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须重视乡村工匠队伍建设

□

胡珊

“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 ”

如此浪漫的句子，出现在作家大

冰的直播间里。 据悉，大冰在直

播中连线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

奶奶， 奶奶自称只有五千积蓄，

但想要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直播中， 大冰没有急切地泼冷

水，而是鼓励老人，并给出了中

肯的建议。

这位奶奶说，自己从小就想

出去转转，可一直生活在北方农

村， 一辈子都在与土地打交道，

“再不出去就出不去了。 ”她朴实

的话语打动了许多人，也让这件

事在网络上引发了较为广泛的

关注和讨论。 究其走红原因，想

必是奶奶“往南走”的愿望浪漫、

美好又勇敢， 同时向大众证明

了：人生有无限可能，任何时候

“出发”都不晚。

这位“麦子奶奶”引发的热

度不是偶然。 事实上，近年来不

少拥有类似经历的自媒体博主

在互联网上走红。 电影《出走的

决心》主角的原型苏敏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 1964 年出生的苏敏

是一位普通的下岗女工，多年来

她一边打零工， 一边照顾家人。

但是她的付出得到的却是丈夫

的漠视，2019 年， 她检查出了抑

郁症。 后来受到网上旅行博主的

启发，她考取了驾照，并用自己

为数不多的积蓄购买了一辆车，

走出家庭，以自驾游的方式开始

了新生活。 很多人被她出走的勇

气和坚定感染，于是她的自媒体

账号“50 岁阿姨自驾游 ”也在网

络上爆火。

对于苏敏来说，如果家庭带

给她的痛苦大于快乐，那就潇洒

地走出家庭的大门。 而对于“麦

子奶奶”而言 ，麦子和土地虽然

是她的责任， 但却不是她的阻

碍 ，因此她选择“种完麦子就往

南走”。 无论是“麦子奶奶”还是

苏敏，她们都不曾因为某些原因

轻易给自己的人生设限，而是永

远保持对世界的探索欲和一颗

勇于尝试不可能的心，因此迎来

了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如今的

社会内卷严重，许多人深陷内卷

的旋涡 ， 不敢走出自己的舒适

区。“麦子奶奶” 这一类人的存

在，也给予着他们大胆寻找人生

其他可能性的力量和勇气。 年龄

不是前行的阻碍 ， 其他因素更

不是。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网友在

了解奶奶的事情之后，纷纷表示

愿意为奶奶的旅途提供帮助。 不

少西双版纳的网友提出愿意免

费为奶奶提供食宿，河南文旅也

在寻找“麦子奶奶”，希望能在她

出发前先带她在河南转一转。 众

人身体力行地表达着对“麦子奶

奶”的支持 ，这同样也是社会对

这份大胆追梦、敢于出走的决心

的别样赞美。 人生漫长，也许岁

月的尽头依旧藏着诗和远方。

乡镇青年干部

如何克服“本领恐慌”

□

方雪艳

作为服务基层的重要力量，

乡镇青年干部是决定基层治理

成效的关键。 据笔者了解，有些

基层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面

临“本领恐慌”，应对基层治理中

的新情况、新挑战存在短板。 因

此， 推动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

还需青年干部不断下功夫提高

综合能力，克服“本领恐慌”。

践行“钉钉子”精神很重要。

新时代基层治理工作千头万绪，

新问题 、新矛盾层出不穷 ，迫切

需要广大青年干部发扬脚踏实

地、 持之以恒的精神。 一方面，

“钉钉子”的第一步很重要，须得

把准方向才能确保后续工作不

迷失方向。 为此，青年干部要牢

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确

保处理任何问题都以群众的需

要、群众的期盼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 另一方面，“钉钉子”不是

一锤子就能钉好的，找准了解决

问题的立场，更要持之以恒。 特

别是处理乡村工作时，无论是发

展产业 ，还是打造品牌 ，都需要

“一锤一锤接着敲 ” 的定力和

精神。

持续学习提升素质是关键。

基层治理的能力和经验，不是凭

空得来的。 年轻干部只有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善于将所学知识

运用到工作实践中，才能不断提

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此，要不

断提升政治能力 、 保持政治定

力、站稳政治立场。 还要不断加

强学习，提高专业素养。 实践是

处于动态变化中的，青年干部要

及时补短板 、强弱项 ，不断提高

专业化水平，努力成为本职工作

的行家里手。

深入群众锤炼本领不能少。

乡村治理直接面对的是农民群

众的多元诉求 ， 在应对突发事

件、 调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既

有突发性、特殊性，也有综合性、

复杂性。 青年干部要多深入到农

民群众身边调查研究，多到项目

现场解决实际问题，在一次次实

践中练就真本事，为推进基层事

业和乡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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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卤菜标“阴阳日期”

预制菜标签岂能搞“双标”

□

吴睿鸫

近日，武汉市民肖女士投诉，称她在武汉光谷的

山姆超市购买了一份价值 69.9 元的卤菜拼盘。 包装

上标注的分装日期为当天（10 月 20 日），并提示在 10

月 23 日之前食用完毕。 然而，当她回家吃了一半后，

意外发现盒子底部贴有一个隐藏标签，揭开后才发现

这盒卤菜实际上是一种保质期为 1 年的冷冻预制菜。

食品包装日期标签不仅能有效保障消费者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也是推动食品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

石。 清晰、易读的食品日期标签能提升消费者的购买

体验。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超市售卖的一盒卤菜竟然

出现了两个保质期。 对于“阴阳日期”标签，超市给出

的解释是：8 月 27 日是这份卤菜冷冻的时间，正常保

质期为 12 个月， 而正面的分装日期则是解冻后分装

的日期。

表面看，这似乎没有问题，但卤菜商品的“阴阳两

面”各放一个标签，很容易让消费者误将正面的“分装

日期”当成“生产日期”。 正如肖女士所言：“如果知道

这是一份保质期一年的‘冷鲜熟食’， 我一定不会购

买。 ”

