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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省锡中实验二小的地下接送系

统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欢迎，也引起了市民关注。汽车直

接开到校园地下车库接送区，避免了校园门口路段的拥

堵，也让孩子免受过马路、淋雨之苦，是实实在在的便民举

措。据悉，我市将在有条件的新建小学地下车库推广此类

绿色接送系统。其实不光是学校，新建医院也可以考虑是

否能推广绿色接送。无锡正在进行医疗资源布局调整，如

果在地下车库开辟接送区，可以缓解路面停车压力，也能

方便病人就医、出院。 （洪萍 文 何岚 作）

绿色接送不妨多多推广

趣图
说事

天气转凉，无锡农村的不少农家书屋里，
前往看书阅报的农民越来越多， 且各个年龄
层次的农民都有。 然而，也有部分农家书屋并
不“热闹”———虽然外观靓丽、设施完备、图书
满架， 却少有人问津； 有的甚至“铁将军把
门”，连节假日也处在闲置状态。 这样的情形
让人惋惜。

农家书屋是许多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的主
要功能活动区， 不仅可作为他们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平台，而且
也是以乡村文化振兴促进乡风文明、 加强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载体。 无锡农家书屋
的建设， 早在十多年前就被列为全市精神文
明建设的实事工程之一，并被纳入县（市、区）

政府考核目标， 在全国率先实现所有行政村
农家书屋全覆盖。 目前，全市农家书屋大部分
具有通购、通借还等功用，且每年均安排专项
资金订购报刊图书。 可以说，我市农家书屋已
基本实现“建有标准、管有机构、用有群体”的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目标。

如果把农家书屋比作一台电脑，那么，政
府花大力气建好的设施就是硬件， 农民的读
书活动可谓是软件。 一台电脑若只有硬件没
有软件， 则是无法运行、 中看不中用的“摆
设”。 所以，农家书屋“建得好”只是第一步，

“充分用”才是让农民切实拥有知识获得感和
文化幸福感的最佳途径。 无锡在推进农家书
屋“建管用”的过程中，应将“用”作为关键，

“用得起、用得活、用得好”才是农家书屋所具
有的“真本事”，也是助力农村经济社会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所在。

用活用好农家书屋，擦亮这张乡村振兴的
文化名片， 需要管理者用心尽力为其安装好

“软件”， 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激活农家书屋，
令其更加“接地气”，更受各个年龄层次的农民
欢迎。如我市被评为“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
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的惠山区洛社镇杨市社区
农家书屋，经常组织农民开展诗歌朗诵、读书
知识竞赛、读书心得征文等活动，不仅较好地
增强了农家书屋的吸引力、 凝聚力和辐射力，
令书屋常年读者盈门、人气非凡，而且真正起
到了用高雅的文化熏陶人、用健康的文化感染

人、用积极的文化鼓舞人的作用。
此外， 宽敞明亮的农家书屋也可以成为

名副其实的“乡村学堂”。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
于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 农家书屋可根据当
地实际，精心设计教学课程，对当地农民开展
村规民约、禁毒禁赌等教育活动，以及做好新
农技新农产品推广、 垃圾分类宣传指导等工
作，以此增强农家书屋的又一“育人”功能。 前
不久， 我市评出的 2018 至 2019 年度 19 家
三星级示范农家书屋、15 家四星级示范农家
书屋，无不在“用”字上下足了功夫，理所当然
成为许多农民离不开的“知识宝库和精神家
园”。

（作者系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会长）

农家书屋“建得好”还要“充分用”
□ 吴仁山

用活用好农家书屋，擦亮这张乡村振兴的文化名片，需要管理者用心尽力为其安装好“软件”，
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激活农家书屋，令其更加“接地气”，更受各个年龄层次的农民欢迎。农家书屋
还应根据当地实际，精心设计教学课程，对当地农民开展村规民约、禁毒禁赌等教育活动，以及做好
新农技新农产品推广、垃圾分类宣传指导等工作，增强农家书屋的“育人”功能。

乡村振兴大家谈

不下厨的前提是用餐安全有保障
□ 吴文翔

对于现在的“90 后”来说，回家做不
做饭已经从一门必修课变成了选修课。
其实， 选择做饭或者不做饭都是可以接
受的答案， 关键在于是否影响到身体健
康。

几年前，在很多人心目中，下馆子吃
饭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 所以许多人
会选择自己回家做饭，省钱又安心；而今
天，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工作压力
的不断增大， 愿意挤出时间来安安心心
回家做一顿饭的心情少之又少； 再加上
近几年外卖服务的迅猛发展， 使得人们
回家做饭的成本相对变高， 这进一步打

