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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的年，可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盛
大的节日了。哪个民族会像我们一样，把一
个节日过得如此悠长快乐，摇曳生姿？“过了
腊八就是年”，我们的年从腊八开始；“正月
里来是新年”，我们的年到过完正月才结
束。我们的年，隆重、喜庆、欢乐。年还未
到，我们就开始预支快乐和幸福，我们用数
十天时间准备过年，提前感受年的味道；年
过了，我们再用一个月的时间，回味年味儿，
让幸福长长久久地停留。

所以说，年是岁月的犒赏。时光长长，
岁月漫漫，每一年就像一段艰辛的旅程一
样。道阻且长，而年是胜利的终点。我们走
着走着，就在快要走累的时候，看到年的旗
帜在高高飘扬。渐行渐近，年的烟花砰然绽
开，灿烂辉煌。我们心中的喜悦，顿时升腾
起来，脚步也变得有力了。年是对我们长途
跋涉的犒赏，是对我们努力生活的犒赏，是
对我们心怀热爱的犒赏。设想一下，如果没
有年这个喜庆的节日，岁月中是不是就像少
了一次盛大花开？如果日子少了一次这样
的华丽绽放，我们的生活该多么黯然失色
啊。

还好，我们用过年的形式来犒赏自己。
过年了，我们终于可以安心地放松了。平日
里紧绷的神经，因为年的到来得到了缓解。
这段日子，是一段有趣而精彩的慢时光。我
们放慢了脚步，学着享受生活的种种美好。
我们就像辛勤耕耘的农人一样，春种夏耘秋
收冬储，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到了年底，必
定要好好犒赏自己一番。付出的汗水，必定
要用看得见的硕果来验证。只有如此，才是
对自己和生活的善待。

年是岁月的犒赏，快乐是生活的赐予。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们默默积蓄，默默努力，
终于赢得了这样一段悠长而幸福的时光。
一年中，只要有这样一段时光，生活就是亮
闪闪的；只要有这样一段时光，日子就是温
情幸福的。这一年，无论你过得艰难还是容
易，无论你过得慌张还是安定，无论你过得
沉重还是轻松，年都会如约而至。年可以雪
中送炭，慰藉你一年的辛劳；年可以锦上添
花，赏赐你最大的幸福。

过年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年带来
的美好。穿新衣，吃美食，看美景，只要你愿
意，享受一切美好是天经地义的。年是岁月
的犒赏，安心享受属于自己的幸福。过年
了，每一个日子都是令人欣喜的，生活的细
节中到处都有幸福的痕迹。

年是岁月的犒赏。年把轻松和愉悦犒
赏给我们，把快乐和幸福犒赏给我们，把团
圆和美满犒赏给我们，把吉祥和如意犒赏给
我们，把期许和憧憬犒赏给我们……一切都
被年涂上了缤纷的色彩，日子也被镶上了金
边。张弛有度一直是生活之道，过年这段时
间，我们放松了心情，放缓了生活节奏，日子
多了甘美醇厚的味道。过年了，畅饮一杯幸
福的酒。这杯酒，是经历春夏秋冬慢慢酝酿
出来的。珍惜岁月的犒赏，把生活的滋味融
入其中，一饮而尽。

年是岁月的犒赏，幸福是时光的恩赐。
让我们以年的名义，纵情欢歌；让我们以年
的名义，尽享欢乐；让我们以年的名义，拥抱
幸福；让我们以年的名义，憧憬未来！

年是岁月的犒赏
王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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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手指轻轻一挥，一片片雪花
就变成了一张张素笺，他们层层叠叠，染
白了冬天的大地，远处的山，近处的水都
变成了一张张洁白的宣纸，那些或静或
动的事物都成了饱蘸浓墨的笔尖，在冬
天的幕布上淋漓尽致地铺陈、落笔……

远去了花红柳绿，远去了莺歌燕舞，
万物在素白的冬天都安静下来。雪花以
铺天盖地的气势打开了大自然的宣纸，
翠竹密林、淡柳疏烟、小桥流水，一切安
静的美都在这里铺展开……冬天，就是
一幅简笔素描的画，悠然在风中，静落于
老屋、篱笆、老井的周围，悄悄地、悄悄地
讲述季节深处的故事。

节气是个才华横溢的画家，只用了
简单的几笔，便勾勒出美丽的乡村冬色，
远山是永恒的背景，朦朦胧胧矗立着。
几只鸡鸭，两三只狗儿猫儿，疏淡有序，
肆意地在白色的宣纸上描绘出古松、翠
竹还有鹤群。气韵悠然的天地间，几间
老房的青砖红瓦，几棵冬树的瘦骨嶙峋，
几院篱笆的疏密有致，几缕炊烟的袅袅
娜娜，便在柔软的白宣纸里有了水墨江
南的古韵。

