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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是考研、考公等考试

的报名季，付费自习室也日渐火

热，特别是在一些县城，许多返乡

备考的年轻人聚集于此。虽然付

费自习室每日费用看似不高，但

考虑到许多备考者是专职备考，

尚无固定收入来源，付费自习室

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开支。

对此，有的网友表示，为何大

家不去免费的图书馆自习，而要

花钱去付费自习室呢？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公

共图书馆机构总数为 3212 个，阅

览室坐席数为 126.5万个，其中县

市级图书馆 2790 个，阅览室坐席

数为 83.2 万个。而在实际工作

中，县市图书馆作为县域内的龙

头，下面覆盖有乡镇街道图书室、

社区书屋等，可以说，公共图书馆

体系已经覆盖到乡镇社区。

但是，当下图书馆的主要公

共职能，依然集中于文献资料查

询和借阅，以各省图书馆条例为

例，公共图书馆的定位是“向社会

公众免费开放，收集、整理、保存

文献信息（图书报刊、音像制品、

缩微制品、数字资源等）并提供查

询、借阅及相关服务，开展社会教

育的公共文化设施”。尽管在现

实工作中，一些图书馆开辟了自

习室、自修区等空间，但相比需求

依然有限，席位一位难求。而一

些街道乡镇图书室、社区书屋等虽然有文献资料查询和

借阅功能，但受制于空间等客观条件，自习区域或是过

少，或是并未开放。

诚然，受制于客观空间条件等因素，图书馆能够提供

给群众自习的空间，相比于需求仍然有限，但群众在自我

学习、自我提高的过程中，希望能够使用公共文化空间，

这一需求是相对合理的，也应该得到不断改善和满足，这

也有助于提升全民学习的意识和热情。毕竟，有自习需

求的，不只是某场考试的备考者。

正因如此，付费自习室火热的背后，是群众学习热情

在不断提升，有更多自我提高需求，那么，公共服务有必

要跟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很多，街道乡镇图书室和

社区书屋大多设置于街道乡镇和社区的公共场所，这些

场所能否提供更多自习自修空间。再比如，一些设有固

定桌椅和照明设施的公共会堂、礼堂等，在闲置时是否也

可以利用起来？

当然，付费自习室这样的社会力量，也是解决自习空

间不足的有效办法之一，只不过，对于这样具有公共服务

意义的机构，公共服务也得跟上。比如，能够有一些普惠

性的措施，在保障付费自习室正常发展的同时，也能减轻

自习者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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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昂

10 月 4 日，福建省泉州市外卖骑手洪成

木与民警、热心市民合作，借助抖音寻人平

台，成功帮助一名出走 6 年之久的流浪者与

家人团聚。3 年多来，他帮助 73 名走失者和

流浪者回家。

在洪成木的钱夹里，有一张 A4 纸，上面

密密麻麻写着寻人信息。信息的背后，是一

个个家庭重新团圆的希望和故事。而已经成

为网红小哥的他，通过新媒体平台，在分享寻

人信息的同时，也向公众介绍判断和帮助走

失者的方法，希望有更多好心人帮助走失者。

“走失者可能就在身边”

