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其中提
到，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政策，完善阶梯
电价、水价、气价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
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
务、承担照料责任。

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的父母“就近
居住”或者是“共同居住”，这样的倡导虽
然只是鼓励层面，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眼下的居住方式多数是父母和子女“各过
各的”，很少有“同住一个屋檐下”“一个锅
里摸勺子”的生活方式了。应该说，这是
导致“黄昏孤独”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次提出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
“就近居住”或者是“共同生活”，彰显出的
是国家层面对老年生活的重视，这既是对
传统孝道的倡导，也是对阖家欢乐的回
望。

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

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
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让老人安享晚年，让老人享受儿孙
绕膝的幸福。

鼓励“共同居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却不容易。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住房的
问题。眼下城市的住房的面积能否满足

“共同居住”？尤其是在一些一线城市，住
房还是比较紧张的，加之正在倡导三孩时
代，假如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加上夫妻，
加上男方父母，就是7个人。还需要考虑
的是独生子女家庭的问题，比如有的女方
是独生女，这个时候她的父母也想“共同
居住”，这就是9个人。一些两室一厅是
难以满足居住需要的，即便是三室一厅居
住起来也不容易。这需要从住房结构和
面积上进行新的布局。比如家庭的厕所

也需要两个以上。一句话要有住得下父
母的房子。

还需要破解“代沟问题”。上海一位
老人想与儿子一起居住，结果儿子儿媳都
不同意。老人将儿子儿媳告上了法庭，最
终法官判决“儿子必须与父母一起居
住”。可是，“共同生活”如果是这样的结
果，一定是强扭的瓜不甜。父母的生活习
惯，子女的生活习惯，儿孙的生活习惯，会
有着天壤之别。不在一起居住的时候，这
些矛盾显露不出来，居住在一起了，就会
成为一些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如何引导
父母和子女之间互相包容，包容不同的生
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也是需要提前谋划
的。这需要多些亲情理念的包容教育。
也就是说要有“容得下父母的心”。

鼓励“共同生活”当然是一件好事
情。如何把“共同生活”的倡导变成甜蜜
现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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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与父母共同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

南通首个青年发展规划日前编制出
台。作为该市“十四五”规划重点专项规
划，《南通市青年发展规划》聚焦青年成长
发展核心权益，明确发展目标和举措。
（《新华日报》11月28日）。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南通聚焦青年成长发展核心权益，
编制出台首个青年发展规划，可贺可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
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
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要让青年一代
担起重任，不负期望，就必须聚焦青年成
长，做好青年工作，进一步完善青年发展
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关心青年、吸引青
年、赢得青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理想远大、
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

摧的前进动力。我们必须站在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
度，把握青年工作重点，了解青年的成长
愿望和需求。适时地编制出台青年发展
规划，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显然有利于确保青年一代成
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青年强则国家强。歌德有句名言，
“创造一切非凡事物的那种神圣的爽朗
精神，总是同青年时代的创造力联系在
一起的”。青年人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接
受能力强，正处在长本事、长才干的大好
时期。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形势，关
心关爱青年成长进步，鼓励青年群体在
不同领域里奔跑、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
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编制出
台青年发展规划，显然有利于弘扬青年
群体正能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
青年是最富活力、最具创造力的群

体，青年的发展与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
紧密相关。如今的青年一代，置身全球
化与互联网的双重语境，他们中的许多
人接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了快速获取知
识、信息的技能，既充满活力又锐意进
取。他们立足当下，指向未来，最需要的
是政府给他们搭建平台、提供机会，为他
们成长成才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编
制出台青年发展规划，必定有利于引导
他们凝心聚力，担当重任，成为推动社会
进步的动力。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场
必须有青年登场的接力赛。今日青年的
姿态，那就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姿态。
地方政府编制出台“青年发展规划”确
实可贺可赞！

让青春之花更加绚丽多彩
□夏俊山

□郭元鹏

“做样子”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不
想真做。或是为了检查，或是为了拍
照，或是为了上报，或是为了上镜；总
之，这一切全都是假装。

