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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

路——“妈妈找你找得好苦啊！”长长31

年埋在我市村民胡连芳心头的苦，终随

扑簌簌的泪水一朝洗尽。看了本报3月

2日《象珠徐家31年寻亲悲喜剧》，不禁

让人感慨良多。

31年前，徐家小儿子徐革武在父母

开在陕西的衡器店附近失踪，这让一个

家庭深陷苦痛之中。血缘亲情最难割

舍，也正是因为这份亲情，让徐加升夫妇

数十年如一日地思亲寻亲，即使砸锅卖

铁也要把丢失的儿子找回来。为了寻

亲，徐加升不到一年时间就花去了当年

的“5个万元户”，还落下了心脏病根。这

也是千千万万丢孩家庭的一个悲苦缩

影。

孩子是父母心头的一块肉，正是为

了这块难以割舍的“肉”，徐家夫妇31年

来坚持不懈地寻找着丢失的儿子，即使

多年后回到永康生活，还坚持把在陕西

的衡器店开下去，不管去哪经商，每年都

要回陕西一趟，看看有没有儿子的线

索。可想而知，“钉秤”生意随着衡器技

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没市场，但是在徐

父心里这个小店却是儿子“找到来时路

的星星点灯”；而他那个20多年未更换

的手机号码，就是在茫茫人海获得儿子

线索和信息的“神器”。这不泄气、不放

弃、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劲儿，只有为人

父母的才能做到。

“妈妈有一头烫卷的头发。”当寻亲

有果，已为两个孩子父亲的徐革武与老

父亲微信视频时，31年前的母亲意象仍

然印在他幼时的记忆里，虽已非常模糊，

但成了他与至亲的唯一牵绊，这就是“母

子连心”，是儿出娘胎后永远割不断的血

脉亲缘，不论天涯海角，人各一方，总会

魂牵梦绕。

亲情割不断，亲情力量再大也比不

过父爱母爱。这次徐家“黑白合照换成

彩色全家福”，永康和陕西两地的公安功

不可没。感谢发达的现代刑侦技术

DNA数据库，感谢尽职尽心的永康刑侦

大队民警“王斌们”，在去年年底的一次

数据录入系统发现疑似线索即向咸阳警

方发去协查函，终于让31年前丢失的徐

家小儿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王峰（徐革武）是迷失孩子中幸运的

一个，他现在有了两个爱他的家庭；徐家

也是千千万万有类似遭遇的幸运一家，

不但找到了丢失31年的儿子，还添了一

双孙女、孙子。虽然，这种幸运来得有点

迟，但徐加升夫妇有生之年能够全家“彩

照同框”已经知足。因为，在全国目前不

知有多多少少丢失孩子甚至孩子被拐卖

的不幸家庭，这些不幸家庭的父母常年

备受痛苦煎熬，他们的泪水何时能洗尽

失子之痛？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

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天其实并不

高，海其实也不远，人心其实比天高，比

海更遥远⋯⋯远方的星星请为我点盏希

望的灯火，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

⋯⋯”“星星”在哪里，“希望的灯”在哪

里？在亲情，在人心，在人性，在数据库

⋯⋯但愿别再让父亲找儿找得落下病

根，别再让母亲思儿思得瑟瑟发抖，希望

更多不幸家庭的黑白合照都尽早换成彩

色全家福。

让“星星”照亮更多孩子回家的路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
子，找到来时的路⋯⋯”但愿别再让父亲找
儿找得落下病根，别再让母亲思儿思得瑟瑟
发抖，希望更多不幸家庭的黑白合照都尽早
换成彩色全家福。

今年春节期间，唐先镇岩洞口村的一

幢小白楼，成为市民朋友圈中的“网红”建

筑，游客每天络绎不绝（详见2月27日本

报第3版报道）。三十多年历史的老房子，

经过精心设计和改建后变成了时尚典雅

的新中式“咖啡馆+茶馆”。网红小楼不仅

提升了村庄的颜值，还带动了经济发展，

让这个千年古村重焕生机。更难能可贵

的是，它慢慢改变了村民的生活习惯，成

为了村民素质和村庄文化的引领者。

诗意乡村美如画，沃野千里处处花。

岩洞口村只是我市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

剪影，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以

园周村、大陈村、塘里村等为代表的一大

批美丽乡村在丽州大地遍地开花。不管

是“水莲园周”还是“舜耕大陈”“顾盼塘

里”，之所以让人流连忘返、念念不忘，不

仅仅是因为它们的高颜值，更在于其独特

的气质。注重乡村文化建设是这三个村

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共同“基因密码”。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乡村始终

