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报道， 衡女士当医生的

老公回江苏徐州老家过年，街

坊邻居得知后， 每天早上 8 点

就到他家门口排队看病， 大家

很自觉地拎上了牛奶鸡蛋。 衡

女士说，这个“传统”延续五六

年了， 感觉老公回老家过年比

上班还辛苦。 尽管衡女士心疼

自己的老公， 但言语之间还是

透着一股自豪， 而视频中衡女

士的老公则始终面带微笑接待

来看病的乡亲们，令人动容。

春节期间， 多地返乡医生

在老家过年的同时， 为村民把

脉看病，提供健康咨询，有的已

坚持多年， 受到网络围观和点

赞。不只是春节如此，医者仁心

也在其他时间节点展现。例如，

2023 年 9 月， 华西医院肿瘤专

家廖正银国庆又回乡义务看

病， 这件事他已坚持近 30 年；

同年 8 月， 医生万锋锐周末回

老家安徽泗县探亲， 乡亲们排

队看病“踏破门槛”。

医生平日里很辛苦， 也需

节假日休息，这么“被加班”，合

适吗？ 其实，懂的都会懂。 笔者

父亲退休前也是一名主治中药

师，多年前，他只要在家休息，就

会有很多邻居上门咨询或寻求

帮助，过年也不例外。 我小时候

很不解：干嘛替别人忙得不可开

交、累得不行？ 父亲只是淡淡一

句：“能帮就帮吧。 ” 在笔者看

来，诸多医务工作者和乡亲们之

间自发形成了一条超越病患关

系的情感纽带，无论是求助者还

是施助者，其实都得到了精神上

的支持和慰藉。乡亲们带着礼品

回馈衡女士的老公，因为父亲笔

者少时也经常被村民关爱，充分

说明了这一点。

不独医生如此，一些律师、

教师等同样会在回老家过年时

向有需求者提供援助。

乡村社会这道独有的“风

景线”， 源自守望相助的古风，

可谓源远流长。 而审视此类事

例，总让人心生追问：什么是衣

锦还乡？ 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衣

锦还乡，不是开豪车、建豪宅、

在人前炫富， 而是被乡亲们真

正需要、真心敬重。 因为，真正

的“富有”抑或“发达 ”，从来都

是朴实无华的。 它是一个“离乡

者”才华和声望的积累，也是一

个“还 乡 者 ” 学 识 和 境 界 的

展 现。

春节期间， 各行各业的工

作者都在返乡。 在城市与乡村

的两种视野和意识发生“碰撞”

