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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首要在于产业振兴。
没有产业，一切皆为空谈，这也是
为什么现在更多农民要向城里跑的
原因，因为城里有产业和产业带来
的工作岗位。有工作便有稳定的收
入，这是能过上更好日子的基础。

笔者这些年一直在农村跑着，
有无产业对农村来说就是两重天。
有产业带动的村庄，村民收入、村
庄建设等等一切皆好；没有产业带
动的地方，一如既往地死气沉沉。
产业振兴虽然如此重要，但笔者想
说的是，人才振兴才是解开乡村振
兴难题的第一环。

曾经热闹的乡村，很多变得沉
寂下来，主要原因是两个流失。

一个是资金流失。打工的做生
意的以及一切有了钱的农民，越来
越多地在城里有了房有了家。随着
他们的进城，他们手里的钱也不再
姓“农”。资金流失的另一个重要
组成，便是上学。从小学到初中，
从高中到大学，农村父母在相信知
识改变命运的意念下，支付着孩子
上学的各种费用；孩子最后大学毕
业，留在城里。对于农村来说，这
就像一棵树，从种子出芽到小树成
长，农民辛苦将其最后培育成大
树，大树的归属却成了他人。

相对于资金流失，更可怕的是
人才流失。不管是挣了钱的农民，
还是大学毕业的孩子，都是农村的
人才。虽然到哪里都是为了祖国的

繁荣昌盛，都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过
上更美好的生活，但这种农村人才
的单方向流失，对农村各方面的发
展是致命的。没有了人，尤其是人
才的带动，乡村振兴便无从谈起。

笔者的老家是个偏远山区农
村，曾经有 4 0 0多口人。这些年
来，考上大学离开村的，有了钱进
城定居的，有四五十人之多。现在
全村还剩下的不到400来口人中，
除非过年过节，基本上是老弱妇
孺，以至于笔者回去后能相识的，
全是些年过六旬的老人。一些能窜
能蹦的走了，更多能窜能蹦的正一
心想着走。笔者走在只有新房没有
新人的村里，找不到能够振兴的理
由。

在不同的地方，笔者参加过不
少农村的党员会。看着坐满党员活
动室的基本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笔者曾问一位村支书：没有年轻些
的党员吗？村支书说，也有，都在
外地，没回来。老党员觉悟高、老
成持重，对一个村庄很重要，可如
果缺少新鲜血液的补充，便也缺失
了活力和动力。在一个只有300来
口人的村庄，村支书说他们村已经
有12年没发展新党员了。原因有
二：符合发展的能人走了；分配下
来的发展名额太少。

有些人把乡村振兴的动力放在
外来人和外来资金上。有着广阔视
野和雄厚资金的人，到农村发展创
业，是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和人
才振兴的很好办法。笔者这些年来
也采访过不少这样的人和他们在农

村建立起来的产业，他们成功的创
业给当地乡村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振
兴，让人欢欣鼓舞。

笔者想说的是，外来人才和资
金很好，但只能是乡村振兴中的外
来力量。乡村振兴的主角是农村、
农民和农业，最大的力量必须产生
于这三者内部。中国乡村极其广

大，外来人和外来资金能撬动的，
只是点，能有示范作用，但无法燎
原——— 一个县，现在能有几个这样
的样板？能带动多少村庄和农民？

乡村振兴的人才动力最大点在
哪里？这是笔者这些年来一直在寻
找着的。笔者可以肯定地说，还是
农民。这些年来，笔者采访过以下
这类的农民。

一个40多岁的农民，在同龄人
纷纷外出打工、做生意时，他选择
了留下来养猪，并从养猪发展到贩
猪。现在，他一年能把三四万头肥
猪贩运到苏浙沪等地，当地农民从

不担心猪卖不出去，价格也要比其
他地方高些。因此，当地一些年轻
农民选择小规模养猪，一年出栏二
三百头猪，收入不比外出低。这样
的农民多了，便在当地自然而然地
形成了产业。有了这个产业，农民
不用外出，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一个在当地有了自己企业的农

民，却把企业关了，专心养起鹅
来。他养鹅的原因，是因为当地有
很多低洼盐碱荒地，这些荒地种粮
不行，却可以种草牧鹅。他的想法
是，上级在要求农业结构调整和供
给侧改革，种粮效益太低，何不在
地里种草养鹅？他说，一对年轻夫
妇，把家里的地种上草，养上二三
千只鹅，收入比外出打工高。“我
就想带着周边农民养鹅。”他说。
他的目的，是要让养鹅成为当地农
村的一大产业。

