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吃上国产榴莲了吗？近日，国产
榴莲以每斤60元的价格上市，高昂的价
格引起许多榴莲爱好者的调侃：“榴莲自
由”没戏了。不单是榴莲，樱桃、牛油果、
晴王葡萄等高档水果同样是消费者青睐
的对象，但也时常因走高的价格让消费
者苦恼，从而引发人们有关实现“水果自
由”越来越难的感慨。

近年来，越来越多优质高档水果从正
餐补充的位置，一跃成为多种饮食消费场
景里的“宠儿”。水果消费升温，一定程度
上也凸显了“吃不起水果”的问题。比如，
高档水果品质出众，却价格“高冷”，刺痛

了不少消费者的“神经”。究其原因，是因
为相比苹果、香蕉等人们熟悉的“大路”水
果，高档水果的产地产量受到更多限制。
其中，有的水果目前主要或全部依赖进
口，运输保存成本高，摆在消费者面前的
价格自然就高，比如从泰国、马来西亚等
地运送到国内的榴莲，眼下单果售价可达
一百到几百元不等。有的水果则是因为
产地种植量小，导致“物以稀为贵”，比如
国产樱桃，其产量仅占我国水果总产量的
0.65%，所以每到樱桃上市季节，消费者总
是争相购买，拉高了价格。

与高档水果相比，部分以往平价的普
通水果也贵了起来，与消费者对平价水果
的固有期待不符。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现
象，则是品种、种植和市场选择等诸多因素
影响的结果。先从水果品种来看，与过去
相比，现在有很多水果的品种类型丰富，能
提供给消费者的口味选择更多样。相比普

遍种植的品种，有的品种则主打口感独特
新鲜，但种起来成本也很高，卖的时候也会
更贵一些，比如苹果里的红富士、金冠，比
起人们对苹果的惯常认知价格会高一些。
这类水果与高档水果类似，在同样的投入
下，比平价水果的市场利润高，不仅商家愿
意卖，种植户也乐意种，久而久之，就导致
平价水果的进货量少了，产地的种植量也
被挤占，最后不仅消费者更难买到平价水
果，还发现这类水果比以前的价格更高
了。除此之外，水果流入市场时会被划分
为不同等级，有的商家钻了空子，一股脑把
等级低的水果价格也抬高了，导致其他商
家也会跟风加价，把水果价格“炒”了起来。

诚然，目前市面上的水果价格有高有
低，有时同一种水果也有价格起伏，会让消
费者感受到价格差异，消费体验有时会被
影响。但要知道，不管是高档水果，还是平
价水果，人们关注的不只是价格，更是水果

本身的口味和品质。如果花高价买到残次
水果，消费者必然会觉得“踩了坑”，但如果
水果的口味鲜美独特，还有较高的营养价
值，即使掏的钱多一些，想必不少消费者仍
会觉得物有所值，甚至会再次购买。

也就是说，水果消费的升温，不应以影
响消费者的“水果自由”为代价，只有让更
多消费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买到价格合适的
水果，收获更令人满意的消费体验，才能推
动水果市场的持久健康发展。为此，有关
部门应对水果消费市场的价格进行常态化
监管，引导商家遵循市场规律进货定价，并
及时打击恶意拉高果价的商家，营造诚信
健康的市场环境，让消费者更多受益。与
此同时，要在全产业链发力，加强种植技术
研发，合理调整种植结构，让品类丰富的水
果均衡上市，还要搭建更高效的生鲜水果
运输、流通和销售平台，让消费者享受到更
多物美价廉的水果。

水果消费升温，价格不能跟着“升温”
□□ 刘诗麟

当前，越来越多遭受暴雨袭击地区的工作重心正从
抗洪防汛转向积极救灾，如何一方面帮助老乡们安全高
效地重建家园，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借着
救灾契机，将灾后重建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来，为乡
村长远发展打牢基础，还需要相关部门做好谋划落实，
需要社会各界参与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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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返乡就业创业

近日有媒体报道，某地村庄于去年接收
了一批捐赠的救灾物资，由于处理不当，没有
及时使用，导致这些物资被浪费。这暴露出
该村在救灾物资接收、分配、处置等环节存在
短板和不足，也给有关部门提了个醒：要进一
步完善救灾物资分配处置机制，防止再次发
生类似事件。

首先，要把好接收使用质量关。救灾物资
是否符合规定标准，直接关系到关键时刻救灾
物资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对接收的救灾物资，
有关部门单位要严格执行物资验收制度，严把
质量关。在使用过程中，要坚持“就近调用”和