洪成木曾经在一家生产电子对讲机的

工厂工作，2018 年成为一名外卖骑手，每天

接单送单，奔波在路上。

2019 年 1 月 10 日，平日里喜欢看新闻的

洪成木，在“头条寻人”里看到一条信息，他

发现，这位走失者的样貌比较有特点，还穿

了特别鲜艳的人字拖，印象深刻。后来，在

送外卖的路上，洪成木真的遇到了穿着同款

拖鞋的流浪者，调头回来多看一眼，发现外

貌特征和寻人启事很像。当时联系不上走

失者的家属，他又要去送餐，只好报警。后

来，警方当天就把走失者送回家了。

这是洪成木第一次寻人，让他意识到，

“走失者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擦肩而

过。一次简单的回眸，一次善意的过问，也

许就能让他们获得帮助。”基于平凡的善意，

此次促成团圆后，洪成木受邀成为公益项目

“抖音寻人”志愿者团队，“想做点有意义的

事情”。借助互联网的帮助，洪成木寻人的

地图，从当地扩展到了全国。

去年 12 月 30 日，今日头条上一则消息

引起了洪成木的注意，“广州寻亲：六旬老太

被救助，精神异常”，老人在 2019 年 11 月被

派出所送到医院治疗。洪成木告诉记者，一

些精神异常的走失者，因为说不清家属信息

和家庭地址，被警方救助后，往往会被送往

医院治疗，有的经过治疗可以说出家庭信

息，也有的一直未能说出。

他又在网络上搜索到 3年前的另一则消

息，“广州急寻：六旬老太走失，穿蓝绿色外

套、红黑相接皮鞋”，这是一则家属寻找患有

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启事。同为广州，同为

女性，有相似之处。

第二天，洪成木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

通了家属童女士的电话，最开始，他差点被

家属当成了骗子，洪成木对家属说：“现在有

这么一个看起来有点像的老人，你要是觉得

信息有用，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觉得完全不

像，可以再将我的微信删除。”

如何判定和帮助走失者

就是这一句善意的提醒，家属最终找回

了走失 3年的老人。

很多人会问洪成木，“你怎么就能判定

出来因阿尔兹海默症而走失的老人呢？”洪

成木告诉记者，他发现走失者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衣着不整、不修边幅的流浪者，另一

种是东张西望、没有方向的老人。“有的老人

刚走失时，虽然衣着整洁，但如果他夜晚独

自行走，目光散漫，没有方向感，独自徘徊的

话，可以通过‘观察、沟通、联系’三步做法去

帮助他。”洪成木说，而长期的走失者和流浪

者，则多为衣着不整，头发凌乱。

观察是通过观察各种细节，判定是否为

走失者。沟通则需要很多善意的技巧，“比

如，可以佯装向老年人问路，问很简单的路，

或者与他打招呼，看他能否回答。”如果沟通

后发现可能是走失者，则要想办法联系家

属，在网上寻找匹配信息，以及联系警方求

助，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以及人脸识别技

术，加上公安机关的协助，有很大概率找到

老人的家属。

丰富的寻人经验，使得洪成木对于防止

老人走失有独到办法。他记得有一次，发现

走失者的同时，家属也寻来了，因为老人身

上带了定位设备。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日益

精准的定位设备不仅能有效防止老人走失，

也方便家属寻找。

在寻人过程中，洪成木还发现一个情

况。家属寻人很久未果，而说不出家庭信息

的走失者，已经被送到救助站或精神类医疗

机构许久了，“家属往往觉得已经联系了警

方，却忽视了去当地或周边地方的救助站或

精神类医疗机构看看。”

希望更多人加入

去年 3月 5日，洪成木被评为福建省第一

批“最美快递小哥”，他的寻人故事和寻人方

法，也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知晓，成了网红小

哥。“参与寻人，释放善意的不只是‘我’，而是

‘我们’。”洪成木告诉记者，当遇见走失者，自

己又有配送任务时，外卖站里的同事帮助他

送单，当他因寻人而配送超时，陌生的顾客不

仅免收赔偿金，还为他手动点赞。这些年，他

送餐从未因寻人被顾客投诉，“正因为有这么

多好人，我才能找到人。”

洪成木坦言，很多流浪者就是走失者变

成的，所以走失 24 小时内是找人的关键期，

如果走失者走得远了，离开了家乡，就变成

真正的流浪者，如果有人能够对他们多一分

留意，多一分提醒，多一次询问，也许他们的

命运就会改变，破碎的家庭也能重圆。

并 不 是 每 一 次 寻 人 结 局 都 是 团 圆 。

2020 年 12 月，洪成木看到江西南昌交警部

门的一条信息，一起交通事故的伤者为 80岁

左右男性，急寻家属，当洪成木通过线上平

台比对联系到家属时，老人已经离世。每次

洪成木回忆起这个事情，心里都很沉重，因

为如果路上有人留意了这位老人，也许悲剧

就不会发生。

“家属说，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前几

天出家门后不见了，一家人找遍了可能去的

地方，却最终在太平间再次见到。”洪成木说，

“我想，老人一个人在路上走着，多少人从他

身边经过，可没人知道他是需要帮助的走失

者，多么无助啊。此后，我每次送外卖路上看

见独自一人行走的老人家，就会多留意。”

现在，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越来越多的

人了解了洪成木的寻人方法。“前些天，我看

见柳南中学的学生，在街上用我教的方法，

询问老人。”柳南中学是洪成木的母校，他曾

受邀去这里演讲。

洪成木有一个梦想，他希望各地奔波在

街头的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们，都能在“擦

肩而过”之余，关注可能的走失者，学会用互

联网帮助寻人，“这世界不缺少善意，有时只

是需要多做一次提醒。”

