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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 叫 王 军 良 ，今 年 47

岁，家住丹凤县花瓶子镇过
风 楼 村 。 我 们 村 有 265 户
998 人，分布在 9.3 公里的苏
白路沿线。现在全村常住人
口多是老人和小孩，还占不
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我的父亲 70 多岁，身体
也不太好，老婆患有重病，
20 岁的大儿子又是一级精
神残疾，小儿子还在上幼儿
园。一家人的吃喝全靠我支
撑，生活过得很艰难。

2019 年底，我妻子被查
出宫颈癌。这突如其来的意
外让我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
雪上加霜，为了给妻子治病，
我四处借债 23万多元。

2020 年初，村上在开展
防返贫动态监测排查时，把我
家纳入返贫风险的重点监测
户，从此在政策、资金上给了
我家全力支持。除了让我在
村水管员的公益岗工作外，还
把我全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又让我大儿子每月再享受
180 元的一级精神残疾生活
和护理补贴等，这样我家每月
就有 2000 多元的收入。为
了还债，我除了种好全家的土
地外，还试种了些天麻。

2021 年 7 月，我将去年
种植天麻卖的 3 万多元，全
部买成菌种和木材种进了地
里。村上、镇上在得知我还
想争取小额贷款扩大天麻种植后，也给予全力支持，
并很快帮我贷到 5万元的小额贷款。

这不，今年秋冬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最近每天
都在挖自家的天麻，我估摸着再过三五天就能挖完，
到时能挖 8 千到 9 千斤吧，按今年天麻的行情，毛收
入能到 8万元左右。

我现在想把天麻卖了先还一部分借款，今年冬
天再多种点天麻，争取明年把贷款还了。如今的政
策就是好，我老婆看病医保就报了一半多，再通过大
病救助政策自己只花了几万块钱，最开心的事是老
婆的病几次复查情况都很好。前不久，村上、镇上经
过评估，我家不再是返贫风险重点监测户，这让我感
到一身轻松，不再有给村里拖后腿的感觉了。目前
虽说我还欠了几万元的债，但我相信明后两年，我就
能还清借债和贷款。

读者 王军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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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商州义工联合会开展以“大手拉小手 共圆成才梦”为主题的金秋助学活动，为杨峪河镇四合
村张家双胞胎姐妹送去慰问品和资助金，让困难学子感受社会的温暖，努力学习，立志成才。

（本报通讯员 彭建文 摄）

编辑同志：
建设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守正

创新的一大举措，是盘活资源、整合力量的一大改革，是画好基
层共建共享同心圆的一大保障。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乡村振兴、激发文明活力、满足美好需求、助
力基层治理？关键是让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讲”起来、“动”
起来，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讲好领袖故事。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名言名句为切入点，讲
清楚创新理论与人民美好生活以及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中国梦
的内在联系。讲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正定、福建、浙江、上
海等地为民谋福祉的故事，讲好习近平总书记“看看乡亲、接地
气”亲民爱民故事，讲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振兴”的故事，让基层群众深刻感悟“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伟
大胸怀，更加拥护“两个确立”。

讲出真情实感。构建“三格”宣讲，将“沾着泥土、带着露珠、
满满烟火气”的理论宣讲精准送到寻常百姓家、沁入百姓心。领
导“顶格讲”，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想，进站传主义、入户讲政策，
为农村基层立标杆、作榜样。专家“网格讲”，针对不同群体、回应
不同关切，组织教师学者、文化能人、“三农”专家走进田间地头系
统讲、专题讲。群众“满格讲”，发掘土专家、带头人、工作队、大学
生、新乡贤等，让更多的群众由党的“铁杆粉丝”变成理论讲师，讲
讲身边人、身边事，增强群众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

讲法丰富多彩。利用“两微一抖”讲，适应微时代，突出微视角，
运用小故事阐释大道理，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依托乡村大喇
叭，每天早中晚定时播放习近平总书记的同期声，在润物细无声中
推动伟大思想“声入人心”。依托乡村大舞台，运用戏剧、小品、歌
曲等艺术形式宣传新思想，让群
众看得到、喜欢看，听得懂、坐得
住，记得牢、用得上。

读者 辛恒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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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喜欢阅读是从小学开始的。那时候，到

处都是泥土路。每到下连阴雨的时候，我总会
背着书包，打着雨伞，走着泥泞不堪的山路去
上学。走进教室翻开书，大声地读着《乌鸦喝
水》《猴子下山》《司马光》《一只小羊羔》等课
文，总会被课文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每次课
下，我总能根据课文中的关键词，熟练地把课
文背诵下来。背诵结束，总会赢得同伴的一阵
阵掌声。

2008 年，我通过事业单位考试，成为了
一名人民教师。来到学校，平时忙于备课，认
真上课，细心批阅，耐心辅导；周末闲下来，就
阅读单位订阅的党报党刊与教学杂志。

长时间的阅读积累，我对党报有了依赖。
每次阅读结束，我都会做笔记，总结新闻的写
作方法与特点。每次翻开报纸，版面上一个个

感人肺腑百姓故事、一篇篇驻村日记、一段段
乡镇干部的特写、一张张党政干部与结对帮扶
困难群众一起深入田间地头种植的照片深深
打动我的心。《社会》版，能够贴近百姓生活，聚
焦偏远山村的“护花使者”，集趣雅、朴实、灵活
于一体，赏心悦目，鼓舞人心；《文艺副刊》《社
会大观》等版面，定期发表散文、小说、通讯，用
图片展示商洛山水与风土人情的秀气与雅致，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让人沉醉在文字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了写作。初学
乍练阶段，我稿子写得非常粗糙，语句不细
腻，没有新颖点。但每次投稿，《商洛日报》的
编辑都对我不舍不弃，不少稿件更是修改了
三分之一以上才得以刊发。就这样，编辑一
边苦口婆心地对我说：“还是要花时间打磨自
己的作品。”，一边对我的稿子进行“几乎推倒
重来”式的修改，往往见报时甚至让我觉得，

只有作者名字没修改过。
因为热爱，才有动力。每当拿到刊发有

自己作品的样报，那份喜悦无可比拟。如
今，我收集的样报与杂志已经装了六箱子，
发表的作品从“豆腐块”到“大块头”，从消
息、言论到通讯，从头版到专版。因为关注

《商洛日报》，我爱上了杨鑫老师的新闻摄
影、余显斌老师的报告文学……我投到稿库
里的稿子，编辑都用心修改，每次刊发后，我
都会认真对照原稿，学习、领悟，努力写出更
好的文字。

党报传递党的声音、反映人民意愿，具
有权威性，充满正能量。这几年读《商洛日
报》，我不仅能从报纸上看到商洛市各县区
发生的变化，还能从报纸上学到知识，看到
一 些 农 业 科 技 知 识 对 种 植 养 殖 有 很 大 帮
助。看报不仅有助于活跃思想，还有益于身

心健康。
今年，镇安县文联让整理近几年发表的

作品，我一个周待在家里没有出门，坐在电
脑前，整理了近十几年在各类报纸与杂志上
发表的文字，共 600 多篇，荣获各类征文奖
60 多次，2006 年至 2007 年成为《中国教师
报》《德育报》《语文报》年度“优秀作者”。由
读者变作者，让我深有体会：要读散文，读小
说，读经典，读书要讲究技巧，活学活用，只
有把书的营养转化为自己的养分，才能学以
致用，给自己带来受用不尽的益处。

读者 杨远彦

在 读 报 中 增 长 阅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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