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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摄像头对着墙壁 ，有的监控视频无法播放……

厨“不明”灶“难亮”，一些餐厅令人忧

新华社长沙 4 月 9 日电(记者张玉洁)为完
成与丈夫的约定，今年清明，75 岁的台湾老人
陈蔡月子终于在女儿陈湘华陪同下踏上了丈夫
的故乡——— 湖南邵阳。

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大陆。之前，在大陆公益
机构帮助下，陈湘华通过父亲留下的 20 封家书
找到了父亲的家乡，完成了父亲的遗愿，也再次
坚定了陈蔡月子“守约”的决心。

7 日，在登上回台班机前，陈蔡月子向记者
诉说了她和丈夫跨越世纪、跨越海峡的约定。

陈蔡月子的丈夫陈金南是湖南武冈人。
1949 年，陈金南随部队远赴台湾，与亲人失去
联系。1966 年，陈金南与台湾姑娘蔡月子相爱
结婚。在陈蔡月子的记忆中，丈夫一辈子最惦记
的就是家乡和亲人。

“他经常跟我说起他的妈妈，还有他家乡
的样子，总说有机会一定要带我回去看看。”陈
蔡月子说。对于从小在台湾嘉义长大的她而
言，“湖南”是地图上的两个汉字，没有切身
的感受。

在台湾的日子，陈金南曾多次尝试给老家
写信，但在当年特殊的年代，这些书信如同石沉
大海一般没有回响。

直到 1984 年 7 月 1 日，陈金南离开大陆整
整 35 年后，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家乡母亲的回
信。“我从没见他那样兴奋过。”陈蔡月子说，那

天丈夫将信反复看了几十遍，拉着妻儿说，一定
要回去！

4 年后，陈金南终于有机会回到湖南，却得
知母亲早已离世，是家乡亲人不想让他伤心，才
请别人代笔以他母亲的口吻写下了那封家书。

“那次回来后，他心情一直不好，总盯着家
乡带回的花生叹气。”陈蔡月子说，为了让丈夫
宽心，她和丈夫约定等他退休后就一起回乡认
祖归宗。

没想到，陈金南 1992 年患上重度中风，无
法言语。既要工作又要照顾丈夫和 4 个孩子，陈
蔡月子那段日子每天像“打仗”一样忙碌，回乡
的事情也再未提起。

2001 年，陈金南病逝。之后，陈蔡月子和儿
女曾想过替陈金南完成遗愿，无奈记录丈夫家
乡信息的 20 封家书在多次搬家中“失踪”了。

直到 2017 年 10 月，陈湘华无意中找到了
父亲尘封多年的家书，并辗转通过大陆一家公
益机构找到了父亲的家乡——— 湖南邵阳县金称
市镇大兴村。去年 7 月，陈湘华带着家书和一枚
父亲最喜欢的印章回到故乡，将印章埋在了爷
爷奶奶坟前。

“湘华那次回去和亲人们拍了很多照片，有
个小朋友跟湘华弟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陈
蔡月子笑着说，“那是湘华三堂兄的孙子，他要
叫我太奶奶。”

也是因为女儿那次回湖南，陈蔡月子决定
今年清明一定要回到丈夫家乡祭祖，完成他们
的约定。“我现在还能走动，一定要回去看看！”
她说。

“妈妈的腿以前受过伤，经常痛，现在走
路也不方便。”陈湘华说，妈妈年纪大了，平时
又很少出远门，儿女担心让她回来会不会太
辛苦。

但陈蔡月子态度很坚决，儿女也拗不过她。
4 日晚，在经过近 4 小时颠簸后，陈蔡月子

终于来到长沙，5 日一早便乘坐高铁赶往邵阳。
那天，陈湘华父亲大家族里的孩子们得知

陈蔡月子要回乡，也都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相
见。“有专门从宁波、深圳赶来的，还有邵阳市区
回来的，那天总共有 3 台车到车站接我和妈
妈。”陈湘华说。