预制菜标签“双标”的做法，混淆了商品的生产日

期，既暴露了商家的诚信缺失，损害了消费者的切身

利益，也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

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规定，“应清晰标示预包装食

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日期标示不得另外加贴、补

印或篡改。 ”可见，这种情况已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在“阴阳日期”形成公共舆情后，当地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迅速启动了对山姆超市这批“冷冻卤菜”的质

量抽检程序，并要求超市将这批带有“阴阳日期”的卤

菜拼盘全部下架。尽管当地迅速回应社会关切的态度

值得肯定，但对于预制菜标签“双标”的问题，市场监

管部门不能当“和事佬”，也不能止于下架。

监管需“动真格”。 不妨依据现行制度，通过经济

处罚、列入“黑名单”、从业禁止，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等多种手段，让商家感受到痛感。同时，要彻底查清此

事是否是偶然现象，还是另有隐情，并及时公布结果。

当然，对于预制菜这一新兴行业出现的新问题和

新矛盾，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也应进行及时修订和

完善，尽早打上“补丁”，以全面强化食品标识的监督

管理。

“菜农专线”

载满得是民生温情

□

文君

在江西南昌，有两条专为菜农定制、从农村出发

直达市中心的公交专线，改变了南昌郊县多个乡镇几

十个村庄菜农多年来进城卖菜难的局面。 截至 2024

年 10 月，两条“菜农专线”已累计运营 900 多趟，接送

菜农 2 万余人次，受到群众好评。

农产品，一头连着农民的生计，一头系着百姓的

民生。“菜农专线”的开通，不仅让菜农笑了，也让市

民乐了。如今，菜农进城卖菜变得更加省时省力，成本

降低；而城区市民也能轻松购买到新鲜蔬菜，餐桌因

此更加丰富。

过去，蔬菜进城主要依靠商贩，虽然方便，但定

价权往往也掌握在商贩手中，若收购不及时还会出现

菜烂在地里的痛心场景。许多城边村的菜农就想到进

城自己卖，但也面临运输成本高、耗时长、挤公交车人

菜混杂容易起矛盾等问题。“菜农专线”很好地解决了

这些难题，只上菜农、一站直达，既帮了菜农，又不影

响其他乘客，价格还便宜。

“菜农专线”，装满了民生温情。细微之处见真章，

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

好，随着一项项惠民政策的落实、一件件民生实事的

落地，群众与日俱增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具

象生动。

无论是灵活调整“菜农专线” 的班次和时间，以

减少对其他正常通勤乘客的影响，还是在车厢内配备

清洁用具，确保车厢的整洁与舒适，这些满满的细节

和实实在在的举措，无不彰显出城市对于不同生活方

式和需求的尊重与包容。“城，所以盛民也；民，乃城

之本也。 ”只有真正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

到实处，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居民，才能使城市发

展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实有力，让每一个居民都能在城

市的发展中找到归属感。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对群众来说，交通是否快

捷、路灯是否明亮、道路是否平整、买菜就医上学是否

方便……是他们每天都关心的事情。 事情看似琐碎，

但对百姓而言，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

急事、难事。 思群众之所想、忧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

所求，只要事情件件有落实，桩桩有回应，就会让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满。也必然能得到百姓最

温暖的回应。

“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

人生何时“出发”都不晚

□

李婧文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的意见》印发，文件提出力争

到 2035 年， 培养造就 2000 名左

右大国工匠、1 万名左右省级工

匠、5 万名左右市级工匠。 文件

的出台有利于培养更多大国工

匠，不过要提醒的是，在此过程

中也要重视乡村工匠队伍的培

养和建设。

乡村工匠是长期坚守在农

业生产一线， 在乡村产业生产、

经营、管理等环节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农业从业者。 培养更多的乡

村工匠，可以为乡村产业发展夯

实人才根基，同时为乡村建设和

乡村治理汇聚强劲动能。 为此，

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吸引更多优质农业

人才返乡， 加强工匠人才储备。

各地应积极搭建各类发展服务

平台， 招引集聚各类人才返乡，

为他们提供体系化的平台支撑

和有吸引力的服务。 为此，要加

大宣传力度，发挥榜样的带领作

用， 出台人才返乡的帮扶机制，

调动人才返乡积极性。 比方说，

可以发挥乡情乡愁的纽带作用，

优先引导农村本土出身的优秀

人才反哺家乡 、返乡兴业 ，再以

点带面在乡村扩大发展平台，增

加就业岗位，为更多优秀人才返

乡铺路。

其次，要建立科学的选拔机

制 ， 着力选育优质工匠人才队

伍 。 要区分乡村人才的具体类

别 ，对其中优秀的实用型、技能

型、农村经营管理型人才采取招

录 、调剂 、聘用或安排专兼职等

途径，纳入工匠人才培养库进行

重点培养；对未就业大学生或本

土返乡大学生给予政策扶持，将

其作为工匠人才进行就业创业

专项技能培训。

最后， 要完善人才培育机

制 ， 加强工匠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 推动工匠人才建设多样化，

既要抓好科技、管理类人才的招

聘 ，也要注重能工巧匠 、乡土艺

术家的挖掘。 笔者建议，要尊重

乡村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助力乡村产

业建设和治理的对口工匠人才，

培育乡村产业发展所需的“土专

家”“田秀才”， 挖掘一批善经营

的“新农人”“农创客”，让他们为

乡村发展带来新鲜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