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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诗歌的种子

帮助乡村留守儿童打开自己的心扉，

是陈燕燕一直坚持做的工作。作为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她曾在西部地区多次开

展关爱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活动，在一些

孩子沉默叛逆的背后，她发现被忽视的情

感需求和欲望表达。

“与其让孩子流泪倾诉，不如让他们

发现自身的美好。”陈燕燕决定将目光投

向充满灵气的乡村大地，带着孩子们在大

自然里写诗。

起 初 ，质 疑 和 不 理 解 从 四 面 八 方 涌

来。“山里娃没接触过系统的诗歌训练，能

写出诗吗？”“我从没上过诗歌课，万一孩

子们写不出，岂不是闹笑话？”……

是孩子们充满童趣又饱含深情的诗

歌 ，给 了 陈 燕 燕 极 大 的 信 心 。2020 年 6
月，在荷花点点、蛙声阵阵的池塘前，武宁

县鲁溪镇梅颜村小学的孩子们以心为笔，

写出了一首首以夏天为主题的诗。

“我多想，我是月亮，您是星空，我枕

着星星入眠。”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陈燕

燕心里隐隐震撼。写下这首诗的孩子告

诉她：“天空中，月亮和星星常常相伴而

行，如果我和爸爸也像月亮与星星一样就

好了。”陈燕燕意识到，诗歌或许能成为孩

子们情绪的出口、情感的寄托。

“ 诗 歌 虽 不 能 直 接 解 决 现 实 问 题 ，

但 孩 子 们 的 喜 怒 哀 乐 在 诗 歌 里 有 了 落

脚 点 。”陈 燕 燕开始深入武宁县山区，陪

孩 子 写 诗 。 春 天 的 油 菜 花 、夏 天 的 荷

花、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花，都是孩子

们 创 作 的 灵 感 源 泉 。“ 孩 子 们 推 开 了 一

扇感知自然的大门，可以自由地表达自

己。”陈燕燕说。

叩开孩子的心门

在收集诗歌时，陈燕燕的心灵不时被

孩子天真烂漫的话语撞击，也从字里行间发

现了他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有些孩子性格内向，不善表达，诗歌

成了讲故事的载体。“春节到了，左联右联

开始吵架，他俩又在争论谁的功劳最大，

横批姐姐跑过来，牵起两个弟弟的手，别

吵了，别吵了，我们是幸福的一家。”读到

这里，陈燕燕扑哧一笑，“这个孩子应该是

一个姐姐，她通过对联投射出自己平时小

大人的形象。”

