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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之内必有益友，十里之内

必有良师。村与村结对“走亲连

心”，不仅互通信息、交流经验、探

讨做法，而且增进感情、加深友谊、

共同进步，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到1+

1 大于 2 的效果。花街镇潘宅村和

店园村“走亲”活动 、“走心”之旅

率先尝试结对碰撞智慧火花。（详
见本报15日1版相关报道）

据笔者了解，许多村两委喜欢

到外地考察取经，虽然也学回了一

些经验，但有一些经验看看很美，

做做很累，大多学不会。到条件相

仿邻近村庄为何学得很少？有的

是因为村干部放不下身段，脸上挂

不住；有的是因为村干部认为情况

都晓得，何必兴师动众上门去拜

师？殊不知要取得“真经”，关键是

深入一线，仔细交流讨论。殊不知

一个人的脑袋再聪明，也不可能把

样样细节都想到，三个臭皮匠凑在

一起，可以顶个诸葛亮，智慧的火

花在许多时候是碰撞出来的。

村与村结对，可以在互通信息

中碰撞智慧火花。前年和去年，市

委组织部聘请全市 10 名村支书为

“治村导师”，开展治村导师“巡诊”

山区行。每到一村，有针对性组织

相关导师与村干部交流，传递市

委、市政府重视“三农”、支持“五水

共治”及老村改造政策的信息，你

来我往、互动交流，如发展民宿、建

设生态廊道、街角小品、开发山村

游、种植特色水果等，智慧火花频

频闪现。同一个镇的村与村之间，

民情相近，有些村干部头脑活络，

可能早知道政策信息，大家见个

面，加个微信，信息传播就会“零距

离”。信息一比对，不仅是上级的

扶持政策清晰明了，而且各个村的

“村规民约”“土办法”了然于胸。

哪家绿化、硬化工程队干的活比较

精 细 ？ 党 员 干 部 带 头 拆 违 了 几

户 ？ 卫 生 费 向 每 户 每 年 收 多 少

元？老年食堂每位老人享受什么

待遇？诸如此类问题，林林总总，

信息一互通，好的马上学，共性的

难题互相商量，在群策群力中擦出

智慧的火花。

村与村结对，可以在互相打气

中碰撞智慧火花。新农村建设到

目前阶段，肯定遇到许多难题。对

大多数村干部而言，内心明白“新

官上任三把火”，也清楚离任后“牛

好留条绳，人好留个名”，关键是在

碰到难题时“困难面前逞英雄”还

是“明哲保身”。办法总比困难多，

智慧是解决难题的金钥匙。大家

坐在一起，倒倒苦水，可以心里减

压，互相打气，可以放下包袱直面

困难。同行最知根知底，同为村干

部，心事最明了，互相结对，烦恼说

出来，有人倾听就分解了一半；好

事讲一讲，大家齐分享，一分快乐

就变成了两分快乐；难题谈一谈，

大家出谋划策，心齐劲足则难题迎

刃而解。

村与村结对，可以在互相帮助

中碰撞智慧火花。互相帮助是传

统美德。过去，有的村发生火灾，

邻村往往伸出援手，捐款捐物，帮

助受灾户重建家园。现在，村与村

之间特别是隔壁村，有很多共同利

益，也可能存在矛盾，山塘水库纠

纷、山林隔界不清、上游污染下游

等等，有的村庄之间矛盾如不及时

化解，积累一定阶段就会成为“火

药桶”。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互

相帮助是大智慧，可以是互让一些

利益，可以是支持邻村修路，也可

以是骨灰堂之类的公共设施共建

共享。管控分歧也是互相帮助，国

与国外交，村与村相处，山水林田

湖，命运共同体，有大智慧的人必

然能登高望远，看见未来。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但愿村

村结对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为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注入新的内涵，更为“两美”永康

