在廷坪乡

的 25 个 村 ，每 个 村 都 有 这 样 一 个 站 点 。 周

末 回 家 时 ，实 践 站 的 阅 览 室 就 是 林 馨 语 最

常去的地方。

天色渐晚，周章俤去长者食堂吃晚饭前，

习惯到这里坐坐。在这方小小天地，老人们

下棋、聊天，其乐融融。

“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我们在努力，但

仍然任重道远。”陈铭说，“推动服务资源向乡

镇、山区倾斜，守护‘一老一幼’，还需要全社

会更大努力、更多合力。”

福建省闽侯县廷坪乡完善硬件设施，提供各类服务——

呵护老人健康 守护儿童成长
本报记者 王崟欣

本报广州 3月 28日电 （记者李刚）近日，记者从广东省

财政厅获悉：广东省加大财政保障力度，加快补齐基层医疗卫

生短板。2023年，广东省财政将继续落实边远山区乡镇卫生

院医务人员岗位津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事业费等省级资金

16.4 亿元，统筹省以上财政补助资金 3.27 亿元实施好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为稳定农村卫生人才队伍，2023 年广东省财政安排

3.75 亿元，将经济欠发达地区村医补贴标准每行政村每年

提高 5000 元，惠及约 1.5 万个行政村，并明确市县可统筹资

金保障在岗乡村医生养老，让村医安心扎根基层。此外，为

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安排 4717 万元支

持为农村地区高风险老年人发放爱心健康包，为村卫生室

增配医疗设备。

广东加大财政保障力度
补齐基层医疗卫生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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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后探落实
关注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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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廷坪乡是福建省福州市
闽侯县的一个小山乡，留守老
人和儿童较多。为服务好“一
老一幼”，廷坪乡做了许多工
作：建设长者食堂，解决老人
吃饭难题；办好小学和幼儿
园，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保
障；完善硬件设施，提供各类
服务，满足老人和孩子们的需
求……一系列举措，助力老有
所养、幼有所育。

本版责编：商 旸 白真智 周春媚

■暖相册R

春日和煦，走进河北省威县贺

营镇袁家庄村村北的一处梨园，洁

白的花朵在枝头簇拥绽放。当地果

农正抢抓农时，忙着给梨树疏花授

粉。“通过人工授粉，可以提升产量、

增加优果率，让果形更加端正。”梨

园负责人苏瑞华说。

梨 花 可 观 赏 ，梨 果 供 食 用 。

2013 年以来，威县在县城西部西沙

河 流 域 谋 划 建 设 了 百 里 梨 果 产 业

带，打造“威梨”品牌，带动群众脱贫

致富，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截至目

前，全县优质梨树种植面积达 10 万

亩，辐射带动全县 12 个乡镇、104 个

重 点 村 、10.3 万 名 群 众 持 续 增 收 。

2022 年，威县梨产量 13.6 万吨，销售

额 9.52 亿元，梨果成为当地名副其

实的“金果果”。

太行山深处，保定市阜平县，小

香菇也“长成”大产业。眼下，正值

出菇期，走进王林口镇南峪村香菇

园区的温室大棚，只见一排排菌棒

整齐排列，一朵朵香菇撑起圆圆的

伞盖，个体匀称、长势喜人。注水、

采摘，菇农们忙碌着，更喜悦着。“香

菇 上 有 花 纹 的 是 品 级 最 高 的‘ 花

菇’，超市里一斤可以卖到 10 多块

呢！”南峪村党支部书记杨秉栓拿起

刚采摘下来的香菇，自豪地向大家

介绍。

建 成 规 模 园 区 102 个 ，面 积

2.1 万亩，覆盖 140 个行政村；建设

标 准 化 棚 室 4600 余 栋 ，年 栽 培 香

菇、木耳 8500 余万棒，年生产总值

9 亿多元，群众收益 3.5 亿元，直接

带 动 群 众 1.5 万 余 户 ，户 均 增 收 2
万元以上……2015 年 9 月以来，阜

平 县 按 照“ 以 短 养 长 、长 短 结 合 ”

的 原 则 ，在 中 国 农 科 院 农 产 品 产

地 环 境 质 量 调 查 的 基 础 上 ，综 合

气 候 、环 境 、劳 动 力 资 源 等 因 素 ，大 力 发 展 食 用 菌 产 业 。

目 前 ，食 用 菌 产 业 已 成 为 全 县 势 头 最 好 、效 益 最 佳 的 富

民产业。

脱贫依赖产业，脱贫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也在

于产业。近年来，河北鼓励各地立足自身优势，打造了一系

列特色产业。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抓产业数量，更要抓产业质

量。河北全省梨果种植面积达 170 万余亩，品类多、产量

高，依托这一优势，河北不断推动梨产业更高质量发展。“通

过推进优势产业集群发展，我们不断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做

大做强。”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王旗介绍，目前全

省共打造了梨、食用菌、中药材、蔬菜、奶业等 6 个国家集群

和苹果、葡萄等 15 个省级集群。

以特色蔬菜、食用菌、水果、中药材为重点，年内全省脱

贫地区发展蔬菜（含食用菌）475 万亩、中药材 115 万亩，水果

稳定在 300 万亩……日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2023 年

河北省巩固提升脱贫地区农业特色产业工作方案》，明确将

脱贫地区产业纳入全省乡村产业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一

体推进，将脱贫群众放在农民增收大格局中统筹考虑，加快

推进脱贫地区农业特色产业提档升级。

工作方案明确实施产业提升行动、项目增收行动、科技

支撑行动、龙头培育行动、消费帮扶行动和健全风险防范机

制、做好产业防返贫动态监测等 7 个方面重点工作任务。

“我们将多举措推动脱贫地区农业特色产业不断壮大发展，

确保今年全省脱贫地区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全省脱贫人

口产业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奠定坚实基础。”河北省农业农

村厅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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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 3月 28日电 （记者郑洋洋）28 日，记者从山

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山西确保

全省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稳定在 95 万人以上，有劳动力的

搬迁脱贫家庭至少有 1 人稳定就业。

据介绍，去年以来，山西先后出台了支持脱贫人口增收

30 条、加快农民持续增收 28 条政策措施，农民收入保持较

快增长。山西将紧盯重点区域，聚焦重点人群，抓住重点环

节，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高质量发展。

以增加经营性收入为重点，支持集体经济收入较低的

3000 多个村实施补短板促振兴产业项目。抓好庭院经济

发展项目。以脱贫户和监测户为重点，衔接补助资金每年

投入 2 亿元，支持 10 万左右的农户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省

财政统筹安排 2 亿元，对发展庭院经济成效显著的县给予

奖补，以点带面推动庭院经济全面提升。

山西今年确保脱贫劳动力
就业规模稳定在95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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