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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江南“考碗”热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大年初五，江南小城又下起沥沥小
雨。

在一个具有欧式情调的来雅咖啡馆
内，由于上网速度快，每天都会有许多
年轻人在这里搞小范围内研讨交流，他
们的话题大多很集中———如何应对即将
要展开的苏州市政府公务员考试！

在江苏，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
又被当地人称作“考碗”。这些年，
“考碗”越来越热。

去年这个时候，从西北甘肃兰州大
学读完研究生课程的志朋夫妇，带着满
怀的希望和憧憬，来到了苏州参加“考
碗”。今年再见面，他俩已成为了苏州
市环保局的正式公务员。

虽然已是“成功典型”，但讲到去
年的考试经历仍让人唏虚不已。首先是
语言关，为了专门学习这里不太标准的
地方普通话，两人首先参加了地方话培
训班。此外，为了应付面试，他们参加
了声称“包过关”的七天七夜的高强度
面试训练班，费用高达上万元，“在按
银行卡密码时，手颤了大半天”，志朋
说。

与志明夫妇相比，小时则是仍在奋
斗的典型。

小时是我一个朋友的儿子，我们每
年都会见面，这几年朋友讲得最多就是
的小时的“考碗”经历。

两年前，小时参加了市地税局招收
助征员的考试，去年他又进入了政府的
尚湖旅游开发公司当一位主管助理，但
觉得还是不习惯繁重无比的商务接待，
于是又下了决心继续考，目标还是政府
部门的公务员。
“考碗”族由哪些人构成？中公教

育集团负责人介绍说，在苏州每期公务
员培训班，应届毕业生占到 !"#，在职
人员占 $"#，%#是当职公务员，还有
%#是其他人士。
“考碗”热情越高，大家对考试的

公正性特别是面试是否有“人情照顾
分”的关注也就越大。

在这方面，政府也没少费心思，抽
调的考官都持有省人事厅颁发的三级面
试考官书，每位面试考官和工作人员都
签订了责任状。今年，公务员面试中和
考生一起进入考场的还有纪检监察部
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特邀监督
员，以监督面试官们是否公平、公正。

高烧不退的“考碗”热，着实引人
思考。

见到一头黑猪、两头黄牛，这让 &

岁半的儿子，很是兴奋。正月初二，到舅
姥爷家走亲戚，大别山南麓湖北罗田县
一个山村，儿子不稀罕猪肉，稀罕猪走。

这些年回自个儿老家豫东柘城农
村也好，回爱人老家湖北罗田山村也
好，或到其他农村，都有一个感受，养
猪养牛的越来越少。
“费劲不说，还不赚钱。”这是听到

最多的解释。妻妹去年结婚，婆家武汉

蔡甸区农村。她公婆说，为儿子结婚，
去年养了头猪，一天三顿伺候，生了两
次病，饲料也贵，算下来，不算人工，比
买肉还贵，今年再不养了，尽管猪圈上
贴了“六畜兴旺”。

岳父家以往，每年都养“年猪”，年
底了，请人来杀，一部分肉卖给村里
人，大部分留下储冬过年。“塆子里不
少人家都这样。”这两年，很明显，基本
都不养了。村子离河近，河道里有铁砂
可采；离县城近，菜地里有菜要卖；建
筑工地当个铲泥小工，一天也能挣 &""

元。谁还有空在家伺候猪？
爸妈因帮我带孩子，这两年成了

“老漂”，家里更早不养猪。爸说，村里
青壮男女大都外出打工，留下 !" 岁以
上 &%岁以下的，体力精力不够。“即便
养猪，也都成规模。”五大爷在村口的
养猪场，时赚时赔，就看猪生病多少。
鸡蛋不能搁在一个篮子，为调节风险，
这几年五大爷开始增养野鸡。

农村经济收入，曾经“外靠大田内
靠猪圈”，现在“要想富，多养猪”早不流
行。“村里的兽医，也不再是最富的那
户。”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农村收入
来源的大转移，让养猪牛和种经济作物
不再吃香。猪牛不养了，能种两季的水
稻只愿意种一季了，小学劳动课里“板
栗种植和蚕桑养殖”也不吃香了。

