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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铭暇

（上接2月8日第五版）
养豚牧鸡助增收

离开蔬菜大棚，顺着公路继续往上
走十分钟左右，便是一个养猪场。养猪
场大门右边有着显眼的几个字：丽康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走进占地约2000多平米的养猪场，
一排排标准化猪舍整齐排列，圈舍内设
备完善，大猪、小猪在各自的圈舍内哼
哼唧唧。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正在其
间忙碌着。

潘高平介绍说，这个人就是张丽康
——丽康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

张丽康说，关于他养猪的事得从
2009年说起。

那一年，在外打工的张丽康偶然间
看到一家规模化养猪场，其科学化的养
殖和可观的效益让他萌发了办养猪场
的想法。

回乡后，张丽康买了三、四十头猪
仔开始试养。

一年后，一个占地面积400多平米
的养猪场建成，生猪数量也发展到了
100多头。

在长期的养殖过程中，张丽康始终
坚持“生态养殖”的理念，并总结出了一
套自己独有的养猪经验。

“我们的猪饲料没有任何添加剂，
喂的都是玉米面、蔬菜和麦麸这些东
西，而且都是按一定比例配好的，可以
说是纯绿色食品。”提到自己的“养猪
经”，张丽康一改先前的腼腆。

由于肉质好，绿色安全，附近村镇
的人们开始纷纷前来购买张丽康养殖
的成年猪和猪仔，很多时候猪还未到出
栏期或是猪仔还未出生便被预定完了。

几年下来，张丽康成了有名的养猪
大户和致富能手。同时，他也成了村里
乡里养殖户的“技术指导”。凡有养殖
户请教，张丽康总会耐心地将自己几年
来积累的养殖经验倾囊相授。

为了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在村
两委及村民的支持下，二郎村丽康养
猪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有六户村民
加入到了合作社里，尝到了养猪致富
的甜头。

“ 几 人 富 不 是 富 ，大 家 富 才 是
富。”先富起来的张丽康一直在思索这
个问题。

二郎村村两委也在思索着这一个
问题。能否开启一条“村委+银行+专

合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在村里最
大的专合社和贫困户之间搭建一座桥
梁，既发展壮大合作社，又拓宽贫困户
收入呢？

2016年11月，在反复研究金融扶贫
政策并征得贫困户同意之后，二郎村村
两委积极与农行康定支行联系，为村里
19户贫困户分别进行扶贫信用贷款5万
元，以代资入股的方式投入到丽康专业
养殖合作社。

合作社有了扩大规模的资金，而19
户贫困户每年每户都会获得4000元的
红利。

“现在这个养猪场就是融资以后扩
建的。”张丽康高兴地说。

在张丽康的带领下，我们在猪舍里
转了一圈。我惊讶地发现每个猪舍都
很干净，完全颠覆了我以前的农户家中
看到的猪圈形象。

“我们在每顿喂食前都要清理猪圈
的。”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张丽康说，

“清理出的粪便都会专门堆放在处理池
进行发酵处理，然后作为地里的肥料。”

“哦哦。”我点点头，又问道，“现在

养猪场里养了多少头猪呢？”
“现在有五百头，预计年底出栏三

百头。”
参观完养猪场，我提议再去看看养

鸡场，张丽康欣然同意。
距离养猪场20多米的地方就是合

作社的养鸡场。
去养鸡场的路上，潘高平和张丽康

向我介绍了一些养鸡场的情况。
在成功发展生猪养殖的基础上，合

作社和村两委经过研究又办起养鸡场，
开始了生态放养鸡养殖。

丽康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成功
升级为丽康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养殖合作社购置了孵化设备，可以
自己孵化小鸡，甚至连喂鸡的小虫子都
是养鸡场自己养育的。

