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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试水市民也有机会

□魏春兴

每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齐聚一
堂，商国是、定国策，举国关注。不
过，这时也总少不了一些雷人雷语。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赵丽宏向
《南方都市报》透露，他今年将撰写提
案，建议设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项，
将其做成“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以
便争夺更多世界文学界的话语权，名
字就叫“李太白世界文学奖”。

赵委员的提议一出炉即招致批
评，为何？因为，我们从不缺奖项，缺
的是文学精品，是更多像莫言一样的
作家，是激励多出精品和巨匠的氛围。

身为作家，就繁荣文学提出建
议，这是其本应肩负的职责。然而，
从赵委员的提议中，很难看出有利于
文学发展的真知，也很难看出激活创
作氛围，鼓励作家更加贴近生活、书
写生活、反映现实的灼见。

两会不是秀场，耍花腔行不通。
称职的代表委员应立足专业背景，反
映社情民意，而不是靠雷语来雷人。

两会非秀场
少来耍花腔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 3日，我市一中学
的学生来到牡丹广场，请过往市民
在号召“光盘行动”的横幅上签
字。（见本报昨日A11版报道）

同学们的举动可敬，号召签名
之余还发倡议书，值得赞扬。但在
生活中，某单位在路边摆几张桌
子、扯一道横幅，大轰大嗡一阵就
收兵的签名活动也不少，打假、环
保、普法……似乎不搞签名就不成

活动。而签名者不少只是凑个热
闹，稀里糊涂签了就走，或是对活
动本身一知半解，确实没意思。

应该明确，此类活动的目的在
于唤起社会责任感，让大家身体力
行参与，而不是让活动“完整”“好
看”“有画面感”。

让人充分了解，进而受到启发，
能够肩负起签名的责任，而不是把
签名搞成签到，这名签得才有意义。

签满姓名的横幅也不该在活
动之后被束之高阁。我们知道，在

不少发达国家，数量多的签名是很
“有力”的：可以利用它们来说话，
比如在制度的范围内用来游说，真
正达到服务公众的目的。

人们早告别了口号满天飞的
年代，表面文章不受待见。搞签名
活动，组织者和签名者也是要付出
包括时间、经费在内的成本的，买
那一大块红布就要花不少钱。累
了人，花了钱，签名人数很多，横幅
拉得很长，没有实在作用，也只是
一场让人看看就忘了的“秀”。

别把签名活动搞成签到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日前，孟津县会
盟镇台荫村的陆利峰在全省率先
注册登记家庭农场。孟津工商部
门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办理家庭
农场营业执照的人可能越来越
多。（见本报昨日A15版报道）

到农村包一块地，自己或者和
亲朋一起种菜养鸡，当“农场主”——
这是不少城里人的梦想。这些人
中，有的是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有
的是在寻找成功路径的创业者。

孟津将有全省第一个家庭农
场，让不少有意务农的洛阳市民动
了心：洛阳多山地，很适合搞家庭

农场，咱能办一个不？
这其实不太容易：农村土地多

为集体所有，城市居民租用农村土
地有难度；家庭农场说到底还是国
家鼓励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
产物，相较农村现有的“种粮大
户”，城里人的种植、养殖技术，产
品销售渠道乃至劳动力雇佣等问
题都不好解决。

就孟津这家建设中的家庭农
场来看，市民可参与的内容大概只
能是“现实版开心农场”+“农家
乐”：交纳费用“认领”一畦菜地、几
只家禽，偶尔体验一下农夫生活，
或者闲了去钓钓鱼放松一下。一
句话，这种参与是“耍”，而不是实

打实的“干”。
确实，对真正想参与家庭农场

建设的城里人来说，这种“耍”的形
式已经不新鲜，缺乏吸引力。

那么，如何“深度参与”家庭农
场？对城里人来说，资金、经营意
识、文化水平、人脉是优势，可以用
提供资金或资源的方式参与农场
建设，负责管理和销售；可以走“订
单农业”的路子，先期与超市或社
区签订购销合同等。

只要充分发挥优势，找准特色
定位，找到内行帮忙，用好扶持政策，
对洛阳市民来说，不论是想改变生
活方式，还是想抓住投资机遇，刚
露头的家庭农场都是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