城镇化的号角声越来越响。正月
初四，往新开通的武汉站搭乘高铁的
路上，见到不少规划整齐的新农村住
房，“一栋两户”，很像别墅，这种规划，
显然并没给猪圈留下位置。没人能阻
挡时代脚步，何况猪牛。

进城务工，让农民从土地中解放
出来。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连片，规
模化种植将成趋势。猪牛也将从农民
一家一户的猪圈牛圈中，走向规模化
的工场。曾经，满村猪圈，天天听牛叫，
放了学去河沟里放羊。以后，村头偶遇
黑猪黄牛白羊，会稀奇地多看一眼吧。

罗田：怀念农村的猪牛羊
本报记者 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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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灵犀

“玉柴真漂亮，与想象中的不一
样。”“玉柴的叔叔阿姨真好，又给我
送文具和新衣服了。”

新春佳节，%"名“春蕾女童”代表
得到玉柴资助的 %""名受助者返回位

于广西玉林的玉柴“娘家”。
“能到玉柴来看一看，是我的一个

心愿，是最快乐的事。”“玉柴的叔叔、
阿姨对我帮助很大，我一定好好学习，
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玉柴、回报社会。”
这是 %"名“春蕾女童”共同的心声。

梁凌裕是北流市大里镇二中九年
级的一名学生，家在北流市大里镇大
塘村，父母已经离世，姐姐去年考上了
高中，家庭十分困难。面对生活压力，
她多次想放弃学业。玉柴股份公司铸
造厂厂长赵国琴了解到她的家庭情况
后，鼓励她要勇敢地面对困难，还与她
结成了帮扶对象，资助她继续读书。
在赵国琴的带领下，铸造厂连续几年
在“春蕾计划”捐款中位居集团第一。
今年，铸造厂员工已为“春蕾计划”捐

款 )万多元。
刘燕清是来自博白县的一名“春

蕾女童”，是玉柴物业公司党总支副书
记庄功荣扶持的对象。刘燕清很小的
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因为承受不
住生活的压力离家出走后就杳无音
信。现在，她寄住在姑姑家里，生活非
常困难。刘燕清流着泪说：“)年前，在
我的生活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是玉柴
帮助了我，让我树立了信心。如今，融
入了玉柴这个大家庭，再大的困难我
也不怕了！”
“‘绿色发展，和谐共赢’是我们

企业的发展理念，扶贫济困、助人为
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广
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晏平说。

玉林：“春蕾女童”回娘家
本报记者 庞革平

“*"后”小伙儿胡慧凯，大年
初五这天，他照例凌晨 )点多开
工。他要把前一天从地头摘来的
蔬菜运到城里，赶上早市。

位于金山区的上海强丰蔬果
种植专业合作社紧挨着杭州湾，
走高速到市区要 &个多钟头。胡
慧凯是本地人，之前在服装厂作
裁剪工，后来出口生意难做，去年
跳槽到了“强丰”的配送中心。
“草头卖得怎么样？”“很好，

多进几筐。豆苗也卖得快。”!点
多，货车停在普陀区长风集贸市
场门口，卸货时胡慧凯细心地记
下销售情况，顺路把没卖掉的菜
回收做饲料。

和他接头的小伙儿叫刘风，
江苏盐城人，来上海七八年了。
之前做过厨师也干过装潢，后来
到长风菜场“卖菜”。“之前我卖散
装菜，老怕卖不掉。现在‘无人售
菜’很收欢迎，菜都按 &—) 元规
格包装好的，顾客自助投币，省
事。”这样一来，他能稍分出些精
力，多看看还没满月的宝宝。

*点多，“无人售菜”摊位前
人多了起来。“这里草头只卖 +块
$毛钱一斤，比别的摊位便宜近

一半。”住附近的江阿姨向我传授
挑菜“经验”，“这菜不喷水，干干
净净能存放 %天呢。”
“半年多前，菜都烂在田里，

每年亏损 &""多万。”“强丰”企业
董事长、总经理吴连强叹了口气。
$年前他包下 )""多亩地搞蔬菜
基地，“但菜卖不出去，急人！”“现
在有 %个点，每天投放价值 )"""