养鸡场有一个肉鸡厂房，一个蛋鸡

厂房。目前养了3000多只鸡，其中蛋鸡
有600多只，一天能产蛋300多个。

一路说着就到了养鸡场。只见一
张大大的围栏里，公鸡、母鸡、毛绒绒的
小鸡仔正分散在林间刨着土，觅着食。

张丽康说，鸡饲料也同样是用玉米
面和蔬菜等配置的。每天早上，喂过鸡
食后，鸡群便被放养到林间。

“这些鸡可聪明了，到了晚上，它
们就会自觉地回家的”。张丽康的语
气中略带着些宠溺，仿佛在谈着自己
宠爱的孩子，那语气不禁让人有些莫
名的感动。

其时阳光明媚，暖洋洋地照在身
上，仿佛穿过皮肤直渗入心底。我猜
想，这股暖意也一定曾在二郎村的19户
贫困户心里涌动过。

（未完待续）

山中有个二郎村

四川民院学院师生前往康定市三合乡考察蔬菜种植情况。

■本报记者 马建华

压岁钱
一笔最庞大的开支

春节期间，记者忙于走亲访友，父
母方的亲戚、岳父母方的亲戚，每天至
少要安排一次聚会，短短的节日假期，
明显不够。到酒店，或是到民居农家
乐，多则数十人，少则 10 多人，亲人相
聚，聊家长里短，聊亲戚情分，品茗聊
天，不亦乐乎。每次聚会，少不了向孩
子们发放红包，一般情况下，别人给我
的孩子发200元，记者就要给人家的孩
子发 300 元，总不能还别人 200 元。如
此一来，一个假期花掉的红包钱就在
8000元左右。

陈先生告诉记者，春节期间，七大
姑八大妈、兄弟姐妹、表兄妹，加上各自
的家庭，加起来就有70多人，小孩就占
了一半。席间，小孩前来敬酒，表示红
包是必不可少的，给多少合适，这要看
和对方父母的情感如何？200元钱还不
好意思拿出手。对于表兄妹的孩子，他
几乎都给的300元。而对于自己兄弟姐
妹的孩子，他一律给600元。仅仅给孩
子的压岁钱，他就支出了10000多元。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走亲访友
中，遇到孩子较多的家庭，压岁钱开销
上万元的并不在少数。“给孩子发压岁
钱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在困难年代，我
还得过几毛钱的压岁钱。时代不同
了，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大幅增加，发
200 元的压岁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但随着各种因素的交织，发压岁钱演
变成了许多亲戚朋友和家长攀比，把
发压岁钱当作是家长‘混’得好不好的
标准，是一种不正常的消费习惯。”年
过半百的周女士说，其实，发压岁钱是
一种礼节性的往来，没有必要成为沉
重的家庭负担。

今年54岁的王先生告诉记者，春节
期间，走亲访友，他的开销也不少。因
为自己的孩子已经工作了，没有理由收
人家的红包，他也就只有支出的份。作
为长辈，看见别人都在踊跃发压岁钱，
自己不可能视而不见。别人给你的孩
子发200元，你完全没有必要回过去400
元，因为情义无价，不是商品交换。

孩子讲述
5000元压岁钱妈妈全没收了

今年18岁的小虎在成都上学，春节
期间，他很繁忙，到外婆家，和舅舅、姑
妈团年，天天都在走亲戚，“外婆外公一
人给她拿了600元，爷爷奶奶又一人拿
了400元，舅舅给了1000元。”

小虎今年一共拿到了 5000 元压岁
钱，“和往年比起来要多些，以前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都分别只给她300元，可能
是考虑到小虎在外读书需要钱吧。”小
虎的妈妈告诉记者，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都很宠爱孩子，利用过节的机会，纷
纷慷慨解囊。

小虎得到了一笔不小的压岁钱，妈
妈并未深思过如何处理孩子的压岁钱，

“这些钱从某种方面来说，其实也是大
人的人情，父母给孩子拿了压岁钱，我
会想办法还给他们，至于其他亲戚，我
们也都给了人家孩子压岁钱。”在小虎
妈妈看来，压岁钱就是从孩子手里过一
过，“也相当于我们的钱出去转了一圈，
转回来而已。其实，我们发出去的远比
孩子收到的要多得多，孩子收到 5000
元，我们至少要发出去6000元。”妈妈对
小虎管教向来苛刻，男孩子处于青春叛
逆期，与家长可以说是水火不容。带孩
子走亲戚，往沙发上一坐，掏出手机就
玩游戏，也不晓得招呼亲人，拿到压岁
钱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亲情淡漠，
没有感恩意识。我怕他拿到钱，又不在
父母身边，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抽烟
喝酒，不求上进，我就强制收回了他的

