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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有闲的现代人，尤其是退休

的老年人，越来越不“安分”了，越来越

不想呆在自己那数十百来平方米的

“水泥笼”里，也越来越厌烦城市生活

的琐碎嘈杂，他们时不时地在微信群

里呼朋唤友，一拨拨地往山区乡村的

农家乐和民宿赶，去寻找一方自由自

在、自得其乐的悠闲空间。

知 了 叫 ，石 板 泡 ；暑 假 到 ，避 暑

潮。眼下，正是旅游“围城”的高峰，除

了去游览国内外风景名胜的，很多都

是“实惠型”游客——城里人要下乡去

看青山绿水过农家生活，农村人要去

看城市风光体验一把”外面的世界“到

底有多精彩。但是，在这波旅游“围

城”大潮中，成气候的还是要数有钱有

闲的中老年居民。正如本报 6 月 13 日

第 4 版报道的，“候鸟式”养生旅游“夏

季模式”正式开启，永康数千中老年市

民即将陆续启程，寻找休闲、避暑纳凉

的好去处。

省内越来越多的城市人避暑首选

山区农家乐，是因为通过这几年的乡

村整治改造和建设，那山那水变得“风

景这边独好”，食宿质量也在不断改善

提升，且价廉物美人谦和，给人以宾至

如归的感觉。笔者经常看到朋友圈里

有人在发游山玩水、吃住民宿的照片，

也经常看到有人时不时在群里组织发

起去乡村民宿休闲的邀约，平日里就

这么“蠢蠢欲动”，更甭说避暑旺季时

“躁动的心”跳得有多欢了。这使得城

市周边的区县乡村民宿早早地爆满

了，如离杭城较近的临安、富阳等地因

撤市设区后，那里的很多山村民宿像

磐安、遂昌等地民宿一样非常紧俏，早

有老顾客提前预订，而且价格也年年

有所上调。

乡村民宿游趋热，尤其暑假期间

孩子不上学，平日里隔代照看孙辈的

老人正好喘口气，不用再天天接送孩

子，也不想天天那么辛苦买菜做饭围

着油盐酱醋锅台转，年轻的父母也可

趁此机会放个年休假，难得陪老人小

孩一起去避暑度假，这是最好不过的

天伦之乐。

而且人人都有喜新厌旧、不满足

现状的欲望，去多了老地方也该换

个新地方，原先外出数天一周的，现

在要十天半月地多住些日子，这时

相对远些的、风景好又凉爽的省内

山 村 民 宿 必 然 成 了 他 们 的 首 选 对

象，尤其现在高铁等交通那么便捷、

四通八达，金、丽、温、衢⋯⋯处处山

明水秀，人文景观各异，别样精彩，

美不胜收。

其实，乡村民宿游越来越热的当

下，已经不必介意“避暑客外流”，“外

流”也属正常现象与大势所趋，正如大

量上海、江苏等地的客源流入我市，而

且有居住相对集中、人口相对庞大的

省城客源在，我市的民宿若是把这个

已在或潜在的客源吸引过来，就更无

“避暑客外流”之忧。

要知道，年轻时少有吃喝玩乐的

那一代正值老年，他们真的越来越

“想通”了，一直挂在他们嘴边的其中

一句“互相激励”的顺口溜就是“夕阳

无限好，抓紧割晚稻”。他们都想趁

着“夕阳红”的余晖，趁着还走得动、

吃得下、睡得着的当下，尽情享受一

把有质量的幸福晚年。对此，我市山

村民宿也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为，把

各自民宿的特色品牌打响、做大。如

“记者手记”里讲到的，留住本地避暑

客的同时，吸引外来避暑客，盘活农

村资源，让本地景点真正“活”起来，

助力乡村经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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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介意“避暑客外流”

今年4月份以来，市委统战部发动

全市统一战线，在全省率先开展同心

学“习”吧建设，目前已在各镇街区、

村、社区、非公企业、学校、民主党派之

家等建设了 105 家。通过同心学“习”

吧这一平台，全市统一战线进一步掀

起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详见本报

19日1版相关报道）

同心学“习”吧，顾名思义，就是统

一战线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的阵地。从其名称设置上来

看，颇具深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

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

要法宝。统一战线最核心的价值追求

就是“同心”，即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

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

同心同行。以“同心”为名，这一学习

阵地的受众、性质不言而喻。而“学

‘习’”，则是巧妙地将“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日常

学习”两层意思融为一体，阵地的主

旨、作用一目了然。

从选址上看，同心学“习”吧显得

有些不起眼：有的占着楼道一角，有的

设在企业大堂边上，几张桌椅几个书

柜，简单明了。但统一悬挂的标牌，加

上配备的桌、椅、书橱等必要硬件设施，

以及有场地、有设施、有书籍、有制度、

有人管的“五个有”标准，又让同心学

“习”吧变得异常显眼。选址看似“随

意”，实则称得上“聪明”，书籍随时可

读、可还，让学习“触手可及”。枯燥的

理论学习，借助同心学“习”吧这一随处

可见的平台也变得可亲、可近，占领的

是大家碎片化时间，让阅读更加容易。

从内容上看，同心学“习”吧内的

书籍以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及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着重引

