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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陈星东

世界上力气最大的是什么？ 夏衍
在《野草》中写道，是植物的种子。 因
为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
块之间如何狭 ， 它必定要曲曲折折
地， 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
而这份力量 ，正是源于 “为着向往阳
光”和“达成生之意志”的使命。

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颗
初心的种子 。 它或如马克思在中学
毕业论文中说的那样宏大 ：“如果我
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

职业 ， 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
倒……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
人 ”，也可能像毛泽东离开韶山冲外
出求学时那么励志 ：“孩儿立志出乡
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更多的则是
“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 在生活琐
事里不忘理想追求 ， 在往来奔波中
寻找价值实现 。 这些初心都值得尊
重 ， 因为它们都有一个执着的信念
充盈着 ， 都有一个奋斗的使命守候
着。

其实 ，人生的许多奋斗 ，都源自
最初的梦想； 世界上的很多伟大，都
来自不变的追求。 在看似简单的动机
里，往往有着最原始的动力和最难得
的坚持，不经意间就会爆发出惊人的
伟力。 无数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牺牲
奉献 ，就是因为 “为了我们崇高的理
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 许多老
一辈科学家坚信 “回国不需要理由，
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冲破重重阻挠
回国效力 ，正是因为 “改变不了的中
国心”。 而初心的宝贵，就在“愿历尽
千帆，归来仍少年”的抱朴如初，就在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自强不

息，就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家国情怀。

哲人有言 ，“守真志满 ， 逐物意
移”。 随着时光变迁，人们往往会纠结
于现实的纷扰， 淡忘了本来的追求。
有的人精致利己，把利益当作唯一驱
动，只看得见眼前的浮华 ，却失去了
生活的本义。 更有甚者腐化堕落，与
初心背道而驰 ， 头撞南墙才后悔不
已。 虽说生命的高度不是只有一种形
式 ， 人生的追求也不是只有一种方
式，但听不到内心的呼唤 ，就会在随
波逐流中迷失自己，缺少了奋斗的支
撑，就会在生活的狂涛巨浪里失去重
心。

“生命的本相，不在表层，而是在
极深极深的内里”。 给初心奋斗的使
命，就是给人生奋斗的意义 ，给生命
拓展的空间。 要知道，有始终如一的
追求极致，普通工人也能成为大国工
匠；有默默无闻的长期坚守 ，平凡岗
位也能成就不凡事业；有关键时刻的
挺身而出，身边小事也能闪耀最美的
人性光辉。 对共产党人而言，永葆不
老的初心 ，也是保证 “革命人永远是
年轻”的秘诀。 每一名党员都是时代
的播火者 、初心的践行者 ，都肩负着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使命。 因为，自打从上海石库
门出发， 就注定这是不凡的征程；自
从走出西柏坡的那一刻起 ， 就注定
“赶考”永远在路上。

“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
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 初心里不仅
有诗和远方，更有奋斗和使命。 即使
时光再匆匆 、人生再无常 ，每个人都
应不忘提醒自己 ： 你曾经最初的梦
想，今天还是不是你最高的追求？

退耕还林 20 年 延安大地谱新篇
陕西省延安市曾是黄河中上游

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曾经，
这里满目苍凉， 黄沙弥漫、 土壤瘠
薄，群众陷入“越垦越荒、越荒越穷、
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之中。

1998 年， 延安市吴起县出台了
封山退耕政策；1999 年，延安市大规
模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在黄土高原
上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 “绿色革
命”。

20 年来， 延安人民发扬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以植树造
林、封山禁牧 、天然林保护 、基本农
田建设、 舍饲养畜和移民搬迁六大
工程为骨架的退耕还林工程， 取得
了生态面貌改天换地的卓越成就。

延安全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

积 1077.46 万亩，基本完成陡坡耕地
应退则退的目标 ； 植被覆盖度由
2000 年的 46%提 高 到 2017 年 的

81.3%， 实现大地基色由黄变绿的历
史性转变； 入黄泥沙量由退耕还林
前的每年 2.58 亿吨降为年均 0.31 亿
吨 （2010 年至 2016 年 ）， 降幅达
88.4%。