外卖骑手洪成木 3 年多来协助 73 名走失者和流浪者回家，他希望教会更多人

如何帮助疑似走失者

世间不缺善意，或许只缺一次提醒
在洪成木的钱夹里，有一张 A4 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寻人信息。这些信息的背后，

是一个个家庭重新团圆的希望和故事。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黄仕强 本报通讯员 乔洛阳

“处得邻舍好，胜如捡个宝。”这句打油诗

是重庆市巫溪县文峰镇文峰村综治专干龚孝

财时常挂在嘴边的，这也是该县多个乡镇的

“村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的感悟。

地处大巴山深处的巫溪县在脱贫摘帽之

后，探索乡村治理的“乡贤+”模式，在各乡镇

建起一支专门帮村民解决“糟心事”的调解

队，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得以激活，各乡镇

村民自己制定了村规民约，扫除陈规陋习，评

出了“榜样”，文明新风也吹进大山深处。

邻里关系“润”乡亲困扰“解”

龚孝财是一名老党员，从文峰镇农机站

退休后被文峰村村委返聘为村综治专干。他

目前工作的地方叫“清风里谐润堂”，是村民

“扯皮”的地方。

文峰村支部书记陈志勇坦陈，村里开发

乡村旅游项目“清风里”，涉及很多村民的山、

地占用补偿，因此山林地界的矛盾比以前更

突出。

2019 年，文峰镇以创建“重庆市基层社

会治理市级示范点”为契机，与县司法局、检

察院联合，在文峰村 4社试点建设了“清风里

谐润堂”，村委安排 3名义务调解员长期轮班

值守，第一时间为村民们排忧解难，把矛盾纠

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两位村民曾因铺水管发生争执，升级成

经济纠纷，法院多次民事调解无果，两家人还

差点大打出手，后来在“谐润堂”义务调解员

的劝说下，双方握手言和，现在两家人和睦相

处，农活忙不过来时，双方还互相帮助。

“义务调解员与村民有共同语言，真正做

到了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社、矛盾不上交。”