压岁钱。他竟然因为压岁钱的事情和
我决裂，很长一段时间不理睬我。

新潮流
电子红包流行孩子轻松收压岁钱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发压岁钱相较
往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不
少人放弃了发纸币，而是改为发电子
红包。

“今年我家两个孩子，总共收到的
红包超过了 1 万元。”伍女士有些无奈
地告诉记者，“孩子收到的钱多了，我
们发出去的钱也就更多了。”原来，往
年只有见面的亲朋好友才会给孩子发
红包，“今年没见面的朋友也都发来了
微信红包。”

伍女士告诉记者，给孩子发了红包
的亲友，她都逐个加价后回发了红包，

“总不能欠人情吧！”
从事教育的李先生表示，“这几

年，压岁钱的情感成分在不断减弱，感
恩意识和祝福意识也在逐渐淡化，很
多人将压岁钱的多少作为一种攀比的
工具，如果把对孩子的祝福，变成了不
良的物质教育，那么后果是很严重
的。”他说，不能让孩子把拿到更多的
压岁钱作为重要目标，“可以换个方式
和孩子讨论压岁钱，比如趁着春节团
圆送祝福的日子，为孩子介绍这些给
他发压岁钱的亲戚朋友，叙述家族的
来历和故事，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故乡，
了解自己的根在哪里。”

专家支招
共同管理“压岁钱基金”

谈起压岁钱，李先生说，“正因为孩
子还小，更应该让她正确认识金钱的意
义和用途，而压岁钱正好是和孩子谈钱
的一个好契机。”

针对小虎的情况，李先生直言，如
果孩子把金钱作为一种崇尚，那么就适
得其反了，李先生举例说，父母可以为
孩子建立一个“压岁钱基金”，“成立一
个账户，如果孩子年纪大一点了，那么
可以共同监管这笔基金，孩子拿卡，父
母掌握密码。”李先生进一步说明，双方
还可以共同约定一个基金使用办法，

“如果家庭不算富裕，那么可以鼓励孩

子使用自己的压岁钱来支付自己的必
须支出，比如学费、生活费等。”对于富
足的家庭，“可以告诉孩子，压岁钱是亲
友对他成长的祝福，可以用这笔钱购买
礼物，将这份祝福返还给亲人。”

李先生特别说明，一定不要跟孩子
说考试得第几名就可以用多少钱，“不
能让孩子觉得，金钱可以控制别人，或
是自己可以受到金钱的控制。”在李先
生看来，压岁钱作为一种情感的支出，
不能将其和利益进行捆绑，“要避免金
钱给孩子带来负面情绪。”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虽然大部分家
长表示会和孩子谈钱，但却并未深究过
谈钱的方式。最多的一种观点是“孩子
要钱的话，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一
般都会满足”；其次是“应该从小为孩子
树立节俭的观点，可以给但不能要”。

记者调查发现，有一半的女孩会向
父母主动要钱，只有20%的男孩会主动
向父母要钱；一半的男孩家长选择穷
养，表示应该让孩子从小学会节俭，80%
的女孩家长却认为应该富养孩子。

压岁钱去向
●全部没收型
你都是我养的，钱也是我发出去换

的，所以你的也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妈妈心声：几千上万元，你拿去乱

花，那怎么得行？
●完全信任型
你的红包我拆都没拆，你看妈妈是

不是很尊重你？
妈妈心声：你要是敢乱用，看我怎

么收拾你！
●劳动换取型
乖乖，你的钱妈妈帮你管理，你做

一次家务换20元回去。
妈妈心声：这么多钱，留着你慢慢

来换吧！
●转化学费型
舞蹈班、美术班、音乐班，哪里都要

用钱，压岁钱正好派上用场。
妈妈心声：这么多培训，压岁钱都

不够用啊！
●理财规划型
共同建立账户，成立压岁钱基金。
妈妈心声：卡在你哪里，密码在我

这里，想怎么用，还是我说了算。

压岁钱 乐了孩子 恼了家长
在欢天喜地的节日氛围中，2018年

春节红红火火地结束了。节日期间，忙
碌一年的人们在尽享美食的同时，走亲
访友，话亲情，聊幸福，日子过得美满而
惬意。作为走亲访友的重要内容，给孩
子发放压岁钱更是一项体现关系亲疏
的举措，孩子们拿到压岁钱眉开眼笑，
喜不自禁。节后，记者走访了部分市
民，今年由于电子红包进一步流行，压
岁钱也水涨船高，少则百元，高则数千
元，有的孩子领到的压岁钱总额甚至超
过了五位数。如何处理孩子的压岁
钱？是直接“私吞”还是全数交给孩子，
又或者为孩子存起来作为教育基金
呢？家长们的做法并不一致。