有些孩子看起来笑意融融，但诗歌里

却写满了孤独。“我家门前停着一只鸟，它

的爸爸妈妈去捉虫了，我的爸爸妈妈也去

‘捉虫’了，我们都感觉很冷很孤单。”陈燕

燕立即找来写诗的孩子，陪她谈心，疏导

其内心的孤独。

一些在外务工的家长，读到孩子写的

诗，常常觉得不 可 思 议 。“是 不 是 老 师 修

改过的？”“原来孩子这么想念我们，我们

都不知道。”“要经常回去陪陪孩子。”骄

傲、愧疚、欣慰、感动，家长的情绪也被一

一激发。

“诗歌不是技巧，也不是模板，是孩子

们走进大自然后，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真情

流露。”陈燕燕说，诗歌就如同一把钥匙，

打开了孩子的心门，这扇门背后，既有大

自然的一草一木，也有家长里短；既有充

满童真的快乐时光，也有鲜为人知的小秘

密……天真的童年、未来的愿望都在一首

首小诗里娓娓道来。

留下诗意的童年

临近开学，武宁县第四小学春草青文

学社主编周妮燕又要为刊物收集诗歌作

品而忙碌。自寒假前“征集令”向全校发

出后，诗歌作品在寒假期间如雪片般向她

飞来。2020 年 11 月，陈燕燕等志愿者来

到武宁县第四小学，摇响采诗的木铎。在

孩子们不断高涨的创作热情中，春草青文

学社应运而生，至今已出版 13期刊物。

“孩子是天生的诗人，我们只是种下

了一颗种子，为他们留下诗意的童年。”周

妮燕说，目前学校涌现了一大批小诗人和

一些采诗的老师，学校还在筹办诗社，开

辟诗歌天地，出版春草青诗集，带领更多

的孩子叩响诗歌的大门。

令陈燕燕感到欣慰的是，创作的热潮

还蔓延到了幼儿园，唤醒了幼儿园小朋友

的诗情画意。走进武宁县第三幼儿园，大

厅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张张展板，展示着

孩子们用文字和绘画写下的诗。为了引

导孩子们写诗，学校培养了专门的采诗教

师，每周给孩子们上诗歌课，还申报了相

关的研究课题。“诗歌培养了孩子们的观

察力，创造力和审美能力，带给孩子们一

个更丰富美好的精神世界。下一步，我们

将总结工作经验，把这项工作辐射到乡镇

幼儿园。”武宁县第三幼儿园党支部副书

记徐立慧说。

如今，在武宁县，越来越多的学校向

采诗志愿者发出上课邀请，随着一首首

小诗从孩子的心底流淌出来，一本本童

诗集被印刷传播，一

场 场 诗 歌 课 培 训 的

落地……孩子们的

童 年 ，正 被 诗

歌照亮。

武宁县志愿者武宁县志愿者44年采集年采集20002000余首童诗的背后余首童诗的背后————

童声里的诗意春天童声里的诗意春天

“风推开窗子，春光就透
进来了。蝴蝶飞到窗外的桃
树上，不知道他对桃花说了什
么，桃花一下子羞红了脸。”

3年前，武宁县横路乡上
富完全小学的张一菲写下这
首小诗，由此开启了一段诗意
旅程。

这趟诗意旅程，是在采诗
志愿者陈燕燕的带领下打开
的。4年来，她和当地志愿者
深入武宁县偏远山村，引导孩
子们走向自然，走进诗歌的世
界，孕育出充满诗意的童年。

陈燕燕指导孩子们写诗。 易永艳摄

近日，住建部公布 5 起房地产中介行业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违规典型案例，所涉及
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与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非法收集、使用、买卖公民个人信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合法权益有关，相关当事
人均被判刑。

头天购买了一套房子，第二天装修公司、
卖瓷砖的、卖窗帘的、卖家具的等等各种推销
电话就开始“轰炸”业主，这是许多人有过的
经历。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事
件并不少见，大众对于为了一己私利而兜售
泄露他人信息的行为 ,早已深恶痛绝。此次住
建部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人非法获取个人
信息达 30 万条，令人惊心，由此可见一些行业
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已经到了毫无顾忌的
地步。此次对 5 起典型案例的当事人进行严
惩，体现出国家重拳整治房地产行业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乱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的信心和决心。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首先，司法机关应加
大打击涉及此类违法犯罪的力度，要加强与
网信部门、房地产行业主管部门的协作，对收
集和掌握公民个人信息较多的行业进行实时
监管，将业内人员违法违规出售公民个人信
息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同时，针对地产等行
业用户信息“数据海量，敏感度高”等特点，相
关部门要进一步细化和制定管理法规，完善
重点行业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其 次 ，群 众 要 积 极 主 动 和 侵 犯 个 人 信 息
的行为作斗争。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接到

“指名道姓”的骚扰电话时，虽然不胜其烦，但
往往只是挂断、拉黑了之，很少报警处理，长
此以往，助长了不法分子的气焰。笔者建议，
公民在发现个人信息受到侵害时，应积极向
公安部门提供有效线索。同时，相关部门也
应主动作为，简化程序，降低公民维权成本，提升公民主
动维权的积极性。

最后，相关行业要加大对从业人员遵纪守法、职业道
德教 育 ，时 时 敲 响 警 钟 。 要 建 立 诚 信 黑 名 单 ，将 失 信 企
业 和 失 信 人 员 纳 入 黑 名 单 ，在 市 场 准 入 、融 资 等 方 面 进
行严格限制，让他们对自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付
出代价。

近日，资溪县纪检监察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涉农
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宣传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
引导群众对相关部门在服务春耕备耕工作中出现的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行监督举报。

易永艳摄

南昌试点抓拍骑行人不戴头盔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蔡颖辉）近日，南昌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局青云谱交警大队与多部门共同研发的社区非机动车不