最常见的“做样子”，是一些党员
领导干部在落实工作要求时，“把说了
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实际情况
是只喊口号“唱空城”，表面文章做得
无可挑剔，不深入实际，不抓落实；还
有一种“做样子”，就是“不尚实干尚空
谈、把召开会议当落实”。这样“做样
子”，不用俯下身子，不用深入实际，不
用听群众说，就能大功告成；再有一种

“做样子”，是按部就班，“只喊号子不
拉纤，撸起袖子一边看”。摆出一副

“加油干”的阵势，实则是安于现状、不
思进取，庸碌无为“混日子”。不管日
常工作，还是上级布置的临时任务，不
推不动，一推一动，从不主动作为。就
连自己所承担的日常事务，也是能不
干就不干，能推开就推开。

有“做样子”的干部，就一定有该
办办不成的事，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就会被当成“皮球”踢来踢
去。不管是哪种“做样子”，都与新时
代的干部作风，与主动担当作为的干
部形象格格不入。

怎样才能让“做样子”干部做不
成、做不下去呢？正向激励真干事干
部积极性，加大对“做样子”干部惩戒
力度。新时代，不能“干多干少、干好
干坏一个样”，好干部得到重用最给
力。加大精准问责力度，紧盯干部担
当不够、作风不实、执行不力等问题，
让“做样子”干部“偷鸡不成蚀把米”。

空做样子虚度，不负韶华干事。

让“做样子”干部
“偷鸡不成蚀把米”

□梁 新

本报讯（通讯员 周保太 陆照兴）11
月 23日下午，钓鱼镇中朝村党群服务中
心会议室内暖意浓浓，坐无虚席，来自市
教育局机关和中朝村的 70多名党员干
部齐聚一堂，认真聆听市教育局机关第
三党支部支部书记给大家上的一堂题为

“学习六中全会精神，凝聚干事创业热
情”的党课。通过党课学习，参会人员精
神上得到了洗礼，工作上明确了方向，表
示要从党的百年伟大征程中汲取前进的

智慧和力量。
此次党课，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送到了乡村。同时，机关、基层党组
织，党员联手举办党日活动，充实了党建
工作内容，推进党日活动，面向基层、面
对工作、做实为民服务主题，有效促进了
党建工作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教育局
机 关 党 员
刘 德 道 表
示，作为一

名机关党员，通过学习六中全会精神，今
后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关心
人民，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活动期
间，教育局的党员干部还走访慰问了中
朝村 10名困难群众。97岁的老人沈步
林激动地说“党对我不薄，还是共产党
好、社会主义好！”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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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到村宣讲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侯峰钟 葛明
才 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连日来，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会同市交投公司挖
掘停车资源，做到合理施划、应划尽
划，以缓解城区机动车停车难问题，
为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停车服务环
境。

在原有已施划 9400个停车泊位
的基础上，两部门通过多方调研、协
调，又在城区英武南路、昭阳路等多
个路段新增免费停车泊位 500多个，
这些停车泊位添加了导向箭头指示，
标线全面出新。

警方提醒广大驾驶员，停放机动
车时一定要按箭头指示的方向，依法
将车辆规范停放至停车泊位内，共同
营造文明、有序的城区道路交通环
境。

城区又增500多个
免费停车泊位

本报讯（通讯员 赵山玉 特约记
者 袁开建）冬日的阳光洒落盐靖河上，
一河清水波光粼粼。坐落在河东岸的戴
南镇振兴村草积自然村宁静而优美，走
进这个古老的村庄，不时听到村民发出
的朗朗笑声……

“有难必帮、有病必望、有结必解、有
优必评、有喜必贺、有商必访。”这块矗立
在村头的“六有”“六必”的标语牌，是草
积村“学党史、办实事”的主要内容。这

“六必”犹如缕缕春风，吹开了百姓的脸
上的笑容。

从 2018年到目前，该村先后投入近
500万元，新建通村公路1000多米、停车
场3处、通村大桥4座、绿化景点2处、健
身场 2处、百姓大舞台 1处，完成村庄巷
道的硬质化浇筑，安装 LED路灯 100多
盏，村庄主要河道进行清淤、驳岸，同时
拆除了一些危旧房，彻底改变过去脏、
乱、差的现象。这些投入资金除了一部
分是村集体积累外，绝大多数为村里能

