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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
前，梁徐街道负责人带队赴无
锡、苏州等地开展项目考察洽
谈活动，深入洽谈储能设备制
造、军用射频微波电缆同轴组
件等项目投资事宜，就投资需
求、优惠政策、产业前景等方面
深入交流，共谋合作发展。

梁徐街道负责人强调，要
激发全员招商动力，用好项目

建设激励办法，落实项目建设
周推进月调度、党政负责人外
出招商机制，聚焦电力电气和
精密制造产业，挖掘名人能人、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资源，实
现能人招商、以商引商，积极推
动年内签约 2 个 5 亿元项目，确
保完成全年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开工 8 个、竣工 2 个的目标。要
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加快三园

区土地成片开发方案审批和土
地征收进度，盘活低效闲置资
产，加快共富标准厂房建设，为
实现 2025 年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开工 5 个、竣工 4 个的目标做实
空间保障。要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主动靠前服务，提前谋划部
署，助推项目建设高效提速，全
力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为街
道经济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梁徐街道招商考察谋合作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柳博耀）农
贸市场是市民购买蔬菜、肉类等
日常生活物资的主要场所，规范
提升城区农贸市场管理，关系广
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形
象。日前，记者走访城区部分农
贸市场，实地感受城区农贸市场
规范提升的新风貌。

10 月 31 日早上 7 时许，记
者在三水街道开发区市场看
到，市场内临时疏导点设置规
范、停车秩序井然，蔬菜、肉类、
海鲜等各个摊位分区明确、干
净整齐，前来购买食材的市民
络绎不绝。

据了解，三水街道开发区
市场在规范农贸市场时采取一
系列有效措施，包括完善市场
基础设施、优化分区布局、严格
环境卫生、守好食品安全等工
作，得到市民一致认可。三水

街道开发区市场负责人徐爱国
说：“工作得到市民认可，我们
很有成就感，以后会继续提高
服务水平，倡导诚信经营，助推
农贸市场食品安全、标准规范
化建设。”

在天目山街道城东市场，
随处可见文明宣传标语，销售
区域划分清晰，货物摆放整齐，
每一户商贩的摊位上方都安装
了电子显示屏，向市民展示各
类许可证，让市民购物更加放
心。天目山街道城东市场负责人
周阳说：“我们不仅注重市场整体
环境，同时对食品安全严格把关，
在服务态度和市场秩序方面也加
强监管，确保商户能够提供优质
的服务并遵守市场秩序。”

罗塘街道小梁山市场整体
环境焕然一新，崭新的广告牌、
平整的路面、规划科学合理的

停车位、秩序井然的购物环境，
让百姓的“菜篮子”工程全面升
级。商户王勇说：“今年小梁山
市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照明
灯都亮了，下水道也畅通了，通
过显示屏明码标价。我们的货
源都是新鲜的，保证每天为顾
客提供最新鲜的蔬菜。”小梁山
市场负责人丁卫东说：“我们严
格落实市场环境卫生管理制度，
每天安排多名保洁员打理清扫，
营造整洁卫生、规范有序的市场
环境。”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城区
各大农贸市场在临时疏导点管
理、市场分区布局、市场环境清
洁等方面规范提升效果明显，
且都在市场显著位置设置了宠
物安放点、市民放心秤、菜价电
子显示屏，进一步提升市民购
物舒适度。但也存在个别车辆
停放仍不规范、杂物乱堆乱放、
宣传展板破损等问题。

农贸市场规范提升是一项
长期、系统的建设工作，它不仅
关系市民的购物体验，更影响
着城市整体形象，需要部门单
位、经营户、市民等各方携手共
建，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只有
大家齐心协力，才能让农贸市
场为城市文明增光添彩，让市
民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服务。

规范城区农贸市场 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我区全面升级“菜篮子”工程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前，高新区（罗
塘街道）负责人率队赴无锡、杭州开展招商引
资考察，拜访江苏欧派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智物达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宸诺投资有
限公司等企业，洽谈合作事宜，进一步拓宽招
商引资渠道，为街道（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蓄势赋能。

