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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着“小候鸟”的欣喜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欣闻，经济开发区多家企业专门为

员工子女免费开办了多种活动的暑期

培训班，为“小候鸟”与父母团聚筑起温

暖“鸟巢”，让“小候鸟”有枝可依、有巢

可安、有园可乐，使他们的暑期生活充

实愉快，也让员工们消除了后顾之忧

（详见本报7月30日10版专题报道）。

候鸟迁徙之苦，这些从各地乡村远

道而来的“小候鸟”，每年的长途“迁徙”

之苦倒在其次，最苦的是备受留守家乡

极少与父母相见的内心煎熬，他们在孤

独和寂寞中成长，有的甚至从出生起就

与父母离散，多年见不着一面。为了渴

望得到父母的爱，每年暑期，留守家乡

的“小候鸟”怀着希冀与热望，飞到在异

乡打工的父母身边，以期和父母享受久

违的天伦之乐。然而，和城里的孩子相

比，他们虽然有着一样的暑假，却有着

不一样的时光，最现实的问题是白天忙

碌的父母无暇守着自己的孩子，使得这

些“小候鸟”即使到了父母身边也可能

成为“再留守儿童”。

“现在每天都可以见到爸爸妈妈，

而且还能交到许多新朋友。”欣喜于广

西小女孩廖湘菱的欣喜，好多像她一

样飞抵永城的“小候鸟”，不再困于

“笼”中，不再孤独和寂寞。白天，他们

在企业开办的暑期班里开心地活动，

有支教的大哥哥大姐姐给他们上课、

辅导作业，教他们唱歌跳舞、折纸绘

画⋯⋯晚上，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聊

天，拥入父母久违的怀抱，遨游梦乡。

“小候鸟”的欣喜，不仅仅是他们

父母的欣喜——这个暑假，他们稍稍

可以平复对孩子缺少抚爱的歉疚，可

以有机会多给孩子弥补一点父爱和母

爱，增进彼此几近陌生了感情；同时减

轻了他们对孩子暑期安全的担忧，以

往暑期各地都不同程度发生“小候鸟”

溺水、车祸等伤亡事件，致使一个家庭

尚未享受几分小团聚的欢乐却又被生

离死别的悲情笼罩。这是我们每个人

都不愿看到的。

“小候鸟”的欣喜，也是我们企业

的欣喜——企业每年出 10 多万元来办

暑期班，体现了企业的爱心和社会责

任感。这既是为员工提供的一份额外

福利，也是一笔感情投资，使员工们对

自己的企业更有一种归属感，愿意为

企业的发展花更多的心思、出更大的

力气。试想，如果“小候鸟”们隔三岔

五地跟着父母来到生产岗位，万一有

个闪失和意外，那可不仅仅是出多少

钱这样简单的事情了。从这个角度去

看，企业出资办暑期班是一件很值得

而且多赢的大好事。

“小候鸟”的欣喜，更是这座城市

以及社会的欣喜。如果满怀希望的

“小候鸟”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备受

冷落，仍然像一个“野孩子”，或者仍旧

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小候鸟”，即“再

留守儿童”，一点都体验不到城里孩子

一样的暑期乐趣和社会关怀，那么他

们稚嫩的心灵会“二次受伤”，他们可

能会对陌生的城市产生一种恐惧心

理，会多一分对城里人、对社会的疏离

感；甚至他们可能会因一时一处遭受

的歧视与不愉快，在心灵深处种下某

种“自卑”或“厌恶”情绪，那真是“伤不

起”了，“罪过”大了。

爱大同，为让“小候鸟”们能享受

到城市孩子一样的快乐暑期生活，我

们需要更多像先行、哈尔斯、弘盛、强

广剑这样的爱心企业，给“小候鸟”们

营造更多的暑期“爱巢”，带来更多的

呵护、更多的爱，让这座城市在“小候

鸟 ”心 目 中 有 更 大 的 亲 和 力 与 认 同

感。

□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今年，我市明确了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允许生产加工的首批目录食

