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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保管齐全完整的家庭
档案，既给家庭生活提供
方便，免去许多翻箱倒柜
之苦，又能在必要时为维
护 家 庭 权 益 提 供 重 要 保
障。甚至可以说，建立家
庭档案是衡量一个家庭管
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
标志。

集中的拜师会只是一个形式，关键是要把师傅传授的招数灵活运用。
最怕是，拜师时一时激动，拜师后一动不动，或者只是把师傅的宝典拿出来
秀一秀，那样的话，即使你把散沙堆成了美丽沙雕，也是中看不中用。

为历史存照
的一个好切口

□本报评论员
张赤奎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前，诗圣杜甫写下这两

句诗时，表达的是一种憧憬。如今，我市农房改造工作有了越来越丰富的
“武器库”，“安得广厦千万间”不再是一种奢求。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普通
老百姓能够从中得到更多实惠。

农房改造“武器库”还可再充实

从 2009 年起，我市按照“一户一

宅”原则，因地制宜探索出了七种农

房改造模式。截至 6 月底，全市有

251个村申报农村住房改造，6年来累

计整合各方资金65亿多元，完成改造

建筑面积 788 万平方米，29585 户农

户住房条件得到改善（详见本报 9 月

15日3版相关报道）。

《七种武器》是著名小说家古龙

先生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中提及的七

种非同一般的兵器，件件精妙绝伦，

令人叹为观止。我市农房改造的七

种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新农

村建设过程中群众智慧的结晶。

当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和集镇

聚集，留下成片的老旧房和空心房。

尤其在一些偏远山区，用“十室九空”

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另外，农村外

出务工人员较多，特别是一些上了

“年纪”的老房，里面依然住着留守老

人和儿童，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进行农

房改造，既是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农村面貌和农民居住条件的重要

手段，也是集约节约土地、提升土地

资源利用率的重要抓手。比如唐先

镇中山村的“立改套”模式，通过建设

多层公寓进行安置，一方面大大节约

了土地资源，另一方面，留守人员同

住一幢楼，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这种模式，为那些土地资源匮乏的农

村提供了参考。再比如方岩镇长坑

村的“二手房”安置模式，通过村集体

提供居住条件较好的“二手房”，对困

难建房户进行免费安置，既提高了现

有房屋资源的利用率，又排除了危旧

房的险情，一举两得。

农房改造过程中，尽管各级政府

部门会给予多种形式的补助，但农户

面临最大的困扰还是来自于资金的

压力。龙山镇里麻车村采用的农民

入股经营的改造模式，通过农户入股

标准厂房建设，解决了村集体无钱办

事之困，激发了村民投资热情，也为

集体经济薄弱村提供了样本。

可以说，在我市农房改造的“武

器库”中，每一种“武器”都很接地气，

为全市农房改造工作提供了现成的

样本。当然，这些“武器”并不是万能

的，也不能生搬硬套，关键还是要“因

地制宜”。各村要结合本村实际，既

可以多种模式并用，也可以在此基础

上推陈出新，比如向中心村镇集聚、

村民联建、借助“外力”招商引资等，

进一步充实农房改造的“武器库”。

还是那句话，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

最合适的模式。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千年前，诗圣杜甫写下

这两句诗时，表达的是一种憧憬。

如今，我市农房改造工作有了越来

越丰富的“武器库”，“安得广厦千万

间”不再是一种奢求。衷心希望越

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能够从中得到

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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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包入住新居

但愿第一书记都成治村高徒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历史。因为历

史是由我们每一个人书写的，所以留存

历史也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永康档案管理部门引导和帮助市民建

立家庭档案，是为历史存照，意义非凡。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变迁折

射时代的发展，是历史的缩影。这里，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家庭为留住历史而

积极投入建档当中。

引导市民建立家庭档案，就是要让

他们明白，今天生活中的一切就是明天

的历史。因此，每个家庭都有建档的价

值和必要。莫要以为，有价值的东西一

定要在档案馆、博物馆、收藏家手中保

存，咱们谁家都有宝贝。那些珍贵的家

谱、地契、婚书以及孩子的成长档案不

亚于珍藏在博物馆中的文物；那些票

据、存折、日记、手稿都是可以用来建档

的。殊不知，建立家庭档案既是对生活

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家庭档案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内的