“先进先出”原则，既保证分发物资的质量，也避
免或者减少物资报废。对有保质期的食品类物
资，要按照过期先后顺序做好台账，方便临期之
前分发出去，避免因食品过期造成浪费。

其次，要提高分配环节精准性。群众受
灾情况不同，对救灾物资种类及数量的需求
也不同。要做好上级调拨、社会捐赠救灾物

资与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物资需求的调查统
计，在救灾物资分配发放上，应根据受灾程
度，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分配物资，杜绝平均
分配、“一刀切”现象。比如，有的地方遭受了
水灾，造成农作物被淹减产，此时最需要的救
灾物资是种子、化肥、耕种机械等；有的住房
成了危房不能再居住，此时最要紧的则是运
送盖房子用的砖瓦、砂石、木材等建筑材料，
而不是“一刀切”地发放食品、衣物。

最后，要完善全程使用监管机制。建立
救灾物资发放台账，完善相关流程，对救灾物
资发放过程全程跟踪监管。在灾难发生时，
要确保物资快速分配、及时分发。在灾后，要
统一清理剩余救灾物资，依照规定分类处置，
比如可以缴回救灾物资仓库，或者运送到其
他灾区，避免因长期闲置而造成浪费。对救
灾物资接收、发放情况要及时公开，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并根据情况灵活调整物资分配，确
保救灾物资都能用在刀刃上。

应完善基层救灾物资分配机制
□□ 邢承木

不久前，江苏省盐城市一位家长在社
交平台晒出女儿中考成绩742分（满分800
分），被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
专业为“七年贯通培养师范定向生”小学教
育，出来直接当小学老师，有编制。此事引
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不理解，觉得家
长目光短浅，耽误孩子的大好前途；也有网
友认为人各有志，就业提前有兜底也挺好。

实际上，这一培养计划属于乡村教师
定向培养计划，可以就地培育基础教育的

“种子”师资。因为采用联合培养学制，毕
业生毕业后可以在生源地乡镇学校任
教。这一计划推出后受到学子和家长的
欢迎，2021年首次招生时录取分数线就超

过了当地顶尖高中。且从报考本身来说，
选择哪所学校、什么专业，是考生和家长
的个人意愿，应该得到尊重。但为何此事
会引发网友争议？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
为社会对职业教育仍有偏见。

在传统观念里，孩子成绩优异就应该
上高中考大学，学习不好的才进入职业院
校。然而，近年来我国逐渐推进职业教育
改革，部分职业院校在中考录取时推出多
种培养模式，职教生在就业市场上也显露
出较强的竞争力。但不可否认，还有许多
人把职业教育看成教育“洼地”，不认可这
条求学道路的就业前景。为此，职业教育
在发展中还应持续发力，更快提升教学质

量、拓展就业市场。
回到本次事件中的乡村教师定向培养

计划，该计划一方面可以帮助更多学子，特
别是农村学子得到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缓解考生和家长因普职分流产生的
焦虑。另一方面，提前将优秀考生纳入到
乡村教育的培养队伍中，也有利于解决乡
村教师资源短缺问题。培养计划固然有很
多好处，但当下更重要的是，要采取长效的
针对性举措，让定向师资不仅能“进得来”，
还能“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走得远”，把
培养计划、职业教育的优势切实发挥出来。

首先，要在就业签约政策上给师范定向
生吃上“定心丸”，保证师范定向生就读和就

业政策的连贯有效，在教师待遇、教师培训
以及晋升通道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吸引更多
优秀生源投身乡村教育。其次，要在厚植教
育情怀上下功夫，培育定向生对乡村的认同
感。可通过乡土文化教育课程、乡村学校考
察调研和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增强师范定
向生对乡村教育和乡村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提升他们扎根乡村和献身教育的责任感。
最后，要在提升定向生教学能力上多做工
作，保证其教学水平的专业性。要做好高中
课程与大学教育通识课程、基础课程的有效
衔接，提升师范定向生的学科专业素养，持
续开展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和教学实践，不断
丰富定向生的乡村教育经验。

中考生742分报师专，不必大惊小怪
□□ 赵新宁

正值毕业季，有关青年人返乡就业创业的新闻频频引发关注和热议。有人
上了4年大学后回乡扎进田里，努力推广家乡土特产；有人因擅长互联网营销，
回到乡村做起电商直播，吸引了一批粉丝群体。有不少网友表示，返乡就业创
业已经成为当下青年人值得探索的就业路径，相比留在大城市更容易做出成
绩；也有人觉得，从城市返回家乡工作，面临许多不适应和困难，需要做好充分
心理准备；还有部分人提出，回到家乡发展的机会和途径还不多，很难找到令人
满意的工作。对此，你怎么看？