随着生态环境改善， 延安农民
以粮为主、倒山种地、广种薄收的生
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变， 山地苹
果为主的经济林果、 现代化高效农
业、林下经济与生态养殖、生态旅游

等绿色产业逐步成为农民脱贫致富

的主力军。 依靠主导产业，延安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98 年的
1356 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11498 元。

近年来， 延安退耕还林工程已
从规模扩张转为追求质量效益的新

阶段， 当地通过采取林分改造等措
施对生态成果进行巩固提高， 促使
植被由浅绿变深绿， 让延安由绿变
美，让群众因绿而富。

������延安市安塞区雷坪塔村村民张
莲莲 （右二 ）与家人一起出门 （5 月
29 日摄）。 张莲莲与丈夫王耀武用
30 多年时间在当地造林 2000 多
亩，栽成了超过 20 万棵树木。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抱团养老”呼唤更多帮扶
■李泓冰

“壮岁尘埃禄事牵，老归重到旧
林泉”，教子垂芳，荣亲养老，是每个
成年人的责任担当， 其间的爱与责
任相伴相生。 最近，一则新闻故事刷
新了朋友圈： 浙江杭州郊区 13 位老
人住别墅 “抱团养老 ”，他们的喜与
忧引发众多议论。 银发市场需求巨
大 ，民间创新层出不穷 ，如何鼓励 、
支持、规范？ 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考
题。

对每一个人来说， 迟早都冉冉
乎将至的 “养老 ”，正在面临非常现
实的供需矛盾。 北京曾爆出一则新
闻，一家质优价廉的公立养老院，曾
引得媒体频频光顾， 居然火爆得从
报名到入住要排队 100 年！百年等一
回，或是极端的例子，但各地公立养
老院排队逾年甚至数年，并不新鲜。
改革开放以来， 得益于卫生条件改
善、医疗水平提高，中国人的平均寿
命一直在稳步上升。 北京、上海等地
的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超过 80 岁。据
权威统计，截至 2017 年底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2.41 亿人 ，占
总人口 17.3％。 一般认为，老年人口
占 10％， 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
了，而预计到 2050 年，我国老年人口
将达 峰 值 4.87 亿 ， 占 总 人 口 的
34.9％。

如此庞大的老龄人群， 如此艰
巨的养老重任，放在哪个国家，都是
民生大事。 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成人，
父母则渐渐变老， 自古以来的家庭
养老传统，面临现实压力，亟须早做
准备、多方施策。

正因如此，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养老”成为民生领域最热的关键词
之一。 《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和
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
老院服务质量。 在下大力气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 支持公办机构养老之
际，借重民间力量、鼓励家庭养老以
及“抱团养老”，显然可以稍解燃眉之
急。 然而，改革需要过程，眼下的社
会保障体系还难以全覆盖。 未富先
老，未“改”先老，高龄化、少子化、空
巢化，恰与人口高峰、就业高峰相撞，
一起抵达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
转型的交叉路口，家与国都需要共同
努力。

当民间养老创新模式迭出的时

候，政府与社会应当及时跟进扶助、
指导，让老人们不再“孤军奋战”。 比
如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 ，一
直在完善全国补贴力度最大、 最细
的基础养老设施补贴方案， 重点就
是鼓励民资进入和居家养老。 社区
补贴的“老人饭桌”、试点社区“养老
顾问 ”服务 、家庭医生也逐渐普及 。
广州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放开市场准入，培育市场
主体，完善价格机制。 对民办养老机
构给予新增床位 、护理 、医养结合 、
等级评定等补贴， 督促和鼓励不断
提升服务水平，拓展服务内容，延伸
服务半径。

家和万事兴，养老是家事也是国
事，不可轻慢。 扶助民间养老模式，
化解老龄困境，是道德需要、社会需
要，也是在助力宏观经济持续向好。
相信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扶助下 ，
“抱团养老”等民间努力将得到积极、
可持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