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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车不能刷充值卡、理发不能享受会员价、吃饭

不能用团购……每逢过年，许多消费者都会遇到类

似的霸王条款。然而，今年春节期间，笔者发现，不

论是洗车、理发，或是在商场吃饭，一些商家都承诺

“不涨价”，让顾客与日常一样消费。

过年之前，洗车、理发等生活服务成为许多人的

刚需。往年，许多商家抓住机会，坐地起价。不论是

新顾客，还是老客人，原本三四十元一次的洗车服

务，变成了七八十元；原本四五十元一次的理发，变

成一百元。面对商家涨价行为，不少消费者内心十

分不满，但抱着“马上过年了，贵就贵一点”的心态，

咬咬牙还是付了费。

今年春节前，笔者进入一家洗车店，发现这个店

不仅不涨价，还可以使用充值卡。小区楼下的一家

理发店也在门口张贴醒目告示：春节期间不涨价！

这些小店老板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现

在服务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过年涨价，看上去多赚

了点钱，但伤害的是自己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

诚然，过年期间做生意，商家的用工成本会提

高，但在服务没有提升的情况下，动辄翻倍涨价，或

者强加各种霸王条款，已然不是为了弥补人工差价，

而是赤裸裸地坐地起价。如此行为，看似在短时间

内获得暴利，却无异于杀鸡取卵，消耗着顾客对商家

的信任。

反观那些恪守诚信，宁愿自己少赚一点，也不愿

顾客承担成本的商家，看上去牺牲了利润，实则眼光

更为长远。客从八方来，不仅要靠商家过硬的服务

水平，更要依赖顾客好口碑的传播。希望诚信的商家能够更多一

些，更祝福这些商家能够生意红火、长长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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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铺的人行道为何铲掉
系质量不达标，施工方已整改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人行道刚铺设好又被铲掉，这不是浪费吗？”近日，有宜

黄县的读者向记者反映。

2 月 10 日，记者来到宜黄县新修建的依山路，这条路一边

是山，一边是宜黄河，紧挨宜黄河的一侧有新修建的广场、球

场与人行道。

读者谢先生指着人行道告诉记者，今年 1 月，这条人行道

已经铺设好，可是没几天又开挖，春节前，这条人行道才重新

铺设好。

为此，谢先生向相关部门反映了该问题。“对方给我的答

复是受多种因素影响，人行道未能达到既定的质量标准，所

以挖开重新铺。这二度开挖的费用谁来承担？我没有得到

详细的答复。”谢先生说。

随后，记者来到负责该路段工程的宜黄县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工程部负责人解释：“人行道铺设后，我们

发现存在较严重的质量问题，所以督促施工方进行整改。”

该负责人出示了人行道整改前的照片，记者发现，底色

为橘红色的人行道颜色斑驳，有的地方出现大片泛黄脱色情

况。“原本要求人行道像海绵一样具有渗水缝隙，但是新修的

这一段路不仅板结不能渗水，连颜色都不统一，所以我们责

令施工方整改，由此产生的费用都由施工方承担。”