在城市化加快推进的浪潮下，年轻
人离开乡村，到城市谋求发展是一种普
遍现象。然而，这几年越来越多进城的
青年人开始返乡就业创业，让广袤乡村
焕发出新的生机。笔者认为，青年人的
返乡选择值得肯定。

首先，青年人返乡就业创业，是对乡
村资源的有效利用。乡村拥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如土地、水资源等，为青年人返
乡就业创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要素。现
实中，有的青年人返乡承包大量土地，带
领村民发展起特色产业；乡村还有让人

赏心悦目的绿水青山，不少人返乡建起
了民宿、农家乐，带头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其次，青年人返乡就业创业可以更
好传承乡村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乡村传统民俗文化走进大众视野，这之
中，青年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有人
凭借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市场眼光，
在网购平台上把家乡的服饰、手工艺品
销售出去，还有人把文化创意带回家乡，
帮助乡村发展文创产业。因此，我们乐
见更多青年人返乡就业创业，为乡村发
展注入更多新鲜活力。

青年返乡值得肯定
□□ 苗云辉

青年人带着知识和技能回到乡村，
不仅可以实现自我价值，还可以为乡村
发展注入新活力，是值得探索的一条路
径。但要看到，眼下许多乡村尚缺乏就
业创业平台，还有很多青年人返乡后找
不到合适的发展机会。因此，要为青年
人提供更多支持，让返乡青年干事有平
台、创业有条件、发展有空间。

要紧密结合地方发展实际，聚焦农业
科技、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产业，搭建引

才留才的平台。为更好引才，地方政府可
以和企业加强合作，设立专项基金，提供场
地、设备、资金支持和政策指导，尽快让青
年人找到与自身匹配的岗位。为更好留
才，要建立健全人才服务激励机制，在土地
流转、项目扶持、税费减免等方面予以政策
倾斜，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氛围。还要建
立青年人就业创业交流平台，通过举办创
业大赛、创业交流会等活动，促进青年人之
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更好的发展。

搭好引才留才平台
□□ 朱镕杰

近年来，不少大学毕业生放弃城市
就业机会，转换求职赛道，选择返乡创
业，这其中有许多人不乏乡土情结，怀
着理想和热忱回到乡村。但也有部分
人是为避开城市就业压力，或者迫于其
他现实原因，不得已回到家乡发展。在
返乡创业人群中，有一些人开启了风生
水起的创业生涯，也有一些人短暂回乡
后又离开，留下“半拉子”产业。笔者认
为，青年人返乡创业之前要谨慎思考、
过好“三关”。

首先，要过好“心理关”。回乡之前，
青年人应提前进行自我评估，做好心理

建设，把各方面都思虑周全，比如能否适
应村里环境、能不能与村民处好关系
等。只有对未来生活有充分预判，才能
有足够准备去应对。其次，要过好“入门
关”。青年人要做好“出了校门入农门”
的准备。要知道，在乡村从事许多行业，
都离不开和农民的相处。因此要多到农
户家坐坐、多到田间地头跑跑、多和农民
拉拉家常，更多地了解农村农民情况。
最后，要过好“农技关”。回到乡村创业，
离不开相应的农业技能支撑。在这方面
要多向农民学习，把所学知识与“老把
式”结合，真正把农技学懂用好。

返乡创业要过好“三关”
□□ 苏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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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商家食品经营许可证、发
现餐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后上报反
馈……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首聘 100 名外卖骑手作为
食品安全监督员，化身“流动探头”参与
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
安全”。

近年来，“外卖经济”持续升温，外
卖商家数量越来越多，同时也滋生了不
少外卖食品安全问题。外卖骑手活动
范围广、流动性大、服务人群多，又是连
接商家与消费者的中间环节，让他们监
督商家规范服务，发现举报食品安全隐
患，对减少外卖食品安全问题有积极作
用。其他地方可以借鉴这一创新举措，
选拔出资质合格的骑手群体，并提供相
应培训，让更多骑手监督员为食品安全
保驾护航。

这正是：
外卖食品生意热，安全隐患暗中生。
骑手化身监督员，流动监管护安全。

文@双生

《骑手监督员》 作者：朱慧卿

连日来，京津冀等地的极端暴雨牵动
着人们的心。这期间，北京市门头沟区一
个寻常的小村庄——落坡岭，在网上刷了
屏。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落坡岭的乡
亲们在受灾之际，还倾其所有，给受暴雨
影响、被困在附近深山里的 K396 次列车
旅客分享食物、提供住处，帮助旅客们渡
过难关。落坡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孟二梅
的一句“我们有一口吃的，坚决不能让他
们（被困旅客）饿着”，道出了乡亲们的淳
朴心声，让很多人红了眼眶。