一个30来岁的大学毕业生，在
城里干着建筑行业，手里攒下了

300多万元钱，却扔下了城里的生
意，跑回了老家农村。他跑回来的
原因，是因为他看到农民因为农业
服务业的很不完善，种几亩地还
行，想要规模发展却很难。他回到
农村，买来各种农业机械，组建起
专业队伍，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各
个环节的服务。

一个3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本
来在城里做着外贸生意，挣着让农
村老家同龄人羡慕的钱，却回到老
家，带领山区农民种植金银花。这
位年轻人说，他是从农村走出来
的，知道留在农村的农民挣钱太
难，传统的种植根本没法富裕他
们。这位年轻人说，他在城里挣着
大钱时，乡村的那份泥土的味道，
一直萦绕在梦里。

近几年来，笔者采访过十几位
这样的人，他们是农民，或是从农
村走出来的人，最终选择留在农
村，或重新回到农村。每一个这样
的人，都给他所在的村甚至周边农
村带来了大发展的希望。在采访他
们时，他们几乎都说过，选择留下
来，或者重新回来，是那份浓浓的
乡土味道，他们没法割舍这份味
道。他们的留下或回归，同时也是
资金的留下和回归。

这是乡村的希望，愿更多的农
民或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没法割舍
这份乡土味道。没有对农民的爱，
没有对农业的爱，没有对农村的
爱，在乡村求发展难以持久，而这
些留下的农民和重新回归农村的
人，不缺乏这种爱。

愿更多的人梦中萦绕着乡土味道
赃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肖民

今年参加高考的李恩慧，已被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录取。贫困家庭
的李恩慧拒绝捐款，通过卖西瓜的
方式，为自己筹集14000元的学费
和生活费。李恩慧被网友们称为
“西瓜男孩”。（《北京青年报》
8月9日）

寒门学子，自强自立，是一种
最美的品质。相对而言，我们孩子
的日子要好过很多。然而，在富养
的时候，家长为孩子做了很多类似
于洗衣、打扫卫生、做饭等这些本
应孩子自己做的事情，更不消说苦
难、挫折教育，导致孩子成为了温
室的花朵，经历不了风雨，遇事情
不敢、无法、也无能力面对。所
以，更多的孩子选择了啃老，而不
愿意走出家门吃苦挣钱；更多的孩
子面对困难，要么让亲友解决，要
么寻求众筹……连小学生都渴望
“长大要当贫困户”，连同学嘲笑
胖，就成为自杀的理由。这样的孩
子，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

卖西瓜攒学费，自食其力，饱
含着对人生、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当然，我们不想看到更多的学子去
卖西瓜、去打工挣学费的情况见诸
报端、网络。但是，对于教育孩
子，我们也应该让他们养成乐观的
处事态度，养成面对困难不抱怨，
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问题
的行为习惯和精神。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轨
迹。唯有乐观、奋发的人才能获得
自己想要的生活。苦难的经历就是
一块打磨他的磨刀石，乐观、坚
强，从不抱怨，那么，任何困难都
是暂时的，都是盛开鲜花时的营养
剂，将来的他将获得比一般人更
多。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大批农村留守儿童沉迷网游的
现实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很
多家长担心这些孩子会因手机游戏
荒废学业。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我
们都在思考背后的原因和扭转措
施。最为常见的观点往往把责任推
到家长、学校和村庄身上，因为家
长的外出务工导致了留守儿童家庭
教育的缺失，学校素质教育的欠缺
导致了校园文化活动的匮乏和教师
授课方式的单调，村庄活力的式微
导致了留守儿童假期社区集体活动
的缺乏。

诚然，上述诸方面的确给农村
留守儿童沉迷网络游戏提供了条
件，但笔者认为，网络游戏产业化

和商品化的结构性因素是最主要的
推动力。那些知名的游戏公司的目
标便是将未成年的儿童视作成熟的
消费者客户来进行培育。

“游戏”原本是人的一种主体
体验，但当其受控于游戏工业和市
场交换时，主体体验不再是“游戏”
制造者的最终目的，而变成了获取
收益的手段和策略。此时的玩家则
是游戏商品的消费者。为了获得更
多收益，游戏工业必须“捕获”和“培
育”更多消费者，从而完成游戏工
业的财富积累和利益再生产。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长时
间面临父母的不在场和亲情的缺
失。而乡村学校暴露出的“课间圈

养”和“差生制造”等弊端也使得
学校教育不再是留守儿童涵养自然
天性的有效场域。此外，乡村公共
空间的凋零使得留守儿童缺失完全
社会化的场景前台。留守儿童的这
些生活体验每每制造出父母陪伴受
限的纠结感、自由意志阻滞的压抑
感、生活世界的孤立感和生活的无
意义感，成为留守儿童寻求娱乐替
代性方案的内在前提。然而，传统的
儿童互动式游戏（玩耍）和单调反复
的电视内容无法消解他们的这些负
面体验，此时，网络游戏意识便成为
消除无聊和实现快乐的突破口。