时， 不妨多些反哺的考量和行

动。 说到底，把脉桌前的蜂拥而

至，也是一种年味。 这番滋味，

涵盖着读书的意义、 道义的力

量， 让春节文化或春节文明更

添一层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社

会观感悄然发生变化：对比“穿

金戴银”式炫耀，善于反哺乡里

者更受人敬重、艳羡。 春节前夕

刘强东回馈老家村民和老师，

引发集体围观和点赞， 就是佐

证。 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令人

欣慰，也更令人期待。

反哺乡邻也是一道年味

□

伍里川

“病床”进家庭 优化护理服务

□

王璐

让农民工返乡就业更有底气

□

光明网评论员

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来说，

春节假期既是他们集中返乡的

时段， 也是他们换岗求职的高

峰期。 眼下，在江苏、湖北等多

地，“春风行动” 正在进行中，

多措并举集中为有就业创业意

愿的农村劳动者、 有用工需求

的用人单位提供就业服务，促

进农民工返乡就业、就近就业。

在江苏宿迁， 从正月初二

起， 当地推出为期三天的线上

线下招聘会， 数百家企业带来

3 万多个就业岗位。 在重庆，2

万多名劳务经纪人积极走访对

接， 为有就业意愿但暂无合适

工作的农民工提供职业指导、

技能培训等。在湖北襄阳，当地

紧锣密鼓组织返乡务工人员到

当地重点企业参观交流、 探岗

选岗。

曾几何时， 外出务工是农

民工群体不约而同的选择。 如

今，更多人愿意在“家门口”就

业，“促返乡” 成劳动人口主要

流出地就业服务新关键词 ，并

不意外。从外出到返乡，关键词

的更迭不仅揭示了劳动就业新

趋势新动向， 也预示地方发展

新机遇新动能。

从大的背景来看， 近些年

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持

续推进，我国中、西部的经济发

展增速和城镇化速度反超东部。

这不仅意味着中、西部地区的就

业供给能力大幅提升， 而且教

育、医疗、基础设施等生活品质

也相应提高。 在一些县城，富民

产业有力发展，乡村产业不断提

档升级，人们就业增收渠道得以

不断拓宽。 当在“家门口”就能

找到新饭碗， 还能照顾家里、陪

伴老人孩子，外出农民工返乡就

业的意愿自然日益强烈。

外出务工，不仅让农民工的

腰包鼓了，也帮助他们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和技能， 开阔了眼界，

得到了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

这使得他们在返乡后，能更好适

配新岗位的工作要求，更快适应

新的就业环境， 实现好就业、就

好业。 这些优势，也帮助他们可

以更好利用家乡的发展机会，找

到自己新的事业出路。 比如，更

敏锐地发现市场和政策机会，快

速盘活过去的资源网络，在自己

熟悉的领域中干出点名堂。 如

此， 不仅返乡人员自己有奔头，

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带动其

他人发展。

如何让农民工群体更有底

气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做好

就业政策宣讲 、就业供需匹配

和技能培训当然有必要。 农民

工就业信息来源比较单一，资

金积累不足使得创业起步艰

难 。 做好相关就业服务，缩小

信息差 ，可以进一步打消有返

乡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

者的顾虑 ，增强他们稳定就业

的 能 力 和 信 心 ， 勇 敢 迈 出 这

一步。

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加快

地方产业发展，加快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 ，做大就业“蓄水池 ”

和增收“大蛋糕”。 就业承载力

强、增收有盼头 ，返乡就业自

然有吸引力 。 发展地方产业 ，

固然与地方资源禀赋密切相

关 ，但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发

展，创造了更多弯道超车的机

会 。 而且随着更多就业者返

乡，就近就业创业 ，这对于地

方来说，也是优化人力资源配

置 、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契机 ，

进而蓄积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 新年，当

有新气象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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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春风送岗”

怎样更好“职”达幸福

□

子房先生

开工大吉，蛇舞新程！ 连日来，专列、包车、专机等满

载返岗就业群众奔向用工大省， 招聘会密集举办为供需

双方牵线搭桥，直播带岗让就业服务触“屏”可及……各

地返岗复工按下“快进键”，神州大地重新忙碌起来。

就业，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冷暖，也关乎国家的发

展大局。对个人而言，一份理想的工作是追求幸福生活的

起点；就宏观经济来讲，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是经济循

环畅通的关键支撑。 2024 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全年

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256 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

为 5.1%。 今年 1 月 17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

坚持就业优先，加强政策支持、培训赋能、服务助力，努

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活动， 是促进劳动力供需匹配的

重要举措。 当下，以“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暖民心”

为主题的 2025 年春风行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此次行动

旨在通过搭平台、拓渠道、促合作，让劳动者找到合适岗

位，使企业招到满意人才，在“双向奔赴”中实现共赢。 这

不仅会托起老百姓“稳稳的幸福”，也将助力一季度经济

实现“开门红”。

今年的春风行动亮点纷呈。 一方面，突出重点群体。

比如，山西运城聚焦农村劳动者、失业青年、高校毕业生

等重点群体举办招聘活动，共组织了 356 家重点领域、重

点行业的优质企业参加，提供 3 万余个就业岗位。另一方

面，织密线下“服务网”。 不少地方推出了大学毕业生求

职免费住 7 天的举措，部分招聘会现场引用 AI 智能服务

机器人，一些乡镇组织就业“大篷车”走街串巷……正所

谓劳动者聚集在哪里，就业服务就跟到哪里。

授人以鱼固然好，授人以渔亦不可忘。以订单式培训

为例，在广西南宁的专场招聘会上，现场同步举行了职业

技能培训助力产业人才培养结对签约仪式，6 所技工院

校与 6 家企业结对共建， 合作方向涵盖新能源汽车检测

与维修、 电气自动化、 工业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发展领

域。 对于各地来说， 不妨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既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也会为劳动者的长远