占有着重要地位，独有的乡村文化承载着

独特的乡村精神。随着城市化车轮的飞

速转动，广大乡村却面临着凋敝和衰落的

客观事实。进入新时代，随着党中央把乡

村振兴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三农”迎

来新的春天。如何让乡村文化最大限度

地融入乡村振兴的伟业中，使之在新时代

的框架里再吐“芳华”，成为一道非解不可

的考题。

在很大程度上，乡村振兴首先是乡村

文化的振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文

化传承与创新，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乡

村振兴。因为一个缺乏文化底蕴的乡村，

即使经济再富有，也不可能成为令人心向

往之的魅力之地；一个缺少文化滋养的乡

村，即便生活再殷实，也不可能成为承载

田园梦想的沃野。乡村文化的振兴，是一

个将乡土文化延续下去并弘扬壮大的过

程。只有守护并传承好乡村文化，才能守

住乡村振兴的“魂”，才能真正让农民找到

属于自己的“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

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

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如果

我们改变了农村的外在面貌，却没有改变

农民的精神面貌，那么这种改变还只是处

于低层次的。只有在发展农业、建设农村

的同时，用现代文明、先进理念武装农民、

提高农民，努力使农民成为具有新理念、

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新技能、新素质

的新型农民，美丽乡村建设才具有更加深

远的意义和更加长久的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背景下的乡

村文化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它既包括以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为主线的

古老乡村文化，更包含融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时代新元素的现代乡村文

化。但无论是古朴原始的乡村文化还是

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乡村文化，它们都

蕴含着一股股向上的力量、奋进的力

量。用好这股力量，就能为农村发展带

来生机与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

绝的精神动力。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古代文

人笔下的乡愁，无论何时读来，都令人魂

牵梦萦、深深向往。可以想见，当广大农

民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无比眷恋、对生长于

此的文化无比自信，“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自然会面朝

泥土，春暖花开！

□本报特约评论员
陈培浩 乡村振兴首先是乡村文化的振兴。而乡村

文化既包括以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为主线的古
老乡村文化，更包含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时代新元素的现代乡村文化。

用乡村文化点亮田园梦想

刚刚过去的这个三八妇女节，经济开

发区29个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监会三支

队伍一把手的妻子，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

妇女节“礼物”：一份《2018年家庭助廉承

诺书》和一堂以“传家规、学党纪、守家门，

巾帼共建清廉园区”为主题的廉政党课。

（详见本报8日7版相关报道）

村干部虽然不是“官”，但对普通百姓

来说，也是掌握公权力的群体。村干部如

果出现腐败，将直接侵害群众的切身利

益。不久前，我市就查处通报了一批基层

党员干部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典型案例。经济开发区通过一份承

诺书和一堂廉政课，引导村干部家属当好

“廉内助”，让村干部“八小时以外”监督有

人管，这一做法值得称道。“以后不仅是家

里的‘后勤部长’，更是‘纪委书记’。”“作为

村干部的家属，更应该摆正位置，看好自

家门、管好自家人，常念‘廉政经’、常吹‘廉

洁风’。”从村干部家属的一番番话语中，

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他们当好“守门员”的

信心和决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是家庭的主

角，夫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帮助，对于预

防和抵制腐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

村干部是如此，对其他领导干部也是如

此。大量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表明，领

导干部廉政与否，与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家庭可以是温馨的港湾，也可能是

形成犯罪、悔恨终生的起点。俗话说，一

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聪慧的

“贤内助”。过去的“贤妻良母”，是丈夫在

外赚钱养家，妻子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

子、尊老爱幼。新时期的“贤妻良母”应该

是与丈夫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尤其要发

挥好家庭防腐的作用，帮助丈夫不受糖衣

炮弹的侵袭。所以说，“贤内助”的这个

“助”，不仅是在事业上助丈夫一臂之力，

更主要的是为丈夫解决后顾之忧。换句

话说，只有当好了“廉内助”，才能算得上

是合格的“贤内助”。

家风连着党风政风，影响社风民风。

长期以来，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一直是党风

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的全国两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代表团参加审

议时就提出，“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

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

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因此，作为领导干部的家属，一定要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把“廉”关，全力

当好“廉内助”。要知廉，争当廉政“宣传

员”，多学多讲勤政廉政知识，力求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要守廉，争当廉政

“守门员”，时刻坚守廉洁操守，避免思想

上和行动上出现滑坡，以免陷入贪腐的漩

涡。要助廉，争当廉政的“监督员”，时刻

吹“清风”“廉风”，尽职尽责帮助领导干部

把好廉洁自律关。

构筑家庭反腐倡廉的防线，既是对社

会和国家负责，更是对家庭负责，对自己负

责。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帮助配偶防微杜

渐，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诱惑，这才

是“廉内助”“贤内助”应尽的家庭职责。

当好“廉内助”才是合格的“贤内助”
□本报评论员

张赤奎 家庭可以是温馨的港湾，也可能是形成犯
罪、悔恨终生的起点。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是家庭的主角，夫
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帮助，对于预防和抵制腐
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