增添绚丽多彩的一页。

□本报评论员 张赤奎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治危，亟待补齐
的民生短板

绿水青山间，再有名人故里“站

台”，越发彰显风水宝地，成为“风景

这边独好”的美丽乡村。看本报 10

日7版《“永康阿凡提”周俊据传葬于

塘中央》报道，笔者又多长点历史知

识，在芝英镇南部的这个游溪塘村，

历史上居然还曾出过这么一位有传

奇色彩的本土“阿凡提”。

头戴一顶民族花帽，骑着一头

小毛驴，背向前脸朝后⋯⋯被列入

“世界民间艺术形象”之列的阿凡

提，早已深入人心。殊不知，出身

草根、聪慧机智、喜欢捉弄财主、爱

和身边人开玩笑的元朝奇才周俊

被称为“永康阿凡提”。如果去永

康旅游，那非得去看看这个环境优

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名人故

里，去看看那口 660 年的村中大塘，

去认识认识 1800 多人中有 90%以

上是周氏后裔的村民。不过，笔者

也想学学阿凡提的“幽默”：到时路

遇 村 民 ，是 不 是 不 用 再 问“ 你 贵

姓”，直呼“周大哥”“周小姐”“周老

伯”“周大妈”就行？如果在人多处

喊一声“小周”“老周”，会不会引来

男女老少一大群莫名的眼色，陷自

身于“漩涡”之中？

反正，无论如何，这般带有传

奇色彩的名人故里，如此绿水青山

依塘而居的美丽村庄，对来到金华

永康的外地游客是极具诱惑力的，

很 多 人 不 会 错 过 机 会 去 亲 眼 看

看。想来，可以请朋友叫上个漂亮

的“周姑娘”，去公婆岩半山腰闻闻

“野栀花”的清香，去欣赏下“藕荷

塘”的荷仙姑是否亭亭玉立；“游溪

游塘”，沿着游溪塘走一圈回来，看

看姑娘家的“一灶豆腐”做得怎么

样。永康的豆腐是很有名气的，还

有肉麦饼等名特食品，正好你一圈

走下来也饿了，就“客气当福气”坐

下来等好客的周家主人把一桌农

家菜端上桌吧。

酒足饭饱，或者你又来兴致，

再出去看看他们的祠堂文化，走走

古石板桥，仰望下数百年的老樟

树，看看古老又富有生气的街角小

品群中的泥土房，顺便拍些照片；

再有兴趣，不妨找老者聊聊，听他

们讲讲民间故事；如果不怕背时，

你尽管去探究“俊一公的墓在游溪

塘中”的奥秘。不过你可千万别

“酒后误事”，“油嘴油光”地出言不

逊，否则保不定你撞在“永康阿凡

提”的枪口上，那可真的要倒霉；更

不要“酒后乱性”，像“花知县”那

样，一见“美人瓜”就色胆包天，落

得个“去过鬼门关”的下场。

“永康阿凡提”的民间故事长

期积累流传下来，确实代表了永康

当地的一种文化。如今，周俊的故

事列为永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蛮有意义的。笔者在想，要是

“永康阿凡提”生在现代，肯定是个

段子高手，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

“周粉”，他会整天活跃在微信朋友

圈里，带给人们许多笑料和乐趣。

再说，整个村90%以上是周氏后裔，

其周氏基因，周氏文化遗风，定当

代代相传，推陈出新。

乡村故事多，洒落在民间。“永康

阿凡提”引出“永康村名探秘”征文活

动，请民间高手们都来讲讲美丽的

传说、精彩的典故。谁的故事生动

真实，文笔优美，可读性强，谁就是

一村一地的“阿凡提”。“阿凡提”们

的故事我们很想听，同时也非常期

待在日后结集出版的《永康村名探

秘》一书中见到“阿凡提”们的大名。

上周的这场暴雨究竟什么级别，

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给了我们答案：

11 日 20 时至 12 日 20 时，城区降水量

达到 174 毫米，仅次于 1989 年 7 月 23

日的189.6毫米，在永康有历史记录以

来的降雨量中排名第二。

每逢暴雨天气或台风来临，广大

党员干部总会成为最忙碌的群体，他

们深入农户家中、田间地头、隐患部

位，劝说村民、转移群众、排查隐患，参

加应急救援⋯⋯在这场多年不遇的暴

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工作在

前，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但是，这场暴雨，检验的不仅是各

级各部门的应急反应能力，对城乡大

量存在的危旧房也是一场严峻的考

验，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不可否认的是，面对暴风雨天气，

仍然有少数群众表现得麻木不仁，尤

其是住在危旧房中的人群，抱着侥幸

的心理，不听劝告、不愿搬离，总认为

类似天气司空见惯，以前没有出问题，

现在也不会出问题。去年 10 月和今

年 2 月，温州先后发生两起民房倒塌

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我们常说安全无小事，但人们又

往往习惯将安全随手搁置一旁。比如

说危旧房，由于当初建设标准低、工艺

相对落后，再加上部分用户随意改造

房屋，导致这些房子“未老先衰”，能否

抵御住一场大暴雨或一次强台风的袭

击还是个未知数。这些危旧房，就像

悬在人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不

知何时倒下，令人不得安生。

“多亏了农房改造，即便下这么大

的雨，大家也都能睡个安稳觉。”说这

句话的，是龙山镇马山头村党支部书

记颜华臣。“大家还是应该下定决心，

对于危旧房应拆尽拆，当修则修，也可

以少操点心，少花些巡查精力。”该镇

龙二片党支部书记李维彪的这席话，

则道出了危旧房治理的应有之义。

从现状来看，治危已经成为一块

亟待补齐的民生短板，不仅是为了给

广大党员干部“松绑”，让他们能睡个

安稳觉，更为重要的，它是改善群众居

住环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现

实的需求。今年以来，我市全面打响

“大拆大整大治”三大战役，治危就是

其中重要的一环，让住在危旧房里的

群众看到了党委政府的决心和信心。

当然，彻底解决危旧房问题，千头

万绪，说易行难。一方面，要摸清危旧

房的底数和等级，该拆除的拆除，该维

修的维修，该加固的加固，该搬迁的搬

迁；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通

过探索市场化方式，或借用社会力量来

推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此外，在彻底改造之前，还要及时对危

旧房进行监测、预警，这也是减少损失、

避免悲剧发生的一个有效手段。

“阿凡提”们的故事我们很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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