■邓知

“盼了几十年,这下终于有了属于
自己的新房子,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
老干部们的大力帮助,我很快就能搬
进宽敞明亮的新家,我简直就像做梦
一样。”站在新房前的院坝里，海螺沟
景区管理局磨西镇摩岗岭村村民阿
罗克的，从州级机关驻泸定离退休干
部联络站党支部书记罗友华的手中，
接过州级机关驻泸定离退休老干部
们捐助的建房资金20300元时，止不
住热泪盈眶。

阿罗克的的遭遇，让人心酸，2011
年，妻子患上了重病，为给妻子治病，
他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背了不少
外债。最终，妻子还是丢下他和四个
孩子撒手人间。当时，他最大的孩子
17岁，最小的女儿刚满8岁，都在学校
上学，子女的上学费用使家庭经济入
不敷出，是村里的贫困户。拮据的经
济收入，巨大的家庭开支，使得全家5
口人不得不长期挤在一间10余平方
米、阴暗、潮湿的小屋里生活。

虽然阿罗克的总是缺这缺那，但
他不缺的是关怀。2017 年初,带着

“扶贫重点在哪里，脱贫难点是什么，
老百姓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等问
题，州级机关驻泸定老干部联络站的
老干部们踏上摩岗岭这片贫瘠的土
地，进家门、摸实底。采取“看、听、
查、议”相结合的办法，对摩岗岭村的
基本情况、项目实施、基础设施建设
和产业发展等作了深入的调查。建
议相关部门支持磨西镇摩岗岭村发
展养殖业,提供科学养牛、养羊技术；

建议该村应积极发展高产量核桃和
有规模的花椒种植，采取“企业+农户”
模式，在摩岗岭村试种木耳、白芨、虫
娄。积极协调海螺沟管理局、镇党委
政府，以红色旅游、茶马古道、彝寨风
貌为载体，谋求旅游业发展门路。认
真详细听取镇、村负责人关于摩岗岭
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有关情况介
绍，仔细查阅相关资料，对所有贫困户
进行了走访慰问，做到了不掉一户，不
漏一人，确保了调研情况的精准性。
目前，能俯瞰磨西镇全景的观景台建
设项目已纳入规划并施工。

在了解到阿罗克的和另一无房
户的困难后，联络站党支部立即在离
退休干部中组织募捐活动，共筹集捐
助资金20300元，并积极向当地党委
政府争取政策支持，政府同意出资在
2018 年年底前彻底解决两户无住房
户的住房问题。目前，帮扶阿罗克的
家面积约11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新房
主体已完工，四个卧室带厨房饭厅和
卫生间，春节后镇党委政府还将对其
进行风貌规划建设。

“我早就想修房子了，但实在是
没有能力，张罗完四个孩子上学的费
用，家里就再没有多余的钱了。能住
上这么漂亮的房子不用花一分钱，我
这辈子知足了，打心底感谢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感谢老同志们，我要自力
更生，积极加入养殖业合作社，增加
家庭收入，不拖后腿，争取住上好房
子，还要过上好日子。”站在宽敞明亮
的新房前，阿罗克的由衷地说，我要
让子女铭记党的恩情，要教育子女懂
得感恩，努力学习，早日成才。

阿罗克的圆了住房梦

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组 黄兰
竣）近期，《问政甘孜》栏目关于“丹巴
迷迷糊糊的一折通”节目播出后，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召开
专题会议，针对问题制定措施，明确
目标狠抓落实，经各部门通力协作，
工作成效显著。

“一折通”是落实惠民政策，兑现
民生资金的有效载体。为了让群众
能更好的运用“一折通”，该县通过召
开群众大会、美人谷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进行广泛宣传，制作发放《丹巴县
一折通政策宣传手册》1.4万余册，从
民生资金发放的政策要点、发放程
序、流程、发放标准、兑现时限、纪律
规定等方面作了详解。干部群众掌
握“一折通”常识要领的能力明显增
强，老百姓也能将民生资金合理安排
到生产、生活中。截止目前，组织分
类宣讲达130余场次，受教育群众约
1.5万余人次。