雪落无声，天地一片洁净，我沿着鸟
雀的足迹，欣赏着山野间这壮丽的水墨
江山图。厚厚的积雪里隐藏着淳朴的记
忆和无数童年的往事，在这水墨淡然的
图画里，在这炊烟袅袅的村落里，每一次
心跳都是一个跳跃的音符，每一次回忆
都是一笔浓墨重彩的书写，我们远离家
乡的日子，是香喷喷的玉米粥，是金灿灿
的小米饭熨帖了我们背井离乡的肠胃。

在这寂静的冬日里，山林打开季节
的笔记，用深情记录着一株草儿、一朵花
儿、一棵树儿，记录着这韵自天成的冬日
美景。远近的树木，高低的村落，都被雪
花和雾色渲染出朦胧的意境，太阳散发
着浅淡的光芒，懒洋洋地俯瞰着大地，被
素白掩盖的村庄多了寂静，少了喧嚣，几
只鸟雀儿、几缕炊烟，用跳跃、用升腾的
姿势，点染着这一幅静静的水墨画。

走过春天的繁华，走过夏天的喧嚣，
走过秋天的收获，山和水带给人们不一
样的惊喜，而冬天雪后的美丽更让人震
撼。此刻，山明树立，琼枝玉叶，冬天动
用了整个素色来涂抹这个季节的礼物。

村庄里，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比如
炊烟、比如房子、比如鸡鸭、比如树杈上
簌簌飘落的雪花，比如那些靠着墙根晒
太阳的爷爷奶奶，在这个安静素白的世
界里，他们肆意舒展着自己的快乐，恣
意享受着生活赠予的美好。还有那淡
黄的土墙、低矮的篱笆、窄窄的小巷、忘
记年龄的水井，他们依偎在素笺淡墨的
水墨画里悄悄告诉我，雪融化后，春天
就要来了……

简笔素描的冬天
杨丽丽

生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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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活在农村，小时候挨过饿，
对食物极为珍惜。她时常对我们讲，浪
费粮食是一种罪过。田里的粮食总要
做到颗粒归仓，甚至偶尔有饭粒掉在桌
上，她也会一粒一粒地捡起来，放到嘴
里吃掉。

有一次我到娘家小住，小弟领着儿
子皮皮回来了。中午吃饭，皮皮不小心
将一碗饭撞翻在地，母亲心疼得不得
了，弯下腰去，想把地上的饭捧起来。
皮皮大声说：“脏，奶奶！”母亲执意去
捧，皮皮索性走上前去，将地上的饭踩
了个稀烂。一向疼爱孙子的母亲气得
大骂皮皮：“你这个败家子，这是粮食
呀，怎能这样糟蹋！”扬起巴掌就要打皮
皮。

母亲深知食物来之不易，她认为，
所有的食物，都是老天爷的恩赐。在日
常生活中，我发现，许多老年人对粮食
都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惜。

我有一次蒸馒头，饭后，70岁的婆
婆颤巍巍地进了厨房，听见窸窸窣窣的
声响，我问：“妈，你在厨房干什么呢？”

“没……没什么”，婆婆好像在掩饰什
么。我走进厨房一看，原来，婆婆正费
力地用手抠蒸隔周围沾着的馒头屑
吃。我说：“妈，这让小飞（我老公）看到
可不好，还以为我不让您吃饱饭呢，想
吃，簸箕里还有很多馒头。”婆婆不自然
地笑笑：“我不饿，看见你常将这些馒头
屑用水一泡一刷就倒掉了，怪可惜的。”

其实，珍惜粮食无关乎贫富，它体
现出的是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古人说：

“惜衣惜食非是惜财缘惜福”，道理就是
如此。李嘉诚用餐简单，一碟小菜，一
小碗米饭。最后不仅菜吃光，碗里的饭
也吃到几乎一粒不剩。李叔同认为，人
有十分福气，也只好享受三分，所余的
可以留到以后去享受。在他眼里，白菜
好，咸苦的蔬菜好，能有一碗白米饭吃，
更是好上加好。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现如今，生活条件
好了，有些人却忘记了曾经的匮乏与不
足。孩子扔馒头，大人倒剩饭，讲面子，
摆阔气，各种奢侈浪费随处可见。

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人要心
存敬畏之心，即便是自己的劳动所得，
也没有随意糟蹋的权力，你可以将富余
的物质去接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食
物将养料融合于人的血肉中，保证了生
存。对食物的敬重，其实就是对生命的
敬重。

敬畏食物
王永清

节约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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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年累计受理群众诉求81.16万件

服务心连心 距离更贴近
2020年的乐山，极为不易，极不平凡。
过去一年里，面对疫情、汛情、经济复苏等一场场“大考”，乐山全市上下勇对机遇挑战，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作为市委、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乐山市心连心服务中心紧跟全市中心工作、紧贴群众“急难愁盼”、紧扣部
门职能职责，充分发挥直接联系群众的优势，将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也让“人民在党心中、党在人民
身边”的工作理念不断深入。

2020年全年，中心累计受理群众诉求81.16万件，群众满意率达98.6%。

整合了全市所有热线电话的心连心服务热线“12345”，多种渠道受理
群众诉求，通过市、县、乡、村四级联动，限时办结将问题解决在“家门
口”。但对于群众满意度不高、办理周期较长的部分诉求，该如何解决？