知道陈蔡月子喜欢花，陈湘华的几个堂兄
和侄子们专门买了一大束花。“车站听说我们的
故事后，破例让两个堂兄上了站台。”陈湘华说，
她和妈妈提着大包小包一下车就看到堂兄们捧
着一大束花向她们招手。

那一瞬间，陈湘华和陈蔡月子的眼泪夺眶
而出，亲人们相拥而泣。

在亲人带领下，陈蔡月子终于来到大兴村，
完成了 31 年前和丈夫的约定。

在陈湘华三堂兄的院里，陈家直系和旁

系五代，50 余人一起等待着素未谋面的长
辈。“现在我妈妈这一辈的长者就只剩下她
了，所以大家都把她当宝贝一样。”陈湘华
笑着说。

陈蔡月子一下车便被大家簇拥着来到客
厅，孩子们一个个过来给她打招呼。

“从来没有这么享福过！我走到哪里都被
大家围着，给我打伞、扇风，生怕我受伤，简直
像‘皇帝’一样的待遇。”陈蔡月子告诉记者，虽
然以前从没见过丈夫的这些亲人，但这次相
见让她终于明白为什么丈夫几十年来始终坚
定要回家。

这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我活到 70 多
岁，从没见过这么热情的亲戚，他们的真心让
我特别感动！”陈蔡月子说。

在家乡的两天，陈蔡月子替丈夫祭了祖，
为陈湘华的二堂兄过了生日，晚辈们还专门
手抄了一本家谱给她带回台湾。

临走时，湖南亲戚们恨不得将家乡所有
的特产都给陈蔡月子带回去。“我们怕超重不
肯拿，他们还偷偷往我们包里塞。临走前，亲
戚们千叮万嘱让妈妈多保重身体，让我们以
后常回来看看。”陈湘华说。

“我会好好保重身体，我答应他们，后年
清明湘华弟弟这边所有人都齐了，我们要一
起再回来。”陈蔡月子说。

家书铺就七十载跨海寻亲路
台湾老奶奶实现亡夫遗愿回湖南

（上接 1 版）拉旺于 1988 年去世，强巴群宗活到
2014 年，享年 95 岁。她看着子孙们纷纷成家立业，日
子越过越红火。

一家人，绝境迎新生

拉旺的 8 个子女，除一位因病过世外，其余都健
在。如今，这个大家庭共有 73 口人，四世同堂。

藏历新年期间，旦增群培的大女儿单增拉姆、小女
儿措珍开着私家车，带着孩子们，从拉萨、山南赶来看
望老两口。

“孩子们都进城了。”旦增群培和妻子曲吉拉姆有
5 个子女，有的忙工作，有的做生意，节假日才回来。

每到这时，旦增群培都要给孙辈们讲讲过去。
“农奴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农奴。”旦增群培从八九

岁起就为农奴主干活，“在 13 岁以下，每天连两小勺糌
粑都没有。”

1959年夏，工作队来到当许村，农奴主被打倒，农民
协会成立了。世代匍匐在农奴主脚下的人们，站起来了。

解放军在这里设立卫生所，办学校。砸碎枷锁的当
许村，生机勃勃。强巴群宗跟着技术员学会了种土豆、
萝卜。

心地善良、思想进步的拉旺，被选为农会委员。他
带领乡亲们种庄稼、放牛羊、修水渠，冲在最前面。

旦增群培也当了村干部，先后任生产队长、组长，
一直干到 61 岁。

人民公社时期，他带领全队 155 口人辛勤劳动，
“糌粑每家都吃不完，肉、酥油供应充足，生活一天比一
天好。”

改革开放后，旦增群培开起手工作坊，制作铁灶、铁
盆，儿子跑运输，女儿开茶馆，成了村里最早的万元户。

命运，在奋斗中改变。
不识字的拉旺，一直鼓励子孙们出去学文化，做有

用的人。
20世纪 70 年代，两个女儿先后到内地读书，毕业

后成为小学老师和儿科医生，教书育人，救死扶伤。
1965 年出生的长孙女单增拉姆，是第三代中第一

个吃上“公家饭”的人。
“现在家里有 14 个公务员，18 个大中专学生。”单

增拉姆掰着指头说，有教师、医生、司机、环卫工和个体
户，也有致富带头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家庭里有 4 个孩子考上大学，
有 2 个孩子考上内地西藏班，有 6家在城里买了房，有
4家买了新车……