该县通过乡（镇）政务服务平台

和村级活动阵地，定期、不定期地对
群众民生资金发放情况，进行全面、
及时、准确、有效地公示公开，确保群
众在第一时间知晓“一折通”中转入
资金明细。坚持民生资金“一折通”
一律不发放现金的原则，让群众明明
白白用折，清清楚楚用钱。同时，要
求各乡（镇）每月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实地走访查看不少于30%户，及时发
现纠正“一折通”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切实掌握群众一折通的使用频率和
使用效率。

由县纪委监察委、县财政局、县
农行、县信用联社等部门联合下文，
在全县 15 个乡（镇）185 个村（社区）
中收集“一折通”户主通讯号码，经
乡、村核实无误后按工作流程纳入丹
巴县一折通通讯捆绑名录，定期向一
折通用户推送民生资金发放短信，让
群众点对点了解明细，接收信息无缝
隙。推送信息费用已纳入县财政预
算，由县财政统一安排。

《问政甘孜》有回音
丹巴“一折通”不糊涂

本报讯（叶强平 郑力）3月4日，
理塘县某小学学生次某某收拾书包
准备到校上学，若不是民警及时发
现，她有可能还在流浪的路上。

事情还得从两天前说起，3 月 2
日下午，理塘县公安局大河边卡点
民警在实施双向查缉的过程中，发
现一名女童行为怪异，身边无大人
陪同，于是民警立即上前询问，问其
父母在何处？该女童拒不回答，民
警觉得可疑便将其带回值班室继续
了解情况，通过耐心开导教育后，得
知该女童名叫次某某，现年12岁，是
理塘县某小学学生，因其寒假作业
未完成，去学校报名时遭到班主任
责骂，后被父亲动手殴打，一气之下
选择离家出走，准备从高城镇步行
前往成都。

了解到情况后，卡点民警立即向
分管领导汇报，并将次某某送到高城
派出所，由派出所民警寻找其家人。

当日 18 时，次某某的父亲到派出所
见到她时，激动不已，对民警表示了
衷心的感谢，连声说道：“如果不是民
警认真负责的工作，将离家出走的女
儿带回来，那后果真的不敢设想”。
所领导对次某某父亲进行了耐心的
警示教育，引导其在教育孩子的过程
中，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要动手打骂，
要多关心关爱，给孩子营造健康的成
长环境；并教育次某某要正视自身的
问题，老师和家长的责骂都是为了让
其更好的成才，不要辜负他们的一片
苦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最后，次某
某随同其父亲一道回家。

事后，高城派出所积极通过“警
校共育”机制，及时与次某某所在学
校进行对接，向校领导通报此事，希
望校方引起重视，在教育引导学生的
问题上，少责骂，多讲道理，不要给孩
子造成心理压力和阴影，杜绝此类事
件再次发生。

懵懂女童离家走
热心民警寻回她

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组 何才
华）从“人在半山住，水从谷底流”到

“河从山洞穿，水从管中来”；从“春种
一大坡，秋收几小箩”到“四季绿漫
野，粮蔬鼓钱袋”，从“保命水，望天
田”到“自来水、丰收田”，历经近 20
年的建设，总投资3.42亿元的乡城县
玛依河水利工程近日通过竣工验收。

玛依河水利工程由取水首部枢
纽闸坝、总干渠和河东干渠等组成。
其中，干支渠总长33公里，项目施工
期长达 13 年，是乡城县有史以来最
大的水利工程。项目的建成使用，惠

及该县5个乡镇、37个村、约2万村民
的饮用水和灌溉水以及玛依河一、二
级电站用水需求。

工程始终做到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做到征地补偿和
村民安置到位、水土保持优良、环境保
护严格。工程竣工投运后，坚持把水利
扶贫、生态扶贫、农业扶贫和旅游扶贫
等融为一体，为推进水利项目“一水多
用”供给改革进行了创新实践。如今，
项目覆盖区的群众喝上了自来水，用上
了洗衣机、热水器，产业发展有了水保
障，两级跌水电站也已投产运行。

乡城玛依河水利工程通过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