高新区（罗塘街道）负责人指出，要牢固
树立“抓大不放小”的招商理念，拼抢 5 亿元
以上项目，也要拼抢亿元以上项目，努力形成
大项目“顶天立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大
珠小珠落玉盘”局面。更要聚焦新兴产业，布
局未来赛道，招引未来产业、数字产业，抢占
市场先机。街道（园区）要继续坚定信心、主
动作为，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
招商思路，充分利用资本招商、委托招商、以
商招商等方式，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
优质企业和项目落户，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活力、积蓄新动能。

高新区（罗塘街道）
招商考察奋力蓄势赋能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前，开发区（三
水街道）负责人带队深入一线，督导 232 省道
工程建设三水街道段搬迁工作，详细了解搬
迁进展、补偿方案、群众满意度等情况。

有关负责人指出，省道建设对于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搬迁工
作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确保每一户搬
迁家庭都能得到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街道
上下要再接再厉，持续增强工作的紧迫感，以
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迅速的行
动，全力以赴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目标任务。
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坚持一把尺子量到
底、一个政策贯彻到底，确保每个环节都公开
透明。要思想再动员、入户再动员、宣传再动
员，耐心细致地与群众沟通交流、分析利弊，
把关心关怀放在前，把疏导工作做在前，切实
将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开发区（三水街道）督导
232省道工程建设搬迁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前，装备园
区（白米镇）负责人带队前往马沟村、大安
村等地，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班子队伍建设
以及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调研，深挖问题根
源，理清工作思路，并提出指导意见。

装备园区（白米镇）负责人指出，要立足
村情实际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通过
土地入股、农户带动、吸纳务工等方式强化利
益联结，有效激活村级资源资产的收益能力；
要注重从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人员、退伍军
人、大学毕业生等人员中选人用人，储备一批
来源广泛、结构合理、能力过硬的村级干部后
备人选；要结合“微网格”建设，积极探索积分
制等有效治理模式，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基层
治理，持续提升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质效。

装备园区（白米镇）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姜薇）日
前，天目山街道召开 2024 年街
道综合考核工作推进会。

会议强调，要及时对接认
指标，以后发赶超的责任感、紧
迫感持续发力、赢得主动。积
极与上沟通对接，争取指导支
持，准确了解考核具体细则，明
确各项指标时间节点、具体举

措、主要责任人，齐心协力推动
目标任务落细落实。要精准梳
理补短板，以敢打敢拼的状态
承压奋进、知重负重。对标各
项指标任务找问题、找差距、定
措施。全面梳理工作中存在的
盲点、漏点，全力补齐发明专
利、文化产业等方面短板弱项，
持续攻坚高质量发展指标，确

保多得分、少失分。要紧盯目
标求实效，以决战决胜的姿态
推 进 年 末 冲 刺 ，持 续 靶 向 发
力。加大争资争项力度，抓好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进一步强
化外资信息产业对接、服务对
接，确保经济发展、乡村振兴、
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各项重点
工作圆满收官。

天目山街道推进综合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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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母亲的俗语里成长
♦高巧如

拎着两包样衣赶回公
司，几百米的距离让我觉得
格外漫长，没走几分钟就气
喘吁吁，手上的东西也越来
越沉。这时我油然想起母亲
常说的“远路没轻担”的俗
话。母亲对“远路没轻担”深
有体会。过去她常常走远路
看亲戚，手臂上擓的篮子越
走越重，恨不得把它丢掉。

偏爱俗语的母亲常常
借助它引领我成长。我每
次离家前她都会一边掂掂
我携带的箱包一边自言自
语：“远路没轻担”。家里有
人在高处换头灯泡或打扫
卫生时，她会不时提醒：‘人
无过头之力’，歇一下再弄
吧！”冬天来临，她会借助俗
语嘱咐我们早点穿上御寒
的棉衣：“千层单抵不上一
层棉”。要求我们平时做事
讲究效率，她会说“慢针婆
娘没闲时”；教导我们学习
女红时，她会说生活离不开
缝缝补补，不能“顺针不会

