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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微缩景观
■朱昌俊

春运已经正式拉开大幕。 据相关
机构预计 ，在接下来的 40 天内 ，返乡
和旅游人数规模将首次突破 30 亿人
次。 春运，这场被称为一年一度全球最
大的人口迁徙运动， 仍在继续刷新纪
录。

春运一年一度，看似循环往复，然
而一些变化， 依然折射了社会变迁的
步伐。 曾经， 购买春运票需要通宵排
队， 今天，12306 网站和各种商业代售
网站， 让买票成了只需要动动手指的
事，尽管还是需要“抢”，但购票体验与
过去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以往，绿皮

车还是占据绝对主力的交通出行工

具， 但如今高铁已经承担了更重要的
角色，同时“海陆空 ”立体交通体系的
完善，私家车的普及，使得人们的春运
出行有了更多选择。 曾经，泡面几乎是
旅客春运路上的唯一选择， 今天不少
高铁上， 人们已经可以叫外卖……与
上述变化相对应的是， 近年来春运话
题在公共舆论中的叙事情感明显变

化，春运正在摆脱以往 “沉重 ”的叙事
语境，越来越趋于寻常。

事实上，这种“寻常”，恰是长期进
步累积的结果。 这些年，对于如何化解
春运期间的拥挤、出行难题，各方所开
出的解药不少：车票实名制、铁路体制

改革、户籍改革 、城乡一体化 、缩小区
域经济差距等，这些解药有些已经“服
用”，有些仍在“制作 ”过程之中 ，它们
对今天春运的改变起到了不可小视的

形塑作用。
同时，渐渐富裕起来的人，也逐渐

改变了“春节回家”的固有模式。 有统
计显示， 今年春节选择回家与家人团
圆的人，只占到 55%，也就是说，差不多
一半的人其实已经并非如我们想象的

那么重视过年， 或者不一定是以回到
“老家”的方式过年，数据显示，有 13%
的人选择在春节期间外出旅游。

走亲访友还是外出旅游？ 前者，说
明在国人的心中， 阖家团圆依然占据

着重要分量；后者，则说明腰包鼓起来
的国人有了更多的休闲追求， 对家庭
价值的呵护，有了更丰富的表达。 上述
细节共同标记着转型期的中国， 在大
家族与小家庭、 传统习惯与都市生活
之间展现出了种种差异。 春运，无疑是
社会进步的微缩景观， 从中可以观察
到社会跳动的脉搏。

春运总会慢慢地变化， 或许有一
天，它不再特殊。 畅想未来的远景，通
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人们的出行更
加舒适便捷 ， 更能感受到尊严被善
待，权利被呵护 ，让春运的一天 ，变成
平常的一天 ，那么也必然是美好的一
天。

“平中见奇”的慧眼

■王子潇

最近，一档名为《声临其境》的电视节目正在
走红。 节目形式简单，每期邀请四位配音嘉宾“藏
于”幕后，为经典影视剧桥段配音，让现场嘉宾竞
猜配音者是谁，并在最后的“四强争霸”中决出优
胜者。

印象极深的，是演员赵立新和朱亚文的配音。
面对风格迥异的剧目场景、 情绪反差强烈的配音
桥段，二人诠释得专业而精彩，令人惊叹。 这些荧
屏上熟悉的面孔，居然还有这般卓越的配音功底，
多变动人的嗓音，又是多么美妙。

给观众意外之喜，帮观众发现“老熟人”身上
鲜为人知的新亮点， 正是这档节目创意的成功之
处。而类似这样的小惊喜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居住
多年的小区，周边的一切总觉得了如指掌，再熟悉
不过。 忽然在某一天，发现那片常见的绿地上长出
色彩斑斓的小花， 那方不曾留意的人工湖里居然
有锦鲤悠游， 那幢每天路过的高楼在夕阳的余晖
中竟有那般迷人的剪影，那个水果摊的老板娘，闲
适时唱歌，歌声原来那么动听。 我们于熟识的生活
中，因发现新意，生出惊讶的欢喜。 遇到“最熟悉的
陌生人”，看到老地方的新风景，在习以为常的点
滴中找到新的亮色，生活因此变得多彩有趣。