2月9日，在九江市柴桑区城门街道白合村的白合生态产业园

玻璃温室大棚内，盆栽草莓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摄

2 月 6 日，会昌县举行春风行动系列招聘会，吸引众多求职

者。此次参会企业 56家，提供就业岗位 3000余个，满足求职者多

样化需求。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摄

对家住南昌县冈上镇水建社区 88 岁

的方桂珍来说，新年的第一份“大礼”莫过

于家门口新开张的“一老一小”幸福院。

“朝英，去吃饭咯！”2月 7日 11时，方桂

珍敲开“老闺蜜”王朝英的家门，约她一同

去幸福院的老年食堂吃午饭。

“过年在孩子家待了几天，还挺想念咱

们食堂的饭菜呢”“是呀，大家一起吃还更

热闹”……两位老人一路说说笑笑，走向社

区里的幸福院。

方桂珍是独居老人。一个人在家，为

图方便，她平时都是随便应付一口。

去年，社区建起“一老一小”幸福院，今

年 1 月，老年食堂正式运营，方桂珍打心眼

里高兴，每天到饭点就去吃饭。

“这么早就来啦！”食堂门口，已经有

10 多名老人坐在房檐下的矮凳上，方桂珍

和王朝英熟络地向他们打着招呼，大家一

边聊天，一边坐等开饭。

厨房里，饭香四溢，工作人员正在烹制

菜肴。记者看到，不同于寻常的燃气灶，这

间厨房里使用的是智能电磁灶，没有明火，

减少了安全隐患。地上的食品留样柜里，

放着当日的菜品。一旁的消毒柜里，整整

齐齐叠放着碗筷，干净明亮。

“叔叔阿姨们，开饭啦！”11 时 40 分，随

着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呼声，一道道热腾腾、

香喷喷的家常菜被端上桌。老人们相伴而

行，有序入座。

“三菜一汤，口味很适合我们老年人，

你看这个豌豆肉饼汤，炖得软烂，还不油

腻”“原先我和老伴一提做饭就头疼，现在

每人每月只付 200 元，下楼就能吃上新鲜

热乎的饭菜，子女再也不用担心我们吃饭

问题了”“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胃口都更好

了，吃起来格外舒心”……食堂里，老人们

边吃边点赞。

水建社区党支部书记闵忠城告诉记

者，社区老年人较多，80 岁以上的老人就

有 200 多人，且大部分是独居老人。“去年，

我们投资 100 多万元，将社区原先的老年

活动中心改造成‘一老一小’幸福院。针对

老人迫切的就餐需求，一楼的老年食堂于

今年年初先行开放，首月就有 70 多名老人

前来用餐。”闵忠城说，“在资金筹措管理

上，除了政府补助，还有爱心企业的捐助，

可确保食堂在正常运转的基础上为老人提

供更精致可口的菜品。”

13 时左右，老人们用完餐，心满意足

地相继离开食堂。“回家眯一觉，下午再出

来逛逛。”王朝英笑着对记者说，“在建设幸

福院期间，社区还增设了不少健身器材，方

便我们锻炼身体。”“幸福院里还有棋牌室，

旁边有乒乓球桌，还有一个门球场，每天下

午都可热闹了。”方桂珍接过话，“多亏了政

府的好政策，现在的日子幸福着呢！”