敹，横针不会连”，布鞋破了
要及时拿针补上，不能“人
还不曾到人跟前，脚趾头就
到了人跟前”，衣服鞋子破
了不补，人家会以为“针有
千斤重”哩……小时候母亲
常常用这些俗语教育我勤
俭持家，本分做人。

母亲在生活中说的俗
语多种多样：有教人遇事乐
观的“唱到天亮黄了菜，哭
到天亮菜也黄”，有教人做
事讲究时机的“雨天锄草，
就是给草搬家”，有教人物
尽其用的“长弯短不弯”，有
教人今日事今日毕的“阴天
驮穰草，越驮越重”，有教人
谨慎购物的“只有错买，没
有错卖”……母亲将她学到
和悟出的生活道理都通过
俗语教给我们。

母亲讲了一辈子也最
让我们受教育的俗语是“做
人不能吃了果儿忘了树”。
母亲既不会说“感恩”这个
词，也不喜欢说“羔羊有跪

乳之恩，乌鸦有反哺之意”
这些文绉绉的话。她不但
把“不能吃了果儿忘了树”
的话俗语挂在嘴边，而且将
它作为行动准则。

过去的农村，儿子们会
给父母几担稻谷作为生活依
靠，有些儿媳妇给的是瘪稻
谷。母亲听到这样的事情，
就会一边为老人唏嘘不已，
一边责怪后辈“吃了果儿忘
了树”，还会说“他们这样做
一定会‘响雷打头’的”。

有一次我的小孩私自
跑出幼儿园，被母亲的一个
朋友看到了并把他送回幼
儿园。事后母亲不但让我
带上礼品登门致谢，而且每
次从湖西庄来都要带上溱
潼鱼饼相赠，她说：“对帮助
过自己的人要感恩，有能力
的话一定要回报曾经受到
的善意。”

母亲的俗语凝聚了生
活的智慧，引领着我成长，
我要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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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故乡来
♦潘福平

在十四楼的写字台前，
风沿着敞开的窗口，慢慢走
了进来。我确定，它就是老
家楝树垛吹来的风，柔软细
腻，又飘着茉莉花的香味。
风将一座村庄的消息，也带
了过来。我想，此刻我不能
再守着一本书，阅读纸间的
人情冷暖。我必须牵着风的
手下楼，脚步轻轻地带它在
都市里走一走。

风一来，我似看到了风
里裹挟的故乡。父亲牵着一
头牛，慢悠悠地逛过街道，走
向广阔的原野。父亲打小就
学着用牛耕田、耙田，一生没
有离开过那块叫楝树垛的土
地。母亲也是放牛娃出身。
外公外婆因子女多将母亲和
大舅一同过继给了人家。母
亲常常提起小时候骑在牛背
上放牛的故事。

风一转，村口，楝树底下，
伫立着母亲，无数次目送我离
开村庄。她的目光一次一次
伸向城市。我们居住的地方，
不知什么时候成了母亲割舍
不下的魂牵梦绕的诗行。

我忘不了小时候小麦秆
盖的老屋，后来换成了砖瓦
结构。老房子上的一块块砖
瓦，四四方方，有棱有角，坐
在光阴深处，拒绝流浪。老
屋的砖瓦，不像人，说走就
走，始终在村庄，从生到陨
落，不曾离开村子半步。如

今，都市有了仿古的建筑，砖
瓦也转移到了城市，在一些
古巷子、老街上出现，及时慰
藉了如我一般的人沉寂心底
的乡愁。我会挽着风，安静
地泊在瓦檐下，听瓦的心跳，
咚咚咚，沉实，凝练。风一
扬，落一朵朵桃花，柳絮，与
瓦缠绵。

一场场穿过城市的风，
无论是白天带来的狂风暴
雨，还是午夜沿窗徐徐吹进
屋内的微风，我习惯收藏。
这来自不同方向的风。令我
一遍一遍缅怀在楝树垛的青
少年光阴。老房子里，有一
盏煤油灯，连房灶膛前还有
一捆柴火。

西南风吹，大地上的庄
稼熟了。父亲磨着镰刀，母
亲打着捆把的草葽子。一行
行金色成熟的麦子倒在镰刀
下。父亲累了，走到小河边，
用手抄口河水解渴，在河边
席地而坐，与风促膝交谈。