消了许多“90 后”回家做饭的念头。 时代
的变迁，使得许多“90 后”更愿意把时间
和精力用在他们认为比做饭更重要的事
情上，如工作、学习、社交等。 从这个意义
上说，“90 后”不愿意回家做饭也不无道
理。

但也应认识到， 工作的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生活， 如若因为工作而失去了健
康就得不偿失了。 笔者曾见过一位做外
卖生意的朋友，他在 2014 年刚开始做外
卖的时候，所采购的食材都非常新鲜，那
个时候， 外卖平台的销售人员都是手拿
各种优惠政策上门求你加入；现如今，几

大外卖平台在垄断市场之后， 不断提高
向商家收取的佣金比例， 一些商家不得
不通过降低食材质量的方式来降低成
本，蔬菜不够新鲜了，食用油都是挑最实
惠的买。 这样的饭菜如果长期食用，难免
会对身体健康有影响。 而许多“90 后”并
非认识不到长期食用外卖的危害性，但
他们为了工作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一边是因为工作没时间做饭， 一边
是吃外卖影响身体健康，“90 后”到底要
不要自己做饭？ 笔者认为，应该以食品安
全为原则划一道分界线。 假如你所在的
工作单位有食堂，提供中晚餐，又或者家

里有老人可以代为做饭， 那么选择做饭
或者不做饭，这都是个人的自由，没有对
错之分。 而如果没有固定、安全的用餐来
源， 那么就应该以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
康为重，果断选择自己做饭，如果你不会
做饭， 可以通过请教长辈或者下载专门
的 APP 进行学习。

家人的健康永远应该是放在第一位
的， 只有在用餐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前
提下， 我们才有资格拥有做不做饭的选
择权，否则，我们除了自己做饭，别无选
择。

（作者系自由职业者）

社会分工细化，不下厨也是一种选择
□ 邢瑞莱

虽然很多人钟情热爱下厨， 但深信还
是有相当多的人不愿意、 不喜欢或者不想
学做饭。 笔者在家做了 30 年饭，至今也没
有爱上做饭， 仅仅是作为一家之妇的职责
所在，如果能从家务中解放出来，真要喜极
而泣了。

回望人类社会的历史， 就是一部社会
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历史。 最早的农耕社
会是自给自足形式，后来出现了物物交换、
商品社会， 接着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出现
了第二产业，继而又出现第三产业。 同样是
制造业， 一辆汽车的生产早已分离出各种
零配件的加工和装配企业， 而精细化的背
后必定是专业化。 做饭也是如此，让会做饭
的人做饭， 让更多人从类似的家务事中解

脱出来。
好多人似乎不习惯家里吃的饭让外人

做。 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心理接受过程的滞
后。 曾经多少人不能接受敬老院，认为将老
人送进敬老院是不孝， 而随着老龄化社会
的到来，以及双职工家庭的压力剧增，老年
服务的社会化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以前哪
里有外人来家里搞卫生的， 而现在家庭保
洁外包已为许多家庭所青睐。 做饭的道理
也一样， 分一部分家务让别人做的现象越
来越普遍。 摒弃掉做饭的时间，正是现代人
对生活管理的考量结果。 尤其是作为“90
后”那样的单身上班族，出于对自己做饭成
本的回报考量，包括购买原料成本、作业成
本、时间成本等，显然是不划算。 难得做一

次尚可以调剂生活，每天当成任务，就不是
每个人都能受得了的。

再看 360 行， 不少行业在时代变迁中
逐渐消亡，也有不少新兴行业应运而生。 以
笔者从事人社工作的职业立场， 由衷地看
好外卖这一行业。 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已
经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就业大军， 很多人
因为帮人送饭自己也有了饭碗， 这是多好
的一项事业！ 如果说其中也伴随一些问题，
比如劳动纠纷、 人身安全、 公平竞争等问
题，这是对政府部门如何规范管理的考验，
而不应该成为对行业加以限制甚至禁止的
理由。 毕竟民以食为天，大家都有饭吃，于
个人于社会都是好事。