品，包括粮食加工品（挂面、年糕）、非

发酵性豆制品（豆腐、豆腐干），并结合

“百日会战”对这些小作坊进行全面排

查，指导帮扶改造并发证（详见本报 7

月26日1版相关报道）。

不少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在查

找原因时，小作坊往往脱不了干系。

小作坊俨然成了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

高危区。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生

命和健康安全，责任大于天。我市在

开展食品安全整治行动中，决定把小

作坊食品纳入日常监管，彻底清查小

作坊食品的加工和制作，确保食品安

全，这显然是对人民群众的高度负责。

食品小作坊为何易出问题？原因

有很多。从形式上看，一般小作坊食

品主要是“前店后坊”式经营，即生产

作坊在自家或租赁地方的后院中，销

售在前面的门店中；还有一种是零售

点在城区，加工点在城乡接合部，或农

村街道，生产经营有“短、平、快”的特

点。从经营者构成来看，主要是两大

类人群，进城入镇的农民和下岗职工，

经营方式大多为家庭经营，生产销售

“一条龙”“一家人”，生产经营相对隐

蔽。大多作坊加工场所十分狭小，设

备非常简陋，加工流程东拼西凑，环境

卫生差，往往是生产与生活居住混在

一起，再加之市政建设配套设施跟不

上，垃圾无人回收处理，污水无管道可

排。

虽然一些食品小作坊的不规范行

为，已成为食品安全的最大隐患，但尚

不能“一刀切”，因为一些小作坊的存

在大有必要。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

长，靠的就是小作坊传承。“磨砻流玉

乳，蒸煮结清泉”“六月调神曲，正朝汲

美泉”，磨豆腐、酿酒曲，古人的诗句，

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唯美的农耕时代

小作坊加工画面。如今现实当中，食

品小作坊，与我们普通居民的生活也

是密不可分的，承担起了城市早点供

应重任。

食品小作坊存在大有必要，这是

肯定的。但我们在肯定的同时，千万

不可忽视整个小作坊的食品生产销售

呈现出一种不卫生、低水平、浅层次、

欠规范的运行模式。对小作坊，不能

因其小而忽略它的存在或放松对其管

理上的要求。小作坊也有公信力问

题。公信力何来？既要靠小作坊自身

增强自律意识，更要靠政府监管部门

的严格规约。当一些经营者的道德出

现滑坡、为了多赚钱什么都敢干的时

候，唯有进行惩罚性处置、抬高准入门

槛，才能让从业者不敢越雷池一步。

因其隐蔽性强，对小作坊的监管

并非易事。除非从头到尾都寸步不

离，否则，一些无良小作坊要想添这加

那简直是易如反掌。因此，监管要有

新思路，即变事后查处为事前预防。

一是主动出击，深入企业，随时掌握食

品小作坊的情况、信息，进行全方位监

管；二是拉网式巡查，重点从生产环

境、原材料把关、生产过程等多方面检

查，从源头加以控制；三是从长远计，

用暗访抽查的办法，保持一种常态化

的市场监管。同时，对那些百姓的日

常饮食，可以用一般消费者身份购买

进行抽检化验，保持一种动态的食品

安全监测。目的，就是让生产者时时

觉得头悬利剑。

对点多、线长、面广、问题多的小

作坊的食品安全进行整治，发证管理，

不仅是一项安民利民的民生工程，也

是各级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政治答卷。

管住小作坊，是对人民高度负责

项建勋

南 海 舰 队

上校军官，花街

镇下殿村人。

金益阳

95662 部队

少校军官，前仓

镇金斗村人。

周 杰

73233 部队

上尉军官，西城

街道塔石村人。

田雷雷

73137 部队

中士，东城街道

田宅村人。

邵 亮

94654 部队

上校军官，江南

街道金胜花园。

胡海鸥

武 警 深 圳

边 防 支 队 上 尉

警官，芝英镇上

胡村人。

叶晓敏

武 警 台 州

支队上尉警官，

古 山 镇 清 塘 下

村人。

周锦杭

73211 部队

上士，前仓镇璋

川村人。

黄湘鹏

海 军 驻 南

京 代 表 处 中 校

军官，西溪镇尚

黄桥村人。

程 帅

73025 部队

上尉军官，方岩

镇独松村人。

黄佩佩

南 京 军 区

杭 州 疗 养 院 上

士，西城街道排

塘村人。

胡跃军

94863 部队

上士，花街镇横

岘村人。

永康市2015年“八一”光荣榜
向献身国防、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的永康籍优秀官兵（儿女）学习致敬！

优秀士兵获得者：107人

东城街道：徐冉、金怡然、徐攀、胡杰

涛、陈昊、池康毅、胡卓胜、田鸿运、王宏

辉、吕晨嘟、周磊、马景轩、周磊等13人；西
城街道：童锐、胡君财、樊音贝等 3 人；江
南街道：金夏展、翁军健、徐浙广、翁孙硕、

俞志胜、周泽鹏等 6 人；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沈瀟俊、林永源、陈帅等 3 人；城西新
区管委会：方康康、王哲宇、应刚毅、章睿、

梅贵康等 5 人；芝英镇：胡世龙、徐煌、应

鸿、何峥哲、杨晨露、徐鹏越、应品跃、杨尚

鹏、王旭等 9 人；古山镇：叶伟勋、周扬、程

浩泰、李耀、夏志坚、高俊杰、胡云翔、李亿

亨、池宁、胡锦涛、应叶俊、马泽浩、胡鹏

峰、周璐影、胡雾南、胡杭、朱俊伟、胡有

为、占俊杰、马彪等20人；龙山镇：陈炜挺、

朱江敏、吕海波、金云科、朱巍巍、金成俊、

金泽伦、胡志伟、吕潮辉、卢兵、朱峰、胡钦

成、吕陈明、程英豪、高煜垚、方凌斌等 16

人；西溪镇：卢文广、陈锦锐、任望超、应航

宇等 4 人；方岩镇：程宇航、钱成龙、程航

康、应康辉、程润豪、程蒙福、钱胜达、应英

雄等 8 人；前仓镇：陈焕、胡飞熊、陈宇磊、

徐王戚等 4 人；舟山镇：徐鹏、王子健等 2

人；花街镇：方浙鹏、颜俊涛、方超祥、颜方

迪、胡文斌、方磊、项健、陈康恩等 8 人；唐
先镇：施俞斌、高宁宁、金旭、吕武超等 4

人；象珠镇：胡斌洲、单宇鑫等2人。

三等功荣立者：1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