“除了服务老人，‘一老一小’幸福院里

还设有‘四点半’课堂、手工活动室、图书阅

览室等满足儿童需求的场所，我们正在陆

续完善相关配套设施，让这里同时满足两

代人的需求。”闵忠城说。

引能人返乡 兴产业促就业

2 月 8 日，室外寒气袭人，但在高排乡

山口村的江西康源塑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场景。

村民余彩娣和同事正在生产线上忙

碌，她将一个个刚从机器上生产出来的塑

料杯进行整理打包。

“我在这里上班，每月能拿到 4000 元

左右的工资。”余彩娣告诉记者，得益于村

里的能人返乡办厂，她在家门口有活干、有

钱赚，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余彩娣口中的能人，是从广东返乡创

业的钟伟财。“去年 2 月，我回乡探亲，高排

乡党委政府热情邀请我返乡创业，我也早

有此意。”钟伟财告诉记者，令他感到暖心

的是，当地政府的服务很周到，从厂房用

地，到企业生产用水用电等，都在最短的时

间内保障到位，当年 2 月在村里建厂，6 月

就投产了，而且当地政府还帮着招工。

钟伟财算了一笔账，仅厂房租金一项，

与广东相比，每年可省下 40 万元以上。今

年春节期间，钟伟财决定新增两条生产线，

可以吸纳 60余名村民就业。

曾在外发展的曾乐乐，是高排乡云雷

村人，看到当地政府发布的农业种养招商

信息后，抱着问一问的想法进行了电话咨

询。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接到电话后，高排

乡政府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一对一”服务，

不仅有工作人员讲解养殖政策，还实地陪

同他选址、测绘，开展联审联批，仅一天时

间就完成了办厂手续。

“我办的养鸡场，采取‘公司+农户’的

经营形式，现在每年出栏9万羽肉鸡。”曾乐

乐告诉记者，老家的营商环境不比外面差，

还有政府大力支持，返乡创业更有底气。

在高排乡，像钟伟财、曾乐乐一样的

能人不在少数。当地政府通过政策激励、

服务保障等举措，出台贷款担保、贷款贴息

等一系列政策，引导能人返乡兴产业促就

业。截至目前，高排乡已引回能人 52 人，

带来 30 亿元资金，其中有省“专精特新”企

业 2个。

用发展红利 厚“家底”惠民生
随着能人返乡，带来一个个产业项目，

高排乡的村集体经济收入逐年攀升，目前全

乡7个村的经营性收入均超40万元。

村集体的家底厚起来，改变了村集体

“有心干事、没钱办事”的局面。“村里安装

了路灯，晚上不用摸黑走路；出门就是水泥

路，告别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日

子……”谈及村里的变化，高排村的钟大爷

脸上难掩喜悦。

村民的幸福账单越来越厚，是高排乡

激活能人资源强村富民，让群众日子越来

越甜的一个缩影。

高排乡党委书记刘震阳介绍，高排乡

不沿边、不靠海，人才、资金、交通等均没有

优势，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仅缺人才，还

缺资金。通过引能人返乡，发挥能人群体

实力强、门路广、有情怀等优势，实现既富

口袋又富脑袋，办成了一件件民生实事。

例如，在能人的大力支持下，高排乡有了教

育基金会，共筹集善款 350 万余元；整合返

乡能人募集资金 130 余万元，建成了高排

书香馆；成立了高排乡商会，吸纳高排籍本

地或在外企业 50 余家，打造了携手创业、

合作共赢的平台；在高排乡商会的带动下，

能人们捐资 10 万余元，购置路灯 70 余盏，

护 航 高 排 乡 主 干 道 沿 线 500 余 户 村 民 和

1800余名学生安全出行。

此外，返乡能人还积极参与到基层治

理，例如，利用在村里的威望，化解村民矛

盾纠纷；面对陈规陋习，他们带头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在孝老敬亲方面，不仅关心

村里老人的生活起居，为他们排忧解难，还

组织各类慰问活动，给老人送温暖。

刘震阳表示，高排乡将进一步优化能

人返乡投资兴业环境，让更多在外能人想

回来、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同时做大做

强肉牛、脐橙、烟叶、蔬菜、白金柚等产业，

让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在德安县广场西路消防救援站的门口，

张贴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一句名言：

“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作为袁隆平家乡的消防救援站，站内消

防指战员一直以“种子精神”为座右铭，努力

做一粒勇于奋斗的种子、做一粒追求梦想的

种子、做一粒传承红色血脉的种子，留下了

许多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温暖故事。

赴汤蹈火的救火队长

2 月 10 日，走进该消防救援站，几间不

大的办公室格外干净整洁，宿舍的被子叠

得像豆腐块一样。

站长陈蔚涛告诉记者，消防救援队伍

实施准军事化管理，在灭火救援、应急抢险

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

1 月 29 日 是 大 年 初 一 。 当 天 6 时 32
分，德安县河东乡小红平价超市附近的群

众自建房着火。接警后，陈蔚涛带队迅速

赶到现场。仅仅半小时，大火就被扑灭，无

人员受伤和次生灾害。

刚处理完这场火灾，该县蒲亭镇新广

场“开口笑厨房”又发生火情。陈蔚涛等人

不顾危险，佩戴空气呼吸器开始内攻，发现

系该饭店烧烤机短路引发的火灾，立即对厨

房内部火势进行扑救。由于救援及时，饭店

仅 15平方米厨房遭受了损失。“要不是你们

及时救援，后果都不敢想。”大火扑灭后，店

老板紧紧握住陈蔚涛的手连声感谢。

陈蔚涛出生于1994年，参加工作8年多

来，先后处理过各类应急救援任务 1500 余

起，从未因指挥失误发生过事故。面对险情，

他用实际行动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让

“火焰蓝”成为百姓心中温暖的底色。

夫妻共圆“消防梦”

赵福是该消防救援站通信保障班班

长，春节假期，他每天在岗值班，不仅要迅

速、准确受理报警，及时发出出动信号，还

要火速赶赴火场，组织火场通信，参与火情

侦察，报告现场情况。

赵福说，这份工作虽然辛苦却很快乐，每

当通过消防指战员的努力灭了火、救了人，就

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也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1988 年出生的赵福，是贵州毕节人。

2008年，他还是一名大学生，与几名同学上

山游玩偶遇山火，在大家的努力下，山火被

扑灭。从那一刻起，赵福立志要成为一名

消防员。

梦想就像一粒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

会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2009 年，赵福

毕业后，如愿成为一名消防兵。当得知消

防 队 离 家 有 1200 多 公 里 时 ，父 母 有 些 犹

豫，但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要去！”

2018 年 11 月，消防兵不再列入武警序

列 ，全 部 退 出 现 役 改 编 为 非 现 役 专 业 队

伍。此时，赵福原本可以回到贵州老家，享

受政府安置工作政策，但他舍不得离开消

防岗位，于是将妻子和小孩接到德安县，并

且在他的鼓励下，妻子也被德安县消防救

援大队招录，夫妻二人共圆“消防梦”。

“一门三代兵”的红色传承

每年春节假期，警情都是平时的四五

倍。为让外地消防员回家过年，该消防救援

站指导员金昱辰每次都主动提出值班。

今年大年初一，金昱辰连续出了 12 次

警。在处置德安县杨桥废品物资回收站火

灾时，他和队友连夜奋战 6个小时。

金昱辰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还参加

过抗美援朝战争，父亲也是一名军人。长

辈们时常告诫他，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

承下去。他没有忘记长辈的叮嘱，从消防

兵退伍后继续坚守消防员岗位，用智慧和

汗水诠释消防员的职责担当。

日前，德安县领导看望袁隆平的夫人

邓则 ，讲 述 了 该 消 防 救 援 站 的 感 人 故 事

后，获邓则连连点赞。大家一致决定，将

该站更名为“隆平消防救援站”，以此勉励

全体指战员像袁隆平一样不畏艰难、甘于

奉献、呕心沥血、苦苦追求，让小站点守护

群众大安全。

引回来 留得住 干得好
——会昌县高排乡引能人返乡强村富民

高排乡位于会昌县西南部，这里四面环山，丘陵起伏，是一个典型的山区乡镇。面对产业项目少、乡村振兴人才匮乏、
启动资金不足等问题，高排乡近年来实施能人返乡行动，鼓励引导在外创业成功人士、民营企业家等各类能人返乡投资兴
业，实现创业回乡、资金回流，助力村集体增收和群众致富，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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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

曾乐乐在创办的养鸡场察看肉鸡长势。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洪怀峰摄

水建社区老年食堂里，老人们在用餐。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摄

小站点守护群众大安全
——德安县广场西路消防救援站走笔

赵福正在

民房前灭火。

本报全媒

体记者 付 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