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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核心观点

历时半个月的文艺盛宴，通过“文化+旅游”“音乐+旅游”“美食+旅游”等
喜闻乐见的方式，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了火热的别样体验。

以文旅融合富民惠民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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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家访是走访探望、了解沟通的互动，这种家校互动、师生互动建立起来
的情谊是醇美甘甜的，是一辈子的财富。

从“马拉松式”家访看教育传承

核心观点

社会需要而兴起的新型职业以后还
会有更多，相应的政策与机构也会不断
地完善起来，到时候就可以服务到更多
的人了。

浅谈新型职业
“陪诊师”的社会需求

□ 市直 一言

前不久，夏夜的风——市民纳凉音乐节最后
一场演出在丽水大剧院广场落下帷幕。这场历
时半个月的文艺盛宴，通过“文化+旅游”“音乐+
旅游”“美食+旅游”等喜闻乐见的方式，给市民和
游客带来了火热的别样体验。在缙云，荒废的岩
宕变身为音乐厅、书房和艺术表演空间，吸引了
不少游客……近期我市推出的一系列活动，不仅
促进了文旅消费再升级，也为“诗画江南，活力丽
水”增添了不少亮色。

为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在统筹做好经
济发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基础上，我市
推出许多务实举措。如创新实施艺术助推乡村
振兴项目申报办法，累计评选 3个批次共 141个
扶持项目，包括艺术乡村、红色乡村、“春晚”文旅
融合示范村、历史文化村落等 4 个类别，下达
1500万元转移支付专项资金。今年，又以“一县
一品”“一村一品”建设为重点，进一步完善项目
申报办法，集中评出 5个重点项目，每个项目给
予 100万元补助资金。这些举措，为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动力。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
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一支画笔，
绘就一个“网红村”。在丽水本土画家李跃亮的

努力下，松阳沿坑岭头村从无人问津的小山村，
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画家村”，每年吸引画
家、高校艺术生、游客近 3万人次，村民年收入增
收 300余万元，吸引了外出打工村民、大学生回
村创业。事实证明，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不仅能
助力物质富裕，还能促进精神富有，形成富民惠
民乐民的综合效应。

以文旅融合富民惠民乐民，要不断提高文旅
产业发展质量效益，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
收。当前，要着力完善“旅游公司+村集体+村民”
等整村运营方式，致力于让更多群众在文旅融合
中共享发展成果。进一步打造“全域大景区”、推
动“万村景区化”，更好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的双赢，让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助力。

以文旅融合富民惠民乐民，还要大力推进城
乡融合发展，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
村延伸覆盖，让城乡共享优质资源。比如，注重
乡村文化的传承发展，大力推进老屋活化、非遗
文化活态传承、历史文化古村保护利用等工程；
又如，积极推动艺术家进驻乡村，深度参与“艺术
乡建”，不断激发乡村资源价值……让乡村成为

“诗和远方”的最好载体。
加快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推动文化和旅

游高质量发展，在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方面同步
发力，就一定能更好富民惠民乐民，为实现共同
富裕注入正能量。

□ 莲都 林华斌

近日，丽水中学潘秋芳老师以一场“马拉松
式”家访火了。她历时 15天，共计行程 777公里，
把一张张奖状送到了全班 36位学生手里，完成
了足迹遍及丽水四县（市、区）的“马拉松式”家
访。潘老师的家访，访出了 36个不同的成长故
事，也访出了传承与创新的教育智慧之光。这段
艰辛的旅程中，砺炼了潘老师面对孤独、品尝孤
独的勇气，坚定了一位教育工作者坚如磐石的初
心与使命。

要完成跨县市的 36位同学的家访，那需要
很大的勇气与毅力。在通讯技术便捷的今天，许
多老师选择了电话家访，或者线上沟通，这样省
时也省力。要实打实走访完 36个家庭，那必须
给足自己负重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实地家访，可以让教育从课堂走进孩子的现
实生活。孩子的学习，除了书本、老师、同学、校
园，还有亲人、家庭、那个玩到大的小村庄、一声
声的乡音……36条“回家路”并不好走，老师感受
颇深，对于孩子来说，更是刻骨铭心。看看地图
与导航，从市区到一个个小区、小村庄，近的几公
里，远的几百公里，路上充满了未知与不确定。
坑坑洼洼、弯弯曲曲的家访路上，老师读懂了孩
子们身上的坚毅与成熟。孩子们带着梦想进入
高中，老师要责无旁贷地帮助孩子们圆梦。圆一