穿过城市的风，还得穿
过一座一座村庄，把漂泊在
城市的人的故事反馈给守候
在故乡的亲人，告诉那只匍
匐在村头的老黄狗，告诉一
柄挂在墙上的镰刀，告诉庭
院内疯涨的野草，告诉溢满
天落水的咸菜缸，告诉曾经
在一起耳鬓厮磨的草木繁花
和星辰大海。我的心没走
远，终归要落叶归根。

我时常借一缕风，洗洗
一身的尘埃，在城市一扇明
丽的窗前品一杯茶，望着人
来人去的街头，和灵魂对话。
我将文字淬炼成一把锄头，先
铲掉内心的蛮荒以及老屋墙
角的车前草、西屋边的柿子树
和银杏树，请故乡住进来。请
我的村庄体验一下城市的生
活，搬来土，在阳台上的盆里
种下一个村子，种下一阵风、
一场雨、一片云。在城市待久
了，疲惫了，故乡的风来了一
拨又一拨，替我翻翻落满灰尘
的书。读一读久远的唐诗宋
词，在心里筑一道篱笆，圈一
块地，写小说，虚构的也好，现
实的也罢。让精神横刀立马，
与梦想执手天涯。

风穿过城市，穿过我居
住的康城社区。我在小区的
林荫道上推着轮椅，失能的
母亲依旧享受着阳光的温
暖。家中的土地都已流转给
种田大户，耄耋之年的母亲
离开老家与我们一起生活，
有时去医院看病，享受着跨
省结算的医保政策。风吹
着，吹着放学回家玩滑板车
的孙子的头发，凌乱的头发
下是红扑扑的小脸。

今天，来自故乡的风拽
着我，在车流湍急的地段左
冲右突，寻找当年的美好年
华，风依旧苍劲有力，有股强
大的力量支撑着。

诗五首
♦沙进

捞一个月亮带回家
蜘蛛结网，捞了很多蚊子
渔夫结网，打了很多鱼和虾
孩子结网，捞个月亮带回家

月亮和我躲猫猫
月亮和我躲猫猫
一会儿躲到乌云里
一会儿躲到水井里
我得避开星星
防止它们告密

我在妈妈前面跑
我在前面边跑边喊
妈妈在后面边追边应
我想躲起来

又怕妈妈找不到
妈妈怕不怕找不到我

默许超车
老爸在大巴上打瞌睡
过一会就点头
好像在默许
窗外的汽车不断超越

抓娃娃
娃娃们被关在箱子里
一动不动
我抓了一遍又一遍
它们就是不愿意跟我回家
娃娃们真懒

诗词六首
♦陆明

七律·咏杉树
长杉好似捅天公，
夭秀云枝势气雄。
岁月清香生静境，
春秋翠影是茏葱。
才能规整栋梁器，
体直含怀松竹风。
携手株林情缱绻，
一湖晴浸夕阳红。

五律·水杉吟
突兀耸苍穹，千株尽郁葱。
密林听鸟语，曲径入迷宫。
老树经霜翠，新枝映日红。
扎根卑湿地，净化野田风。

长相思•端午吟
甜粽香，肉粽香。悬

艾祛邪孩佩囊，雄黄佳
酿觞。

风声狂，雷声狂，带怒
涛声犹悼伤，悲吟绕楚江。

鹧鸪天•端午
米粽咸甜青箬香，家家

艾草挂门框。眉心喜入雄
黄点，口舌欣来红菜尝。

举曲酒，尽倾觞。向天
九问诉衷肠。楚江屈子随
魂断，一曲离骚正气扬。

柳梢青•夏夜
风送微凉，能驱暑热。

啜茗临窗，抱卷消闲。台前
小绿，些许清香。

楼伴朗月星光。映碧
水。蛙声浅塘，远眺凭栏。
车流灯火，璀璨家乡。

浣溪沙·孟秋
稍退炎蒸又见秋。庐

居吟兴纳凉留。蝉声间或
柳丝柔。

晨见荷花皆见倦，相呼
蛙蛤也知休。粳香阵阵悦
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