拉旺家的第四代人大部分都还在上学，上大学的，
专业有信息技术、能源经济、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农奴主把我们关进地狱，共产党带我们走向天
堂。”回想起这首民谣，旦增群培眼中泪花闪烁，“新社
会，一代比一代有出息”。

一条路，越走越坚定

旦增群培皮肤黝黑，脸上的条条皱纹，仿佛是岁月
刻下的年轮。

“听说来了共产党，给饭吃，给衣穿。”1957 年春，
13 岁的旦增群培和两个小伙伴逃出庄园，去找共产
党。他们第二天就被抓回村子，还挨了一顿打。

在旧西藏，农奴们出于求生本能，只有逃亡。他说：
“没早点儿找到共产党，是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1959 年春，共产党的军队———“金珠玛米”(解放
军)进村剿匪，旦增群培主动带路。他第一次吃到米饭，
第一次吃到炒菜，第一次有了做人的尊严。

他还学会了第一个汉字———“路”。
挨过农奴主的鞭子，受过叛匪的欺负，跟着解放军

走了一天，他明白了：“只有跟对人，找到正确的路，才
有光明的未来。”

民主改革，让拉旺一家走上了新路。
“是共产党把我们从绝路上救了下来。”拉旺常给

孩子们讲，“你们一定要记住党的恩情，一辈子听党的
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拉旺有件“宝贝”留给了子女：解放军送的一个白
色搪瓷缸。几十年里，他用这个缸子喝水、喝青稞酒，爱
不释手。

饮水思源，酌古沿今。对党的深厚感情，在拉旺家代
代相传。1962年，旦增群培成为家里第一个共产党员。

有次生病住院，躺在病床上的他，还拿出藏文版党
章，让女儿读给他听，“党的话，都记在这里面”。

2002 年 7 月 1 日，单增拉姆在鲜红的党旗下宣
誓。旦增群培自豪地说：“我们家，党员越来越多了！”

今天，旦增群培更高兴：大家庭里有 17 名共产党
员。

从小和旦增群培生活在一起的外孙女边珍，是拉
旺家第四代人里的党员。她说：“只有尽心尽力干好工
作，才对得起党的培养和教育，才能让祖辈们放心。”
几年前，旦增群培做过一次大手术，腿脚也不太灵

便了，但他积极参加党支部活动，帮助贫困户。在县里组
织的“恩从何来，恩向谁报”演讲比赛上，他荣获第一名。

经过黑暗的人，才知道光明的珍贵；
度过严冬的人，才倍感太阳的温暖。
60 年，人间正道是沧桑。透过历史的云烟，旦增群

培心明眼亮：“只要坚定跟党走，就一定能过上更加幸
福美好的生活。” 新华社拉萨 4 月 9 日电

“我直接扫二维码就可以缴费吗？”四川省仁寿
县大化镇红塔村 2 组村民张文辉拿着手机询问镇便民
中心工作人员。

“是的，直接扫二维码填报信息就可以缴费，然
后你会收到一条短信，提示你缴费成功，还会告诉你
缴了多少费，是哪一个档次的。”工作人员跟张文辉
耐心地讲解。

多年来，仁寿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费用一直
以现金缴纳为主。群众将参保费用交给村(社区)干
部，再由村(社区)干部交至乡镇财政所后转至基金账
户。在村(社区)干部转交环节中，部分基层干部雁过
拔毛、截留挪用，而参保群众却无法知情。 2018
年，仁寿县共查处相关违纪案件 5件。