各个成员，在从事家庭事务和某些社会

活动的过程中，记录并保存起来以备日

后查考使用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

不同形式的历史纪录，也是每一个家庭

成员行事为人和修身养德的真实记

载。建立家庭档案，对培养家庭情趣、

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丰富家庭文化、树

立良好的家风具有重要作用。

建立家庭档案，对一个人或一个家

庭来说，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发展

需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

济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和生活节奏的加

快，运用家庭档案信息来管理家庭事务

和从事社会活动，显得愈来愈重要。但

有不少家庭存放资料毫无规律，如把证

件保存在抽屉里，想用时却又找不到。

有的重要材料一旦丢失，不仅会给生活

带来不便，更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

失。保管齐全完整的家庭档案，既给家

庭生活提供方便，免去许多翻箱倒柜之

苦，又能在必要时为维护家庭权益提供

重要保障。甚至可以说，建立家庭档案

是衡量一个家庭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

的重要标志。

家庭档案是家庭宝贵的物质和精

神财富，但我们不能把一个家庭的家庭

档案，仅看作一户人家的家庭生活记

载，它还是恢宏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宝

贵的社会财富。面对当今信息革命的

挑战和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建好、管

好与用好家庭档案，为社会与家庭服

务，是个人、家庭、社会的大好事。既然

是大好事，我们就要努力做好它。

拜师学艺，在过去的各行各业是

很普遍的现象，有的师傅一下子要带

一群徒弟，等到“徒子徒孙”出师，个

个都成为某个行业或某个岗位的一

把好手。如今村第一书记也认真拜

师当徒弟，虚心学习治村招数，这是

农村基层建设的一大创举。

据本报 9 月 12 日 1 版报道，为帮

助第一书记解决治村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学习治村经验，增强第一书记的工

作能力和工作动力，我市专门组织开

展了第一书记拜师会暨治村导师、第

一书记共话“治村经”活动。活动中，

32名第一书记每人拜一名“治村导师”

为师。作为“见面礼”，“治村导师”则

送给徒弟一份“治村宝典”。这个宝典

就是治村的“拳头”，即治村高招。

西溪镇楼山坑村第一书记施展

格外幸运，“治村导师”石江村党支部

书记吕永跃送给他的治村宝典是“滴

水公益银行”筹办策略和 1000 元现

金，可见师傅对徒儿的一片真情。这

可是个大“锦囊”，为“村集体不团结”

而无从施展手脚的施展，正好利用这

个被石江村实践证明了的具有群众

凝聚力的公益活动，解决眼下的难

题，让“爱心存折”上储蓄更多“道德

资产”，从而转换更多“爱心积分”，凝

聚人心。这一公益活动，就好比水泥

和水，掺入大量散沙碎石中强力搅拌，

成为建房筑路必不可少的混凝土。

下派第一书记，目的是为了解决

所在村自身难以解决的一些突出问

题和顽症积弊。记得 2010 年在村级

组织换届试点中，我市就探索选派有

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市管后备干部

和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到班子不

和、矛盾较多的后进村担任第一书

记，帮助开展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并收到良好效果。这次下派的第一书

记，面临的是村班子不团结、干群关系

紧张、村务管理不民主、发展思路不明

确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第一书

记的工作，千头万绪、事无巨细，归根

结底是做“人”的工作。要挑起这副强

基固本的担子，为“两大生态”建设和

“两美”永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没有几招硬功夫，再有能耐的“外来和

尚”，恐怕也难念好这本“经”。

现在师傅有的放矢地教了你高

招，就看你怎么“接招”了。集中的拜

师会只是一个形式，关键是要把师傅

传授的招数灵活运用到自己的实际

工作中去。比如有了这“滴水”，怎么

想办法让它汇成“涌泉”；有了这千元

启动资金，怎么让它汇流成河？一个

村有一个村的特点，既要会照样画

葫，更要会开拓创新。如此，不想“一

招鲜，吃遍天”，也可以“一步先，步步

先”，带领干部群众治出一个气正风

清的好村。最怕是，拜师时一时激

动，拜师后一动不动，或者只是把师

傅的宝典拿出来秀一秀，那样的话，

即使你把散沙堆成了美丽沙雕，也是

中看不中用。

拜师会也是治村动员会，相信32

名喜获“治村宝典”的第一书记，个个

都能成为名师的高徒，在各自的治村

岗位上抓经济、讲团结、做实事、倡廉

洁，放开手脚，施展抱负，尽快改变软

弱落后村的面貌，不辜负师傅们的殷

切期望。拜了“导师”，也要拜“民

师”，要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农家

田间，多调查研究当地的难点热点问

题，更多倾听村民们对治村、兴村方

面的意见与建议，对治村，他们最有

发言权。把自己当成了村民一员，真

正融入村民群体中，多为民生疾苦着

想，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官”，更

不能第一考虑自己的升迁等利益，这

第一书记的“拜师”就拜到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