对落坡岭来说，伸出援手实属不易。
暴雨倾泻，断路、断水、断电，储备物资有
限，与外界断了联系，社区一时成了孤立
无援的“孤岛”；这里只有 100 多户人家，
且居民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乡亲们
本身就需要被照顾。但看到又饿又累、被
困异乡的近千名旅客涌进社区，乡亲们还
是张开双臂热情相迎，摘光了地里的蔬
菜，一锅一锅地端出热气腾腾的米粥和挂
面，把旅客请进家里过夜，让妇女和孩子
睡在床上，自己打地铺……

彼时，后续救援物资何时能来，能来
多少仍是未知；旅客离开后，留下的乡亲
们吃什么？这些问题落坡岭的老乡们想
必不是没考虑过。之所以仍旧挺身而出，
是源于见人受难无法坐视不管的仁义，源
于力量有限却愿倾囊相助的慷慨，源于先

人后己、抛开私心的奉献精神。淳朴的老
乡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间大
爱。其实这些日子，中国农民带来的感动
不只发生在落坡岭。在河北省涿州市，青
壮年村民自发组成志愿服务队，承担了大
量救灾工作；在北京市昌平区，村干部待雨
势稍小，就忙着凿渠引水、保护农田，为的
是不让安全撤离的村民“回来没有家”……
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美德随处
可见，为乡民撑起守护平安的“安全伞”，为
乡村筑起护卫家园的牢固堤坝。

事实上，当地震洪水等灾害发生时，
乡村的老人和孩子总能得到村民的优先
照顾，安顿好家人的村民总是不忘挨家挨
户敲门帮助邻居撤离，类似的故事不胜枚
举。而中国农民一向奋力守护的，也不止
于自己至爱至亲的家人和赖以栖身的家
乡。比如，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湖北武汉时，全国各地的老乡不约而同地
驰援武汉，曾经的贫困户捐出了自家地里

的香蕉，菜农拉着整车蔬菜连夜开往武
汉，参与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的农民工把
刚到手的工资全部捐出……

患难见真情，一次次挺身而出的义举
背后，是中国农民浸润在骨髓里的善良，让
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可亲、可爱、可敬。
现实一次次地表明，在华夏乡土中世代生
活的农民，最能践行互助精神；中华民族互
助友爱的传统，也往往会在中国农民身上
得到最直观浓厚的体现。这浓浓的人情味
儿，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寒来暑往的生产互
助、浓密重复的日常交往、祖祖辈辈的代代
传承中凝结而成的，可以帮助村民更好发
展生产，让村民生活更加幸福，同时也能让
乡风更加和煦温暖，让乡村更加和谐宜
居。这种精神是乡村的宝贵财富，亦是中
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当风浪来袭，这一精
神财富就是支撑华夏巨轮劈波斩浪、挺过
风雨的宝贵力量。

再说回落坡岭。其实老乡们毫不犹豫

伸出援手、倾尽所有，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困
难总有办法解决，乡亲们所需的救援总会及
时赶到。这份乐观和底气，来自于村民对党
和政府、基层干部的信任。而令人欣慰的
是，老乡们的信任和期许没有被辜负。据央
视新闻消息，落坡岭社区的居民如今已被相
关部门安全转移至安置点，“为众人抱薪者”
得到了很好的救助和照顾。这也提示我们，
在为老乡们的善举点赞鼓掌时，更应该关注
到，其实他们往往更需要得到帮助。

当前，越来越多遭受暴雨袭击地区的工
作重心正从抗洪防汛转向积极救灾，如何一
方面帮助老乡们安全高效地重建家园，尽快
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借着救灾契
机，将灾后重建和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来，
为乡村长远发展打牢基础，还需要相关部门
做好谋划落实，需要社会各界参与献力。短
期来说，要做好实地调研，了解村民需求，优
先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事
项，投足资源、重点突破、尽快解决。长远来
看，各地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做好顶层设
计和项目规划，把重建任务一项一项落实
好。既要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
服务水平等方式，帮助村民改善生活质量，
又要通过挖掘乡村产业潜力、优化完善农业
保险、更新抗灾作物品种等方式，让乡村拥
有更多持续发展的韧劲。做好这些工作，就
是对乡亲们善举的最好回馈。

落坡岭村民义举：感动之余不忘回馈
□□ 侯馨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