最后说说外卖的食品安全健康问题。

很多人反对吃外卖，认为外卖食品不健康，
这其中存在着一定的误区。 吃外卖某种程
度上与下馆子没区别， 看看餐饮业如此繁
荣发达，为什么单单就外卖不健康呢？ 要说
外卖食物质量难以保证， 那么从食物链上
往前推一道，菜场、超市购买的生鲜食材一
样有无法保证之虞。

无论从人们的需求还是从社会发展的
角度看，将个人从生活性事务中解放出来，
形成更为精细的社会分工， 一定是属于未
来世界可见的现实。 而对于宅男宅女们或
者实在对做饭没兴趣的人而言， 套用一句
时髦的话：家里除了灶前的油腻，还有电脑
和沙发。

（作者单位：无锡市人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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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要不要开火做饭？
邀你互动 与居民互动沟通

应融入时代新元素
□ 余玉洁

作为与居民群众接触的基层第一
线，社区通常给人以繁琐、刻板的印象，
工作人员也大多年纪偏长。 而走进如今
的社区， 服务居民的工作人员大多为

“80 后”“90 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居
民沟通也应随之融入新元素。

巧用“E+”手段。 互联网时代，一部
手机包罗万象。 扫描二维码、 建立微信
群，由点对点沟通到面对面扩散，效果往
往出人意料。 活动预告、现场照片、分享
活动感受、回顾精彩瞬间等，可谓“一呼
百应”，这个效果是传统的无互动式沟通
方式难以达到的。 如五星家园二社区今
年运行的市级“再青春 再出发”公益创
投项目，活动通知一出，微信群中 70 位
成员都会积极响应，呼朋唤友结伴而来。
活动过程中， 小视频拍起、 活动成果晒
起， 并第一时间发送朋友圈为社区的活
动点赞， 也印证了与时俱进的沟通方式
带来的良好效果。

熟知沟通尺度。社区的几千户居民，
层次不尽相同， 他们的沟通习惯和语言
风格也大有差异。面对长者，应当耐心而
谦逊，让他们觉得被尊重；面对青少年，
语言应风趣， 融入时尚元素定能引起共
鸣，起到教育效果；而遇到一些居民的无
理诉求，急躁退缩实不可取，而应设身处
地、换位思考、悉心劝解，唤起其同理心，
方能从容面对。

社区是一个小社会， 更是一个大舞
台。 如能巧妙地掌握与居民沟通的方法
和尺度，并适当融入时代新元素，定能使
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得到提升。
（作者单位：梁溪区金匮街道五星家

园二社区居委会）

国庆仪式感的背后
是百姓幸福生活写照

□ 陶象龙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国庆
节七天长假结束了。有人问，今年的国庆
有什么感受？我的回答是，国庆节的仪式
感更强了。

看看我们生活的小区吧。 道路两旁
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很多
私家车也都悬挂了小国旗， 还有人特意
在车门上印上了国旗的标志。 国庆节出
门，很多小孩手里都拿着国旗。而小区大
门悬挂的大红灯笼， 更是增添了国庆节
的喜庆气氛。

10 月 1 日这一天，从早上 6 点多钟
开始，就有人在朋友圈发布消息，全家早
早就起床了，等着看阅兵直播。阅兵直播
开始后，朋友圈满眼都是观看感受，大家
都在尽情享受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感。

有意思的是，在我的微信好友里，有
一个中文名叫安琪的外国人， 他居然在
10 月 1 日给我发来了国庆节快乐的祝
福。他说，你们中国人过国庆节真是很有
仪式感，连微信的头像里都有国旗，太牛
了！

在我们社区， 有一个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的灯箱。 因为造型优美，设计
非常有创意，国庆节的时候，很多社区居
民都排队来这里拍照留念。 为了拍下灯
箱的全景， 每次拍照灯箱前只能站一个
人，于是，拍照排队的队伍变得很长，但
没有一个人任性插队。显然，大家在珍视
拍照仪式感的同时， 也留下了文明的身
影。

邻居老赵，是一名健身达人，每天早
上爬惠山是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国庆
节七天长假也不例外。 老赵说，那几天，
他爬山也有仪式感， 他给自己的脸上印
上了国旗图案，换上了红色的运动装。

显然，国庆节的仪式感，正是我们老
百姓幸福生活、 国家无比强大的真实写
照，衷心祝福我们的明天越来越美好。

（作者系公司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