多元的蔬菜，收回的金额跟这差不
多。”吴连强计划着今年再设&"个
点，为了跟上供应，他正盘算上马
自动化包装设备，并添台大货车。
“把成本再降一点，菜价能更实。”

上海：卖菜的年轻人
潘笑天

“许律师，过年好啊！”
' 月 &! 日，节后上班的第

一天，家住山东泰安泰山区花园
社区的杨宝森就来到社区服务
中心，给山东东岳律师事务所的
许兴华律师拜年。
“自打服务中心开了‘律师

会客厅’，律师们每周都轮流来
免费服务。”杨宝森介绍说，
“以前从来没和律师打过交道，
这两年我和很多律师都成老朋
友了。”

杨宝森是花园社区的一名
楼长，有了律师会客厅以后，他
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在楼里调解纠纷的时候，

碰上麻烦事儿我也糊涂，咱不懂

法啊，可这儿的律师
一说，就都明白了。”
杨宝森说。

百姓以前签合
同、闹纠纷，都很发
愁，出去找律师，一是
找不着，二是得花钱。
如今，社区群众有了
矛盾纠纷或涉及法律
的疑惑，首先想到的
便是这些身边的法律

顾问，社区的刘欣书记介绍。
“律师进社区，能帮着百姓

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了
很多小矛盾的扩大。”泰山区司
法局局长王坤华说，“让百姓学
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起到普法宣
传作用的同时，还可起到矛盾
‘缓冲带’的作用。”

去年泰安市灵山大街西段
通路，青山社区有 '""户居民和
租赁经营户被纳入了拆迁范围，
有群众对此不解，实施过程中
出现矛盾。“律师会客厅”帮
着解答居民和经营户的咨询，
解释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经
过 % 天的集中调解，最终圆满
化解了问题。

泰安：家门口的法律顾问
王 越

“红土地、南瓜汤”是这
个井冈山革命老区曾经的红色
代言。一年不见，小山城变得
既熟悉又陌生。

回到家乡，最先闯入眼帘
的是儿时记忆中的油菜花田，
那一片嫩黄在冷冷的冬雨下显
得格外精神。

熟悉的天气，熟悉的乡音
乡俗乡味，但老家已经在这
种 熟 悉 中 悄 然 变 了 模 样 。
“山水国际”“伟业家园”等
新开盘住宅楼成为人们热门
的聊天话题。正逢过年，新
开张的购物中心也十分热闹。
回到小山，少时玩伴多已为
人父母，各家新式的楼房也
是一个赛过一个。

正月初六晚上，*" 岁高龄
的刘灿先老人手里抱着炭火笼
子安坐在上席。一旁，随着喇
叭声和鞭炮响，儿孙依次在他
和老伴面前作揖跪拜，送上祝
福“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
山不老松”。

依照乡俗，这是正式寿宴
前一天的暖寿酒席。

席间乡音起伏，聊得内容

虽有家长里短，却也不乏新内
容。身为公务员的郭先生说：
“今年是最轻松的一个春节，
不用喝酒应酬跑腿送礼。”看
来廉政新风刮到了山里。
“如今公务员也不是喝酒吃

饭洗桑拿了，随时要绷着根弦
为人民服务。”郭先生说。这里
曾经是革命的“星星之火”点
燃之地……新的风气正在随风
潜入夜。

另一边刘大爷的儿孙们在
用 -./012 给爷爷奶奶拍照，传
上了微博，给尚在远方的亲人
发微信。老人不太明白这些新
科技，对着手机一直乐着。新
科技带来的是信息传输的高速，
信息的距离在拉近。人们热烈
地讨论一年中的大事，从钓鱼
岛到网络反腐。

$%!天只身在外，(天归家
停驻，这样的发现让人惊喜。

这不仅仅是一个山村的改
变，也不仅仅是井冈山的改变。

以前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
小毛孩刘灿先已到耄耋之年，
在人生晚霞，见证者中国新的
改变。

井冈山：新风刮进山里
刘 芳

本版制图：潘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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