导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深入学习党

的理论方针政策，并把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工作向基

层延伸。市委统战部还将定期组织领

导干部、专家学者到同心学“习”吧开

展不同主题的讲学、培训，让学员在讲

授学习中更新思想观念、提升技术技

能、培养兴趣爱好，使同心学“习”吧成

为教育培训统一战线成员的生动课

堂。这也将为同心学“习”吧注入更多

的内涵。

同心学“习”吧建成以来，我市党

外人士和各界群众已自发组织了百

余场微型学“习”课堂，参加学习教育

的人数近万名。这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说明同心学“习”吧得到了广大统

一战线成员的认可，照亮了统战成员

的学习之路。不过，虽然同心学“习”

吧现在受到热捧，但还要组织、制度、

长效等方面继续下足功夫，不断拓宽

学习渠道、丰富学习形式、充实学习

内容，充分调动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学

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实效性，才能

真正“把其打造成为加强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乃至全体统一战线成员思想

引领的新阵地、永康统战工作的一张

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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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学“习”吧，照亮统战成员学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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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赤奎

日前，我市首次对一村民因不按

规定进行垃圾分类给予行政处罚，罚

款 20 元。数额虽不大，但意义非同一

般，凸显我市有关方面扎实推进垃圾

分类的决心和勇气，开了一个好头。

乡村振兴，绿水青山是根本。垃圾

分类问题得不到解决，良好的生态环境

从何而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倡

导乡村振兴要走美丽经济之路，垃圾分

类问题得不到解决，美丽经济又从何而

来？这一处罚应引起每一位村民的警

醒，我们要做绿水青山的主人，而不应

该做被子孙后代责骂的罪人。

警醒，首先是一种意识的唤醒，打

破陈陋习和因循守旧的思想，不要总

以为，在农村，农民家的生活垃圾怎么

处理不是政府关心的问题，是村民自

己的问题，房前屋后，沟河渠塘都可以

成为垃圾的归宿地，历来如此，有什么

不对吗？这当然是错的，过去存在的

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即使有一定的合

理性那也是过去。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必须正视农村生活垃圾对生态环

境造成的威胁。过去，经济不富裕，农

民生活简单，产生的垃圾也比较单一，

许多成了农作物的有机肥。现在不同

了，城里没有的垃圾农村有，城里有的

垃圾农村也有了，比如含电子辐射和

化学污染的垃圾等。城里对这些垃圾

处理已经比较成熟和规范，而农村这

方面还比较薄弱。在农村推行垃圾分

类，是解决农村垃圾污染的起步之履，

这一步至关重要，迈不好，蓝天碧水就

会化为空。

处罚不是目的，是唤醒村民环保

意识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现阶段，在

人们环保意识还有所欠缺的时候，必

须做到发现一起处罚一起，扩大影响

面，而扩大影响面就是扩大受教育面，

让所有村民真正从意识上重视垃圾分

类，行动上养成自觉习惯。

在农村，垃圾分类，离不开村民的

广泛参与。虽然只是举手之劳，但要形

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就不能让垃圾分类

只停留在说教层面，而应通过制度规范

以推而行之。在日本，垃圾分类精细化

程度高，如不同材质的纸张就分为好几

类分别进行回收。分类虽然复杂，但日

本从幼儿开始便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从

小培养公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这种制

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但同样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在西

方一些发达国家，不按规定进行垃圾

分类也是要遭受重罚的。而当下，要

化解农村垃圾污染危机，处罚不失为

一种有效方式。随着我市首份行政处

罚决定书的开出，标志着永康正式进

入“垃圾强制分类时代”，在未来永康

市民的生活中，处理垃圾将不再能够

随心所欲。

用罚款来纠正个人不合规行为，

无疑具有很强的震慑作用，但从长远

看，垃圾分类是要靠村民的习惯养成，

靠自觉。但人的自觉不是天生的，培

养方式可以有多种，处罚也是一种。

除了处罚，还可以有激励。

垃圾分类是普通民众最能直接参

与的环保方式之一，责在人人。担负

这一责任，需要外在的强制，与此同

时，激励也不可或缺。惩罚、激励并

举，才能加快村民的习惯养成，也才能

使农村垃圾分类走得更远。

为垃圾分类习惯养成开了一个好头
□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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