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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工作的
这两年，王冲明显感觉到国家越来越重视
三农和基层。无论是农民的思想意识、还是
农村的社会经济面貌，都在不断向前迈步，
与城市的差距逐步缩小。

“三农是国之根本，农民是国家最大的
一个群体，农业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基
础。”王冲希望，新的一年能有更多的惠农
政策的出台，有更多关于农村面貌和农村
经济发展的探讨。其中，关于新型农民的培
训，是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非常有效的方
法。

2014年，王冲通过微博帮助村民们卖出
了几千斤的草莓和甜瓜，今年草莓又上市
了，除了微博，他还开通了微信平台，继续
为村民们服务。王冲觉得，现在是网络时
代，让农业和网络进一步结合，不仅会提高
农民的收入，而且会让工作更有效。“如果
他们自己会上网，不用我帮忙就能使用电
脑、手机出售农产品，这样效益会更高。”

而想让农民学会网上营销，就需要相
关部门多开展一些培训，培养农民的网络
化思维方式，把传统农民逐步改变成当代
新型农民。“这也会促进更多的投资走向农
村，有益于农村整体的进步，我觉得，这应
该就是很多农民心中的中国梦。”王冲说。

本报记者 贾凌煜

喻屯镇喻屯村大学生村官王冲：

期盼网上营销
走进农民生活

近两年，为了均衡教育资源，城区很多师资力量雄厚的中小学先后对师
资相对较弱的学校进行了托管和合并，像济宁学院附小先后托管了科苑小
学、冠亚星城校区，十五中合并了十六中新设南校区，十三中合并了九中，东
门小学也新建了南校区。

而合并、托管后，校本部除了委派骨干老师、统一校区间的规章制度外，还
有哪些举措来缩小新校区与本部之间的差距？关注“今日运河”微信公众号，分
享你的观点或建议，一经采用均有机会获得30元话费和火锅券。

今日微话题

学校托管、合并后

怎么才能实至名归

社会化养老模式发展迅速，市民养老观念发生转变

送送父父母母去去养养老老院院，，不不再再难难为为情情

本报济宁1月22日讯(记者
晋森 贾凌煜) 随着老龄化社
会的到来，如何养老也成为市民
和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居家
养老、老年公寓养老等多种方式
并存，将父母送去老年公寓是不
孝顺的观念，正逐渐被市民摒
弃。养老机构专业的护理，赢得
了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

22日上午，任城区老年公
寓，85岁的刘大妈正和其他的老
年人聊天。每天按时吃饭、休息，
没事时就或出去散散步，刘大妈
在这里过得很舒服。作为一名退
休工人，刘大妈每个月有2700多
元的退休金，尽管儿女都非常孝
顺，家里的房子也很宽敞，但老
人仍然喜欢住在老年公寓。“这
里都是老年人，天天在一块热热
闹闹的，在家的话很多时候就自
己一个人，太寂寞了。”

而在西门社区，一对享受政
府免费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两口，

正在等着每周来一次的家政公
司工作人员小胡。清理抽油烟
机、擦地、打扫卫生间、抽空再给
老人按摩腰腿，小胡的工作态度
让两位老人十分满意。为了不给
儿女添麻烦，已经80多岁的老两
口选择了单独居住，2011年政府
为两人办理了居家养老，每月由
小胡为他们提供包括打扫卫生、
按摩、聊天在内的不少于20个小

时的服务。
公寓式养老、居家养老……

目前，居住在城区的市民可选择
的养老方式逐渐变得多样。随着
市民观念的转变，去养老院也正
逐渐为市民所接受。“民办机构
的养老院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
视。”济宁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
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邹谨说，民
政部门很注重扶持民办养老设

施的建设，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
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在服务准
入、监督管理等方面给民办养老
服务机构与公办机构平等的待
遇，并在税收和用地、用水、用电
费用等方面给予减免优惠。“我
们把‘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
作为发展的主要方向，力求实现
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
化、服务方式多样化的目标。”

在养老机构安
度晚年，被更
多市民接受。
(资料图 ) 本
报记者 张晓
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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