戴头盔检测系统，已上线试用。该设备在督促电动自行车骑行

人佩戴头盔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据介绍，该系统的前端子系统部署在社区门口，由头盔检测

摄像机和音柱组成。头盔检测摄像机识别到不戴头盔的行为后

联动音柱语音提醒，经提醒仍不改正的抓拍照片，通过网络推送

到后端管理平台，再推送至公安网，公安网视频大数据应用平台

将图片进行人脸识别后，保存并进行相应的数据分析统计。

“ 市 交 管 局 最 近 通 报 的 县 区 头 盔 佩 戴 率 中 ，青 云 谱 区 以

79.3%位居城区第一，这套抓拍设备的运用提供了很大助力。”青

云谱交警大队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大队将与交管局法制部门沟

通，将该批设备进行公告后，对抓拍到的不佩戴头盔的骑行人进

行处罚。

铜锣声声护古村
本报婺源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各家各户，小心火烛，

人离火灭，人走断电……”每天晚上，婺源县沱川乡理坑村打更

人余顺祥都会在村里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敲着铜锣，喊着口

号，提醒村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沱川乡理坑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古村落”，

村里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 242 栋，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处。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村子的平安，营造

良好的治安环境，近年来，该乡一直将打更巡逻作为安全宣传的

一项重要措施。每天 21 时至次日凌晨 3 时，打更人沿村巡逻，确

保安全警示锣声传遍每组每户。同时，当地积极开展夜间进村

入户查隐患行动，就防电信诈骗、用火用电用气安全、交通安全、

国家安全等工作进行宣传，提高村民安全防范意识。

2 月 23 日，记者乘车沿着新省道 S527
由西向东行驶，很快就进入上高县新界埠

镇桐山村。道路两旁，一栋栋房屋鳞次栉

比、一个个蔬菜大棚整齐排列、一座座生

态茶园春意盎然、一口口水塘绿水盈盈，

处处显露着新农村的新气象。

以前的省级红色名村——桐山村可

不是这样。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没

有主打产业，长期以来，桐山村一直是捧

着“金碗”没饭吃。老的公路修建于 2000
年，路面狭窄、坑洼不平、破损严重，群众

出行十分不便，改建新路成为近年来当地

沿线群众最期盼的事。

2021 年，上高县推进普通国省道与城

市道路衔接协调发展。2022 年 9 月，新省

道 S527 顺利通车。宜春市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上高分中心副主任谢文文介绍，他们

将原来破旧的水泥路面升级成崭新的沥

青路面，通过改道、延伸，路更宽更平了，

舒适度也更高了，为沿线 6 个村庄 7600 余

人带来了极大便利。

“以前开车去县城要 40 多分钟，现在

10 多分钟就到了。”桐山村党支部书记陈

文 彬 说 ，近 两 年 ，该 村 充 分 利 用 新 省 道

S527 贯穿全村的交通优势，因地制宜、因

村施策，结合红军上高指挥部旧址、陈卿

云故居、果蔬采摘基地等资源优势，打造

研学基地，发展乡村特色旅游。去年 12
月，新界埠镇集镇至桐山村沥青双车道改

造工程完工后，前来游玩的人明显比往常

多了起来。

新界埠镇宣传委员徐政介绍，路修好

后，带动了桐山村休闲旅游业发展，仅今

年春节期间，该村就接待了 5000 多名游

客。到目前为止，该村累计接待团队研

学、红色教育活动 180 余场次，游客 7 万余

人次，当地村民每年人均增收 1500 余元，

进一步激活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桐 山 村 的 变 化 ，是 近 年 来 上 高 公 路

“扩路网、升等级”，方便群众出行，带动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谢文文告诉记者，上高县立足现状，