个梦，成就一个家庭。
教育是初心的传承，也是行动的传承。在这

场“马拉松式”的家访中，彰显出了传承的伟力。
潘老师忘不了当年陈洧慧老师带着自己和一群
孩子去家访，一路上风景很美，大家心里很甜，这
股暖流时时刻刻在心中激荡。“您带着我们去家
访的美好画面，依然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
长大努力成为你！”“当年我影响着你，如今你感
动着我。我也还要继续努力，努力保持原来的
我。”一段朴素的师生情谊，让纯真、甜美、暖心的
教育散发着缕缕幽香。市民们看到了老一辈教
育工作者踏踏实实的作风，兢兢业业的教书育人
精神，深深的植根于下一代身上，并默默地将它
发扬光大。

师生之间就是朋友，教育是一个大朋友帮助
一群小朋友走向成熟、成功的互动过程。家访是
回访探望的礼节，但这种礼节建立起来的朋友情
是诚实互信、齐心协力、醇美甘甜的，是一辈子的
财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人有这样的理想
与追求，教书人更要有这样的大格局，边教边学，
边学边用，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们树立榜样。“长
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
望，守巢的总是你。”教育薪火相传，必将成为助
推每个孩子成才、民族复兴梦想早日实现的磅礴
伟力。

□ 遂昌 唐诗奕

8月 27日的晚报微信推送介绍了一
份名为“陪诊师”的新型职业，对于这份新
出的职业，大家所持的态度褒贬不一。

在微信推送中，晚报的记者采访了丽
水 80后陪诊师刘静，她告诉记者，自己的
本职工作是养老院的一名护士，陪诊师的
兼职工作做了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总
共接了 20多单，收费的标准则是半天 200
元、全天 300元。陪诊师的主要工作是陪
伴病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办理完各种就医
手续，帮助其解决看病中所遇到的各种麻
烦。挂号、预约、取药、问诊……虽然工作
内容听着似乎挺简单的，但对医院的流程
以及结构不太了解的人来说却像是走迷
宫或者解数学题一样容易发愁，而作为这
方面较为熟悉的陪诊师来说，则能够用最
快的速度将这些流程都办理了。

有人认为不懂的事宜可以直接咨询
医院的工作人员，没必要再另外花钱请陪
诊师，一些老年人还表示，如果自己的身
体不舒服需要去医院的话，还是会选择让
自己的孩子陪着会比较安心。许多年轻
人则表示陪诊师这一新型职业的出现很
符合时代的进步与需求，如果自己生病了
或者家里的老人生病了都会选择请专业
的陪诊师代劳，毕竟工作和家庭不能同时
兼得的时候，有人帮忙将家里打理好就是
在一定程度为自己减压了。而且许多在
外打拼的年轻人由于各种原因，平日里结
交的朋友本身就并不多，如果真遇到了身
体不舒服，需要到医院就医时，还是有一
个稍微专业一点的人陪伴着会比较的靠
谱。

虽然陪诊师这一职业暂时还让有些
人不能理解与接受，但我相信它的存在确
实是因为社会的需要。对于到医院检查
看病的人来说，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都
会存在着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压力，而如
果遇到一个合格的陪诊师会一定程度上
减轻这方面的压力。就像刘静说，她曾利
用过午休的时间与一位来自外地的患者
犹如好友般一起逛街、吃午饭，在看完病
后，刘静还将对方送到了车站。也许看病
的心情是复杂的，但因为有陪诊师的陪
伴，看病的过程或许会变得更轻松一些。

任何新出的职业都需要一个不断适
应与完善的过程，虽然陪诊师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病患的压力，但还是需要有一
个稳定、完善的机构与条例来保障更多消
费者的利益。我相信，因为社会需要而兴
起的新型职业以后还会有更多，相应的政
策与机构也会不断地完善起来，到时候就
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