仁寿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吴垚说，群众
利益无小事，必须深挖背后原因。今年，仁寿县坚持
问题导向，结合案件查办分析医保缴费工作存在的风
险和原因，尝试先进科学的方法，创新推广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工行 e 缴费”。参保群众通过自行下载工
行手机银行 App 或者扫描“工行 e 缴费”二维码，
足不出户便可为全家人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缴费
成功后，会立即收到市人社局发送的参保成功短信提
示。新方法不用再通过村(社区)干部缴纳现金，减少
缴费中间环节，有效杜绝腐败滋生。 (季 仁)

扫码缴费便民

杜绝腐败滋生

新华社北京 4
月 9 日电(记者史
竞男)全国“扫黄打
非”办公室 9 日通
报，为严厉打击传
播低俗信息行为，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
络文化环境，将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网
上低俗信息专项整
治，着力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

据介绍，此次
专项行动于今年 4
月启动，将持续开
展 8 个月，综合运
用行政管理、行业
规范、道德约束等
多种手段，重点清
理网络传播淫秽色
情和夹杂淫秽色情
信息内容；以“性”
为卖点，不适合传
播的内容；宣扬违
背正确婚恋观和家
庭伦理道德的内
容；网络恶搞、调侃
等迎合低级趣味的
内容；宣扬暴力、血
腥、恐怖、残酷的内
容等。

全国“扫黄打
非”办负责人表示，

此次专项行动坚持网上网下统筹管理，统一
标准、统一尺度。希望社会公众积极参与，举
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电话 12390，也可
通过中国扫黄打非网在线举报，一经核实，依
相关规定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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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图：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板桥村，杨兴
勇扛着锄头准备和家里人一起下地干农活

（3 月 27 日摄）。

大图：《印象武隆》的演出剧场内，杨兴勇
穿着演出服在进行练习（3 月 27 日摄）。

杨兴勇，是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板桥村
的一个普通农民，为了摆脱贫困，从小喜爱唱

歌的他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到外地打工、做小
生意。随着家乡武隆旅游业的大发展，他和许
多同乡一起开始返乡寻找脱贫致富的机会。
2012 年，杨兴勇成功应聘成为《印象武隆》的
一名演员，过上了拿起锄头当农民，放下锄头
做演员的“双重”生活。

杨兴勇说，在《印象武隆》的演员中，像他
这样“拿起锄头是农民，放下锄头是演员”的

当地人还有很多。过去守着绿水青山受穷的
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近几年来，武隆区依托青山绿水持之以
恒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打造大景区
联动产业，建设美丽乡村回引人才，吸聚资本
下乡。全区近 10 万人吃上旅游饭，乡村面貌
也焕然一新，绿水青山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的
金山银山。 新华社记者刘潺摄影报道

拿起锄头是农民,放下锄头是演员

新华社重庆 4 月 9 日电(记者柯高阳、董小
红、屈凌燕)餐馆后厨是否干净卫生备受消费者
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人表示，今
年，我国餐饮行业明厨亮灶推广要达到 30% 以
上。

自 2014 年有关部门积极推动以来，越来越
多的餐厅积极打造明厨亮灶，还出现了视频厨
房、网络厨房等新形式。不过，“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一些餐厅把明厨亮灶仅仅作为吸引
顾客的商业噱头，就餐高峰期有的摄像头竟对
着墙壁、走廊，有的在线监控实时视频时间滞
后、甚至无法播放。

品牌连锁店积极打造，小餐厅

热情不高

半开放式厨房，餐厅与后厨仅一道透明玻
璃相隔，食客排队点单、就餐能清楚观察后厨情
况……记者近日在成都、重庆、杭州等地走访了
解到，目前，打造明厨亮灶已经成为餐饮行业的
新趋势，不少餐饮门店主动打造透明厨房，方便
食客随时查看。

“以前是我们要一家家推广安装设备，现在
很多大型餐饮店主动找上门要求安装。”王俊是
一家明厨亮灶设备公司的西南大区业务负责
人，目前仅在成都、重庆两地就已经安装明厨亮
灶设备 1 万余台。