能否在熟悉中找到“陌生”，在常见里萌生新
见， 不只靠偶然的运气， 更是一种需要修炼的能
力。

凡常所见的韭菜花， 就是一种平淡无奇的日
常佐料、配食，莫说写一篇文章，就是让我们闲聊
说说，也觉得无甚可谈。 可在汪曾祺笔下，小小的
韭菜花不但延伸出祖国大地饮食口味的差异，还
牵带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小到大，在父亲的陪伴
下，我们见到过无数次父亲的背影。 但只有朱自清
捕捉到父亲在车站为自己买橘时那动人的背影，
并以此折射出父爱的深沉与伟大，让《背影》成为
传世的亲情名篇。 在习以为常中看到不同寻常，于
司空见惯里发现别有洞天，这是汪曾祺、朱自清等
写作大家不同于普通写作者的扎实功力。

作为编辑，我们常收到采风散文的投稿。 许多
来稿所述之物、所写之景大抵相似，但呈现的文字
却判若云泥。 一些文章文字华丽，但状物描景信手
写就，全无新意，更看不出用心何在。 而有的文章
虽文字朴实浅白，但往往切点独到新颖，常能发现
他人所未见， 于千篇一律的相似里凸显出自己的
巧思和新见，令人眼前一亮。 这样的质地差异，很
多时候不是文字水平高低，恰是缺少一双“平中见
奇”的慧眼。

而所谓“平中见奇”的能力，说到底是我们体
味人生、感悟生活的能力。 愿你我都能练就这样一
双慧眼。

为何有人争当贫困户

■邓建胜

最近，笔者到一些深度贫困
地区的扶贫搬迁安置点采访，许
多从边远山区搬来的农民，家家
户户住上了新居。 为了照顾他们
的耕作习惯，政府还特别贴心地
给每户人家修建了能养牛、种菜
的院子 。 贫困户无不感谢好政
策，笔者也挺为他们高兴。 可是，
在有的扶贫点 ， 情况有些不一
样，搬迁户居然住上了别墅式的
三层楼房！ 一问修房子花的钱，
县城里的一般富裕户也住不上。

仔细一打听，原来这些漂亮
新居，全是政府和扶贫单位资助
统一建造的， 可能资金充足些，
标准一下子提上去了。 入住户当
然没意见 ， 周边户意见就很大
了：这不是扶贫，这是造富啊！ 于
是，纷纷找关系、想办法，也想挤
进来，“一步登天”。

深度贫困人口的扶贫问题，
是块硬骨头， 需要举全力攻坚，
其要义在于尽力而为 、 量力而
行。 但个别地区和对口扶贫单位
急于求成 ，甚至好大喜功 ，在扶
贫过程中导致村与村、户与户之
间产生了新的“贫富不均”，这应
该引起注意。

比如 ， 有的地方和部门在
执行 “两不愁三保障 ”政策过程
中，把义务教育有保障 ，变成了
贫困户的家庭成员 “上什么学
都不花钱 ”； 把基本医疗有保
障，变成了全家人 “看什么病都
免费 ”； 把安全住房有保障 ，理
解为 “贫困户就该住大房住好
房 ”。 这样一来 ，那些没有列入
扶贫范围的村庄 、 村民就有意
见了 ， 特别是那些本来就与扶
贫标准相差不了多少的群体 ，
刚离开扶贫线 ，远谈不上富裕 ，
发现自己的福利待遇反而远不

如扶贫对象后 ， 就纷纷千方百
计要当贫困户 。 而有些扶贫对
象 ，即使早就脱了贫 ，也想方设
法不肯摘下“穷帽子”。

脱贫攻坚不能脱离实际、吊
高胃口，这是由现阶段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所决定的。 尽管这些
年许多地方的财政宽裕了，群众
的腰包也鼓了 ， 但是由于底子
薄 、基数大 ，我们的扶贫脱贫工
作还不能这样挥霍。 因为实在挥
霍不起。

当然 ，不吊高胃口 ，也不能
降低标准。 常说的精准，往往侧
重在识别扶贫对象、精准施策方
面。 其实，在扶贫标准的把握上
也要精准 ，把握好了度 ，才能消
除 “不劳而获就能过上好生活”
误导，从而最大限度激发起贫困
人口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或许
唯有如此，争当贫困户的不正常
现象，才不会出现。

三步走

改革开放以来第 20 个、新世
纪以来第 15 个指导 “三农 ”工作
的中央一号文件 2 月 4 日由新华
社受权发布。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
了全面部署。

文件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
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 文件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目标任务： 到 2020 年，乡
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
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
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
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 2050 年，
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全面实现。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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