在“平等进入”与“快乐共
享”的包装下，游戏工业设计出适

合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的游戏程
序、场景和难度，使得不同留守儿
童群体均能在消费游戏中找寻各自
适合的构型和角色，从而完成游戏
工业和游戏意识形态对留守儿童日
常生活的总体“收编”。设计者运
用技术“制造”和“生产”游戏，
与玩家看似“你情我愿”，实则使
得游戏玩家成为商业利益背后的游
戏痴迷者，而基于寻求娱乐替代性
方案的留守儿童首当其冲。

拯救有可能被手机游戏废掉的
孩子们，特别是留守儿童，还孩子
们以健康的社会环境，是社会、当
然也是游戏工业者的责任。

（来源：《光明日报》）

拯救可能被手机游戏废掉的孩子们

养出“西瓜男孩”

就是教育的胜利
噪许兵

成都的一家外卖送餐店，近日
因独特的餐桌垫纸引发关注。与其
他商户在餐垫上印上餐饮店的广告
不同，他家的餐垫上印着“寻找走
失儿童”的信息。19岁的店主杨剑
波对北京青年报记者介绍，开店一
个多月以来，已经随外卖食品发出
去6000多份寻人餐垫。杨剑波说，
餐垫上的信息是经过认真挑选的，
“我的送餐范围是成都市区，所以
寻人信息也是成都及周边的，案例
也是近几个月发生的。”（8月16

日《北京青年报》 ）
虽然印制这些餐垫有着商业利

益的考虑，但是这并不影响这种行
为带来的正能量，并不能削减店主
的公益之心，自掏腰包印制“寻人
餐垫”不仅为宝贝回家提供着现实
帮助，也是一种公益样本。

孩子失踪，给家长造成巨大伤
害，为了寻找孩子，很多家庭可以
说是倾其所有，很多社会机构也不
遗余力，帮助这些家庭寻找孩子，
实现亲情团圆，但是寻找失踪儿童
无异于大海捞针，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社会各界齐心协力，但是寻找
到的概率仍然十分渺小，这就需要
每个人的积极参与，正是出于这样
的设想，这位店主才会想到在通过
印制寻人餐垫的方式来帮助失踪儿
童回家，这种行为展现出店主热情
的社会责任。

首先，这是一家外卖送餐店，每
天制作的食品通过外卖的途径销售
到四面八方，也就是说，这家店有着
广阔的渠道，这些渠道也是寻找孩
子的机会，将这些渠道利用起来，通
过市场流通进行扩散，无疑能够形

成巨大的涟漪效应，为失踪孩子家
庭提供巨大的帮助。虽然不一定能
找到孩子，但是至少这家店去行动
了，这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责任体
现。展现出巨大的公益之心。

其次，餐厅印制餐垫并不稀
奇，但是大多数餐厅都将餐垫作为
广告平台，在餐垫上印制自己的广
告，提升关注和消费，但是这家店
主却放弃了广告效益，在餐垫上印
制公益广告，而且是这些寻人餐垫
都是店主人自己掏腰包印制的，虽
然每份餐垫的价格不贵，但是合计
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能够自
费印制寻人餐垫，不管结果如何，
这种行为都足以令人仰视。看似是
一种商业损失，实际上却是市场赢
家，不仅照样可以赢得市场关注和
口碑，也是最好的广告。可以视为

是一种经营智慧，也是一种公益创
新。

只是，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
寻人信息务必确保真实，这就需要
对信息来源进行考察和核实，不能
让虚假信息掺杂其中，这一点可以
与一些寻亲公益机构相结合，让这
种寻人餐垫走得更远，另一方面应
该征得失踪孩子家长的同意，毕
竟，这些信息和照片设计到失踪孩
子家庭隐私，应该征求失踪孩子家
长的同意之后，才能印制传播，这
样避免侵权，才能将好事办好。

其实，这种行为并非首次，此
前青岛一家企业将失踪孩子信息印
在矿泉水瓶上引发公众关注，此次
也是这样，积极借助各种形式，加强
失踪孩子信息扩散和传播，帮助失
踪孩子回家。对于这些行为，应该多
一些尊重和支持，少一些质疑和指
责，因为即便是商业炒作，也附带着
公益属性，无可厚非。利用一切可以
利用的平台，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
机会，只要能够达到公益慈善的目
的，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并不重要。

“寻人餐垫”是公益样本
噪刘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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