“夹江县漹城街道一路口的路灯为啥不亮了？”“五通桥区石麟镇大桥
村的村道受损，能不能尽快维修？”“沙湾区城区供水不足、水压太低，咋个
办？”……过去一年里，面对群众关切的问题，市心连心服务中心通过实地
查看、协调推进、评估办理质量，开展现场督办40余次，就存在问题落实相
关部门责任，并定期“回头看”，将诉求更高效、更快速地办结。

城市交通、环境卫生、医疗教育、民生改善……2020年，市心连心服务
中心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的诉求主动发力、精准施策，在现场督办、部门
会商、媒体监督上狠下功夫，不断提升办理效率、提高服务质量，争做群众

“贴心人”。
针对跨区域、跨行业的复杂问题，中心积极开展部门会商、推动诉求办

理，重点协调处理了市中区通江老街供水等多个问题；在乐山电视台、乐
山日报、三江都市报开设专栏，优化提升心连心电台直播节目，聚焦跟进
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推动100余个问题解决。

强力推动信息资源整合，不断提升心连心服务热线系统平台功能，才
能为群众诉求的有效、快速办理提供坚强的技术保障。

过去一年里，市心连心服务中心不断完善中心应急指挥、城市管理等
功能，推动4大类、21个信息系统接入中心运行，着力构建集服务群众、城
市管理、应急指挥调度、智慧旅游等于一体的服务管理大平台；完成主会
场和 11个县（市、区）、3个管委会的视频会议系统安装调测，通过“背靠
背”形式与省政府总值班室视频会议系统、气象会议系统、水务会议系统
等实现互联互通。

2020年11月25日，“心连心讲堂”首期开班，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相关负责人受邀走进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围绕社保征收新变化与群众面对面
交流。“聚焦大家关注的问题，邀请部门面对面答疑解惑，这样的形式非常好！”
活动现场，群众踊跃发言提问，现场互动气氛热烈。

不仅开办“心连心讲堂”面对面解读政策、释疑解惑，2020年，市心连心服
务中心还开设“群众开放日”，邀请群众代表参观了解心连心服务中心，传递党
委政府温暖。一年时间里，共有6批次、11个县（市、区）、400余名群众参加“群
众开放日”。

主动创新工作手法、探索群众服务新模式，过去一年里，市心连心服务中心
坚持把教育引导群众作为服务的重要内容，将系列活动作为有效载体，搭建起

“面对面”沟通交流的平台。
2020年11月，市心连心服务中心举办三场“问计于民”专题会，紧扣当前

全市重点工作，通过面对面座谈，进行“十四五”规划建议意见征集，共收集群众
意见建议130余条。

2020年，市心连心服务中心优化群众诉求的集中受理、统一交办、分级办
理、限时办结、回访调查、审核归档的闭合办理流程，第一时间在线解答咨询类
问题，及时准确交办二级部门事项18.09万件；抽查回访归档群众诉求11.43万
件，退回重办1662件，对办理群众诉求不及时的市级部门进行书面通报；省
12345平台转办事项由专人负责，明确办理时间和回复要求，1105件转办事项
按时办结率达100%。

2020年新春，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一场不见硝烟的
战争全面打响，市上第一时间组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
挥部，设在了市心连心服务中心。

24小时宣传疫情政策、通报疫情情况、解答群众疑惑、解
决群众困难……中心全面做好指挥部后勤保障工作，设立新
冠肺炎疫情专席，及时收集分析疫情信息供市委、市政府决
策参考，同时还开展“同心抗疫 爱心助农”活动，帮助解决菜
农卖菜难、市民买菜难的问题。一年时间里，共办理群众新
冠肺炎疫情诉求2万余条，为乐山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作出
积极贡献。

2020年 8月，乐山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市
委、市政府在市心连心服务中心设立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
集中调度指挥抢险救灾。中心全体干部职工迅速投入战
斗，设置“8·18洪灾恢复重建政策专席”，及时报告灾情，做
好政策解释，积极协调相关区县、部门解救被困群众，第一
时间汇总灾情和困难。在灾情最严重的3天时间里，中心
共处置群众灾情有关诉求3000余件，相关经验被省12345
平台全省推广。

全力服务文旅发展，在四川三大文旅盛会和国庆黄金
周期间设置专席，及时受理交办游客咨询和诉求，实行每日
情况专报作为决策参考，确保盛会召开和国庆旅游提升；广
泛收集工作建议，依托电台直播节目、微信随手拍、举办“问
计于民”专题会等，收集群众意见建议7000余条；扎实助推
基层治理，建立城乡基层治理能力评价制度，建立基层治理
单位负面清单，有力推动全市基层治理工作提升；努力当好
参谋助手，新增日报、改版周报、优化专报、编发简报上百
期，及时反映情况并协调处置突发事件，为市委、市政府提
供参考信息。

记者 宋雪

有速度
强推资源整合“急难愁盼”办理更高效

有温度
优化服务方式“面对面”交流拉近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