龚孝财说，自 2020 年开始，村里越来越多热

心人加入义务调解队，组建起一支由乡贤、退

休干部、退休教师、村干部等组成的义务调解

员队伍。与此同时，文峰村还以“谐润堂”为

阵地，组成“微品社”，将群众矛盾和解决之道

写进剧本搬上舞台，变“一人讲大家听”为“齐

参与共分析”。

立一纸约定 扫陈规陋习

过去，巫溪县多地遇事大操大办成风，除

婚丧嫁娶外，搬家升学等都能成办酒理由，甚

至连建新房立大门也要办酒。久而久之，为弥

补送礼金后的亏空，原本不愿办酒的村民也想

方设法办酒，形成“你办我也办”的恶性循环。

该 县 古 路 镇 观 峰 村 为 引 导 村 民 拒 办

“无事酒”，并改变乱扔垃圾、打架“扯皮”等

情况，让村民自己立规矩定制度，让村民从

“被人管”到“自己管”。在观峰村居民广场

的醒目位置上，记者看见，村规民约内容包

括禁办“无事酒”，必须赡养老人，不得重男

轻女、家暴、打架“扯皮”，自觉维护村容整

洁等。

“以前也有旧的村规民约，但内容广泛

可操作性不强，现在村规民约均是村民提出

或一致通过的。”观峰村党支部书记王应鹏

说，新的村规民约涵盖了环境整治、孝老爱

亲、诚实守信、移风易俗等社区治理的方方

面面。

9 月 20 日，该村的脱贫户肖玉兰（化名）

在打扫完村里的道路和公厕后，又把家里的

院坝扫得干干净净。3 年前，她家院坝里垃

圾随处可见。自从开始发展乡村旅游，加上

执行新的村规民约，肖玉兰在村集体经济组

织里找到工作，还获得了公益性岗位，负责清

扫道路，不再为生计发愁的她也养成了好习

惯，房前屋后随时保持整洁。

文明乡风也正在助力乡村振兴。近年来，

观峰村年接待游客逾 30万人次，年旅游综合

收入约900余万元，带动全村280余人就业。

乡贤打头阵 村民唱主角

年逾七旬的黄易东是徐家镇徐家社区居

民，一直热心调解纠纷收集民意，是有口皆碑

的“乡贤模范”。为让乡贤起“打头阵”作用，

该镇将黄易东的事迹搬上荧幕，调动了该镇

各村社居民投身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

徐家镇枣树村村民郭邦俊有粉刷房屋

的手艺，日子原本过得不错。2012 年他因

病摘除了右眼，次年家人又住院，欠下不少

医疗债务。2015 年，当地干部建议他养牛，

一年后不仅还清贷款，还小赚一笔。 2020
年，在徐家镇举办的“六讲六评”活动中，他

被评为“脱贫致富星”。“吃水不忘挖井人，

我 也 要 发 挥 带 头 作 用 ，帮 助 更 多 村 民 增

收。”郭邦俊说到做到，将养牛经验和销路

传授给同村另外 5 户村民，现在各家年销售

额都超过 10 万元。

在乡贤、“村民明星”的带动下，当地不孝

不敬的少了，互助友爱的多了；投机取巧的少

了，勤劳致富的多了；沉溺酒桌牌桌的少了，

积极发展产业的多了……巫溪县政府相关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该县坚持把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

让乡亲们生活“甜”起来、关系“亲”起来，乡风

民俗也“淳”起来。

重庆市巫溪县以“乡贤+”激活乡村治理“神经末梢”

从“被人管”到“自己管”

生态搬迁新生活

海南省东方市东河镇苗村系苗族聚
居村，地处大广坝水库上游山脚。该村位
置偏远，三面环水，出行不便。村内教育、
医疗资源匮乏。近年来，海南开展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生态搬迁工作，苗村是涉及生
态搬迁的乡村之一。2020年，东方市开工
建设苗村搬迁安置项目，共建设安置房
168套。今年7月，苗村135户 586人搬出
大山，迁入距东河镇政府约 5分钟车程的
安置房。在助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建设的同时，村民们也在新苗村开始了新
生活。

图为在海南省东方市拍摄的新苗村
安置房。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近日，嘉陵江上跨度最大、也是国内在建设计跨度最大
的混凝土连续钢构桥——由中铁二十三局承建的成绵苍巴
高速公路嘉陵江特大桥双幅顺利合龙。

该高速是国家“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的主要组成
部分，也是川东北地区高速公路网的重要干线，建成后，将形
成一条新的出川、入陕、进京大通道。 徐振龙 摄

本报记者 赵昂 本报通讯员 廖春燕

苏州河绵延 42 公里，一半在上海市普陀区境内，约为半

程马拉松长度，因此被誉为“半马苏河”。在岸线贯通和水岸

建设的过程中，都有群众“一双手”在推动，群众的“金点子”为

“半马苏河”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河贯通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以中远两湾城小区为

例，作为上海内环线以内最大的住宅小区，96个楼栋，1.1万余

户居民，仅居委会就有 4个。苏州河岸线中，有 1.69公里位于

小区内部。这一段要实现贯通开放，必须得到小区业主集体

投票同意。在实现贯通开放过程中，近 2000条群众的意见建

议被收集、整理。居民提出的很多建议都被采纳落地，真诚听

建议、纳建议的实干举措，最终打动了中远两湾城居民，贯通

工程得以顺利动工。如今，风景宜人的苏河十八湾，成了越来

越多市民休憩打卡的好去处。

贯通只是第一步，水岸建设更需“绣花针”的功夫。8 月

25日，普陀区苏州河畔的创享塔园区内，普陀区领导与居民、

企业代表围坐在一起，“零距离”听取人民建议。这样“零距

离”听建议、“面对面”问策已成为普陀区各级各部门的工作常

态。苏州河边“共享直播间”“手艺人便民服务站”等不少群众

的“金点子”已经结出了亮眼的“金果子”。

近日，三位中小学生向普陀区人民建议征集办提出了一则

《关于让苏河水岸更加可近、可亲、可读的建议》的建议。收到

建议后，相关部门组织了调研，并作出报告。来自不同行业、不

同领域、不同年龄段的群众组成了强大的“民间智囊团”，从鲜

活的生活体验中提出了很多带着‘烟火气’的建议。普陀区人

民建议征集办定期梳理分析群众反映的建议事项，以摘报、专

报等形式，把重要建议直接送到主要负责人的“案头”。

汇集民声民智的“半马苏河”

架桥嘉陵江上

社会新闻 2022年 11月 2日 星期三 3责任编辑：赵昂

E－mail:zhaoang88031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