人捐助。
在办好惠民实事的同时，该村对需

要帮助的群众伸出援助之手。村民李加
宏患心脏病在兴化住院，村干部前往医
院探视并送上慰问金。五保老人夏兆进
房子漏雨无力维修，村里仅用两天就帮
他弄好了。村民李国铨家庭纠纷无力解
决，村干部把他们请到自己家中调解，一
家人终于重归于好。截至目前，振兴村
已连续 16年无上访，真正做到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相传草积村是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抗
金的粮草囤积地，“精忠报国”的思想在
这里根深蒂固，流传至今。当代著名书
法家周志高先生也是振兴村人，他每年
回乡都与乡村们攀谈，引导大家重视文
化、培养孩子。79 岁的申德山老人认
为，振兴村自古以来就有淳朴的民风，影
响着一代代人。“现在村里的干部也是办
实事的，跟老百姓客客气气的。”老人笑
着说。

振兴村：惠民实事多办 百姓笑容常在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张 燕 全媒体
记者 冯兆宽）一日战友一世情，阔别
已久终重逢。近日，中堡镇戚家村对
越自卫反击战老兵程余昌的家里迎
来了 3名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
云南昆明、阔别 40多年的战友。一
见面，4位年近七旬的老兵激动得紧
紧相拥，久久不愿分开，笑容在他们
刻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岁月的光彩。

“40多年了，我们今天终于找到
你啦！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我们
吗？我清楚的记得，我们是在 1979
年2月5日分别的，40多年了，一直挺
想念你的，真的不敢相信，我们还能
够再见面，这多亏了退役军人服务站
的黄站长啊！”老兵宋思荣含泪激动
地说道。

今年9月10日下午，中堡镇退役
军人服务站副站长黄正忠接到一个
来自云南昆明的电话，对方一口浓烈
的当地“普通话”急切地说明“找战
友”的愿望。黄正忠确认身份之后，
答应一定会帮忙寻找，并要了对方的
相关信息。在信息采集系统查找多
次无果，黄正忠又翻阅了部分原始档
案，终于找到了老兵程余昌，立即打
电话告知其有战友相认。程余昌非
常激动，没想到有生之年还会见到久
别的老战友。老战友联系后，就发生
了本文开头的感人一幕。

老战友失联40余年
“娘家人”帮圆重逢梦

千垛镇“党员河长”助力生态河道创建
本报讯（通讯员 周耀东 王明方）

千垛镇推进生态河道创建工作，充分发
挥“党员河长”在宣传治河政策、监督工
程建设、搭建沟通桥梁、推进河长履职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目前，千垛镇生态河
道整治和建设工程已提前完成。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该镇在明确河
长制工作机制和责任分工的同时，充分
调动党员参与河湖治理的积极性，结合

党员自愿者活动，由各村聘请了一大批
热心环保公益的老党员担任“党员河
长”。对区域内的每条河道分别安排一
名党员作为“党员河长”，其具体职责包
括每周巡河、监督河流水质、问题及时上
报、上下联动对接、治理举措落实等，全
镇 28个村共聘任“党员河长”192名，基
本达到每条河段都有1名党员管护。

该镇今年参与市生态河道创建的有

27条，负责管护这些河道的 81名“党员
河长”对照创建要求，坚持分时段沿河巡
查，宣传生态河道创建，劝导违规捕捞行
为，监督工程施工，随手清理岸边垃圾，
发现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传递给河长协
调落实。从 9月份以来，全镇负责管护
创建河道的“党员河长”累计巡河 1150
多人次，交办问题 33 个，解决问题 218
个。

兴化传统木船制作技
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竹
泓镇所制造的各类木船销
往国内外市场。图为木工
师傅采用传统技艺制作非
遗木船。

张娈鸾 杨桂宏 摄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