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春风送岗”只是第一步，让劳动者干得好、留得住，

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说到底，靠“薪”留人，更要用心暖

人。 为此，相关部门可以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完善

政策措施，让公共服务进一步覆盖更多外来务工者。企业

从点滴做起，切实保障员工合法权益，营造尊重劳动、关

爱员工的良好氛围，让广大劳动者体面工作、舒心生活。

“春风送岗”，“职”引未来，“职”达幸福。 当万千劳动

者的就业梦想被点亮，必将激荡出中国经济“千帆竞发”

的活力气象。

犒劳也要讲规矩

□

马黎

近日，媒体报道了一起公款吃喝案例：四川省泸州

市古蔺县石屏镇长龙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宋某

某， 用公款支付村干部聚餐费用。“大家平日工作都很

辛苦，就想过节聚餐犒劳一下大家，完全忘记了党规党

纪。 ”宋某某说。

逢年过节， 通过犒劳对大家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

有利于鼓舞人心、促进工作，也是人之常情。 但不以规

矩，不能成方圆，进行犒劳必须遵规守纪。 既不能有私

吞公款、 贪污受贿的贪图私利， 也不能踩公款私用、违

规挪用的红线。

一些干部错误地认为， 仅仅用一顿便餐犒劳大家，

花费不多，不是多大的事情。 纪检监察部门盯上这样的

事情，是小题大做，是对基层工作的不支持、不理解。

长龙村干部聚餐标准为每桌 400 元， 消费金额不

大，消费标准不高，算不得是高消费。 但是，公款姓公，

一分一厘不能乱花，一丝一毫不能私用。 个人私用公款

是违纪， 团体私用公款也是违纪。 既要严处大贪巨蠹，

也要警惕“蝇贪蚁腐”。

长龙村党支部书记宋某某谈到公款聚餐事件时说：

“当时主要是想组织大家聚一下。 但是， 自己掏钱请客

还是有点心疼， 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解决。 归根结底，还

是我缺乏纪律意识，思想上滑了坡。 ”他的话，既说出了

违纪的直接原因———用公款不心疼，也说明了违纪的根

本原因———缺乏纪律意识。

“蝇贪蚁腐”，其害如“虎”。 只有防微而杜渐，制止

“小错误”，才能防止“大问题”。 干部既要做到大事不犯

糊涂，也要做到小事保持清醒，在知边界、明底线中养

成纪律自觉。

犒劳是一种表达感谢和鼓励的方式，既可以是物质

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 对成绩突出的干部，可以在

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也可以通过表

扬、肯定、鼓励等，对表现优秀的干部给予精神奖励。

因为动用公款聚餐，不仅宋某某被给予党内警告处

分， 其他参与制作虚假报账资料的干部也受到批评教

育。 短暂的欢庆之后，是深深的懊悔。 长龙村公款聚餐

事件再次警醒广大党员干部：公私分明要牢记，犒劳也

要讲规矩。

什么样的患者可以建立家

庭病床，怎样办理相关手续，费

用如何支付……为满足特殊人

群的医疗服务需求， 规范和完

善家庭病床服务，前不久，有关

部门结合太原市实际， 制定出

台了新版《家庭病床服务管理

办法》。

对于年老体弱、 行动不便

或是长期卧床的患者而言，每

一次外出就医都面临着时间 、

精力和医疗资源的压力。 能够

在家享受完善的医疗服务无疑

是他们的迫切愿望。 家庭病床

服务是指对符合住院条件 、需

要连续治疗， 但因本人生活不

能自理或者行动不便， 到医疗

机构住院有困难， 需医护人员

上门提供服务的签约患者，由

基层医疗机构在其家中设立病

床，并指定医护人员定期查床、

治疗、护理，同时在特定病历上

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基层卫生

服务形式。 与住院治疗相比，家

庭病床服务在患者的舒适度 、

心理健康、 个性化护理等方面

都展现出独特优势。

良好的心理状态对康复过

程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家庭

病床服务在这方面的优势尤其

不容忽视。 毫无疑问，在温馨的

家庭环境中接受护理和治疗 ，

亲人的陪伴能有效增强患者治

愈信心。 近年来，我省各地不断

增强家庭医生和家庭病床建设

力度，令人期待。 但也要看到，

尚存在供给不足、 服务范围较

窄、 流程便捷性和人员激励机

制等问题。 在家庭病床进入发

展快车道的关键时期， 相信这

些瓶颈将尽快得以突破， 使之

惠及更多患者和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