除了透明厨房，明厨亮灶还出现了视频厨
房、网络厨房等新形式。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一家
海鲜餐厅，大厅里摆着一台智能触屏终端机，消
费者点击屏幕，就可以查看厨房、凉菜房和刺身
间的摄像头画面。

随着外卖流行，一些地方还推动明厨亮灶
向这一市场延伸。浙江杭州与饿了么等网络订

餐平台联合推出网络“阳光厨房”，消费者在线
上订餐时，可以实时看到商家后厨情况和出餐
过程。

王俊分析，近年来，后厨卫生安全事件频
发，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引导明厨亮灶，有
的还专门出台政策。不少餐饮企业为赢得消费
者信赖，也主动亮明后厨。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地打造明厨亮灶的
商家，以大中型、品牌连锁餐厅以及中高端消费
餐厅为主，而基数更大的快餐店、小饭馆相对积
极性不高。以成都市为例，截至 2018 年底，该市
大型餐馆明厨亮灶完成率达 97% 以上，小型餐
馆完成率则为 82 . 02%。

有的明厨“不明”，有的亮灶“难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设备疏于维护、缺
乏专人监管，部分餐厅的明厨亮灶实际效果不
尽如人意。

一些餐厅的明厨亮灶设备形同虚设，在就
餐高峰期无法正常使用。在杭州、成都等地网络
订餐平台上，记者看到，晚餐高峰时段，不少号
称已经接入视频信号的商家无法显示后厨实时
画面，有的摄像头对着墙壁、走廊，有的则根本
未接入，消费者无法查看餐食加工过程。

记者在跟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重庆城区
一家火锅店进行突击检查时发现，安装在后厨
的两个摄像头早已无法正常使用。店员解释说，
由于平时没有安排专职人员负责明厨亮灶视频
设备，有时设备出现故障无法得到及时维修。

此外，记者发现，一些地方相关部门缺乏持
续、有效的监管。“食安新都”是成都市新都区
2015 年打造的明厨亮灶微信公众平台，市民可
查询餐饮单位的基本信息、在线观看餐厅后厨

实时视频、了解食品安全常识和监管动态等信
息。

记者 3 月 27 日登录该平台，随机打开一单
位后厨实时视频，出现的却是 2 月 21 日的监控
视频，且无法正常播放。而在“食品安全监管动
态”一栏，该平台 2016 年、2017 年保持着每月
发布 3 到 4 条信息的频率，但自 2018 年下半年
以来，9 个月的时间里仅有 2 条信息发布，维护
更新几乎停滞。

业内人士介绍，现阶段，明厨亮灶设备安装
相对容易推进，但后续监管还明显不足。一些小
餐馆设备安装后就关闭了，等检查前再打开。

利用互联网让更多公众参与

监督，整合形成动态监管平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负
责人表示，2018 年我国餐饮行业明厨亮灶已经

达到 20%，2019 年要达到 30% 以上。专家和
业内人士建议，随着明厨亮灶工作的不断深
入，市场监管部门应不断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的信息化建设，通过“互联网+”平台提高监管
水平。

一些地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反映，餐饮
行业门店数量众多，市场监管部门工作量
巨大。推广明厨亮灶之后，可以通过检查
视频等方式来查看，也让更多公众参与监
督。

近年来，一些地区通过开发 APP 等方式
打造网络监管平台，推广明厨亮灶。在手机应
用市场搜索“明厨亮灶”“阳光餐饮”等关键
词，搜索结果显示类似软件多达上百种。“海
淀阳光餐饮”“朝阳阳光餐饮”“湖州厨房革
命”“高唐百姓食安”等 10 余款 APP 均为同
一家公司与不同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合作开
发。

针对这一现象，西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
程学院院长陈祥贵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加强
顶层设计和区域协作，鼓励各地搭建“互联网
+”监管系统，将不同地方餐馆视频系统链接
起来，逐步整合形成全市、全省甚至全国统一
的动态监管平台，以便明厨亮灶工作的进一
步推进。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可以组织消费者参
与不定期监督，广泛发动社会力量，让监督落
到实处，形成全方位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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