结合未来交通发展趋势,通过深入融合国

省道建设与城市道路规划，先后新建省道

S527、S428 绕上高城区段一级公路，实现

国省道与城区道路衔接，让群众出行更便

捷；规划 S221上高至七里岭段一级公路改

建工程、上高大道公路设施提升改造工程

等项目，形成环状路网结构，延长城市环

线，实现东西南北的交通出行快速转换。

一方面，避免了国省道过境交通与城市道

路交通之间的相互干扰，提高了群众出行

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加强了城市道路和

国省道的固有属性和功能，打开了城市开

发新空间，为城乡建设注入新动力。

以国道 G320 为例，上高县通过改扩

建这条公路，将白云峰漂流景区、镜山森

林公园、九峰山、大观塔、上高会战烈士陵

园串联起来，提升了上高县公路的通行能

力，惠及泗溪镇、敖山镇、锦江镇等，不但

带动了旅游业快速发展，沿线还聚集了

300 多家货运物流企业，为村民提供了更

多的就业岗位。2023 年，全县共接待游客

1017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9 亿元，

分别较上年增长 11%和 12%。

打通“梗阻”道路 迎接美好生活
——上高县推进普通国省道与城市道路衔接协调发展见闻

“感谢政府帮助，‘防贫险’来得太及

时了，1.3 万元的理赔金已经到账，缓解了

我家的燃眉之急。”近日，永新县赣化社区

的城镇低保对象马女士激动地说。前段

时间，马女士不幸患上了乳腺癌，医疗费

用高昂，且其家中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

小学，一个上大学，家庭开支较大，面临返

贫风险。永新县民政部门了解情况后，及

时帮她申请了防贫保险，有力化解了马女

士家庭的返贫风险。

马女士家庭得到救助一事，是永新县

“防贫险”工作取得成效的生动缩影。近

年来，为持续巩固拓展城镇困难群众脱困

工作成果，永新县为城镇困难群众购买防

贫责任保险，推动事后救济向事前预防转

变，助力城镇困难群众解困脱困。

聚焦易致贫返贫高风险人群，永新县

进一步明确对象，统一为城镇特困人员、

低保对象、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

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人群购买

“防贫险”，同时抓住因病、因学、因灾等关

键因素，细化防贫保险理赔范围。

去年底，禾川镇西门社区网格员在日

常入户走访时，了解到袁某一家五口，大

儿子智力肢体二级残疾，丧失生活自理能

力，小儿子年龄尚幼，妻子不能外出务工，

只能在家照顾孩子，全家都靠袁某和其女

儿务工收入维持生活。然而，屋漏偏逢连

夜雨，袁某意外摔伤导致双腿骨折，装了

钢板，视神经损伤导致视力二级残疾，只

能在家休养，无法就业。通过社区摸排上

报，永新县城市社区管委会、民政局、保险

公司三方工作人员联合入户调查，最终为

袁某申请“防贫险”理赔 3万元。

永 新 县 民 政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在

“因病”类方面，对参保人通过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保险等各类

补偿后，仍需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按不

同等级标准赔付。若导致伤残、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的，额外按每人最高 2 万元发放

防贫保险金；在“因学”类方面，按高中和

中职、中专和高职、大专和本科等 3 种不

同学校类别划分不同等级的标准赔付，最

高为每年 8000 元；在“因灾”类方面，划分

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两类。自然灾害方

面，家庭财产损失金额在 1 万元以下的，

赔付比例为 60%，1 万元以上则按更高比

例赔付，封顶线为 2 万元。若造成人身伤

害的，再额外赔付。

为精准发挥“防贫险”的作用，让保险

金成为雪中炭、及时雨，永新县积极发挥

三级联动机制作用，建立起“乡镇街道受

理初核-县民政局复核-保险公司核查”

理赔核查程序，要求理赔金在获得发放通

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特殊情况最长

不可超过 20 个工作日，为困难群众提供

有力保障。

据悉，该县已为 29 户城镇困难群众

发放“防贫险”理赔金 25.9 万元，理赔率达

99.5%。“今年我们将人均保费标准由 60元

提高到 100 元，为全县城镇困难群众购买

‘防贫险’，无需老百姓掏钱，保费全部由

政府财政承担。”永新县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防贫险”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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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油菜花田里采诗孩子们在油菜花田里采诗。。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省道 S428
上 高 城 区 段
新 建 工 程 通
车 后 ，极 大 方
便 了 群 众 出
行。

本 报 全 媒

体记者 付 强摄

近年来，上高县推进普通国省道与
城市道路衔接协调发展，将“修一条公
路、串一线风景、富一方百姓”的理念贯
穿于公路项目建设始终，让一条条民生
路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为日新月异的县
城和生机勃勃的乡村铺就高质量发展
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