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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年轻干部既要“身入”基
层，又要“心到”基层，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 现在，我就以自己走上市场监管工
作岗位后的三个“100 天”的角色变化，与大家
分享下当中的经历和想法。

第一个“100 天”，我还是“萌新”。 我记得
当时刚到基层所的时候，虽然有提前演练的相
关工作模式，但在碰到实际工作的时候，可以
说，我还是一头雾水、一窍不通。 那时，所长正
和我简单地讲述所里的人员情况和工作内容，
我突然接到一个消费者投诉，就一直在电话里
和消费者沟通。 这时，所长说，你说得再多，不
如自己去现场看看。 于是，他就安排我跟随同
事去现场调解，出发前，还叮嘱我要多了解、多
学习……所以，刚来所里的第一天，我就懵懵
懂懂地坐上公务车， 跟随前辈们深入现场检
查。刚到现场，我简直被镇住了：消费者和经营
户已经都面红耳赤的，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得
不可开交。 面对这种场景，我都不知道怎么介
入，更别说化解矛盾，调解纠纷了。 然而，有经
验的同事就显得胸有成竹的多，他直接上前打
招呼、亮身份：“刚才，你们这边有个投诉是吧，
我是溪口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你们双方吵
又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问题解决
好，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好吧？ ”紧
接着，他就安排空房间做临时调解室，各自询
问消费者和经营户产生纠纷的原因和情况，在
不断沟通、协调中，给双方分析利弊，最终完美
地解决该起消费纠纷。 这次现场观摩的经历，
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一个浅显的认识。在这个
“100 天”里，我还没考下执法证，也暂时没有
自己的制服，就作为一个小跟班参与了同事的
实践工作。 多看、多听、多学，成为我投身基层
工作第一个“100 天”的主基调。

第二个“100 天”，我成了“助理”。 通过前
几个月跟随观摩、现场见习的铺垫，使我对基

层市场监管工作有了基本了解。这个时候的我
也逐渐摆脱了新手的称号， 真正能参与到市监
的实践工作中来了，无论是参与现场检查、制作
现场笔录，还是走访企业厂区、检查特种设备等，
我愈发熟练。 虽然还不能独当一面，但也不至于
“一问三不知”，偶尔还能发现一些问题，提出若
干好的建议。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莫名地充满喜
悦，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职业成就感吧。 这个阶段
的我有所成长，消保纠纷参与了不少，自己也上
手办理了案件，还有了自己分管的条线工作。 此
时， 我虽然跟着老同志学到了不少工作经验，但
还不能独立地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难点。这
个时候的我，只能算是一名“助理”，基层工作
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学得完、摸得透的，用我领
导的话来说就是：还有得学嘞！

到了第三个“100 天”，我通过努力已经变
成了“干部”。 转眼间，我来到市监部门已有一
年多了。 基层工作确实很繁杂，但也给了我更
多的学习和磨练的空间，这半年，我像一块干
瘪的海绵，疯狂地吸取着基层实践工作的知识
和技能，也充实了自己。这时的我，与之前遇到
消费纠纷只会呆立一旁、碰见不配合的经营户
会手足无措、接到临时的紧急工作会手忙脚乱
的自己已明显不同。 如今，我会耐心地安抚急
躁的消费者，合理协调双方想法，妥善解决纠
纷；在检查过程中，积极帮助一些不了解行业
要求的经营户及时整改不合规的行为，这些都
是之前的我难以做到，甚至难以想象的，就是
因为我一直在成长， 实践工作也越来越顺手。
基层管理工作是个磨炼人的地方，要与一个个
鲜活的人打交道，做工作则需要投入更多的精
力。 诚如，“干部干部，干先一步”嘛！ 就像我们
的工作理念一样： 我们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骨
干，是人民的公仆。那就需要有更多的磨炼，在
烈火中成就真金，才能无愧于被人民群众喊的
一声声：干部同志！

小伙伴们， 大家在今年的春节假期里有没有
去看过电影啊？ 有一部电影刷新了中国电影史的
最高票房纪录，你知道是哪部吗？没错！就是《哪吒
之魔童闹海》，这部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电
影，充分运用动画片天马行空的技术手段，不仅实
现了精美的视觉呈现，还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巧
妙融合到剧情画面和角色之中， 彰显出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

随着《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热映，影片里有不
少人物也火爆出圈。 其中， 申公豹的口碑节节逆
袭，惹人共情：他是村里的“小骄傲”，也是仙界的

“边角料”， 更像是职场中平凡且努力的我们……
在影片中，李靖请求申公豹放大夫出城买药，为陈
塘关百姓医治，虽然申公豹没有答应，却让李靖留
下了药材清单：三七、红花、当归……电影上映后，
这份药材单子火了， 网友们发现这份药单上的几
样东西，非常适合日常保健。

如今，中药奶茶、中药乌梅汤、中药糕点等一
些被打着养生标签的“中药下午茶”成为当下年轻
人的消费新宠； 过去在中老年人群体中流行的养
生方式，像开膏方、吃药膳、做推拿，也受到了许多
年轻人的追捧。 有报告显示，平均每位城市常住居
民年均消费超过 1000 元用于健康养生，18 岁至 35
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占比高达 83.7%。 随着中医养生

的流行，为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我们龙游县也积极融入中医药行业中来。 在

金庸的武侠小说世界中有一个神秘的、 如世外桃
源般的“药王谷”，谷中遍地奇花异草，俯拾皆是中
草良药，而在龙游也有这么一个“药王谷”———横
山镇天池村“天池药谷”百药园。 8 年时间，它从荒
山华丽蝶变而成。 如今，村民因为有了它，钱包也
鼓了，村里还有了存款。 采摘金银花、为黄精除草
……在园区内，村民们分工协作，忙得热火朝天。

“目前，基地药材种植面积达 2500 余亩，有金银花、
黄精、玳玳花等数十种中草药。 ”很难想象，早在几
年前，这片葱郁的药谷还只是一座荒山。

2016 年， 浙江龙游再生方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在天池村流转 2500 亩土地，建立浙产中草药规范
化种植基地，不仅让村里的自然景观大为改善，更
在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的同时带动村集体经济增
收。 由于中草药不同于普通作物，从种植、田间管
理，再到采挖，全部需要人工。 因此，再生方公司还
雇佣周边村民，带动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就业，采收
季节最多可达 180 人，每年仅工资发放就达 280 万
元。“女工的工资是 80 元一天，一年下来，也有 2
万多元收入。 ”村民王永梅笑容满面地说，“自从药
谷落户天池村，我就一直在这里干活，既可以照顾
家庭，又能挣钱补贴家用，一举两得。 ”不仅如此，

再生方公司还打造了“天池药谷”共富工坊，通过
“1+N”合作模式，与“N”个个体或单位合作种植、
代收购等形式， 开展中草药及农副产品种植。 同
时，共富工坊对中草药种植进行统一管理、技术指
导、回收加工和市场销售，带动不少周边农户参与
种植。 种子、技术全由再生方公司供应，还包收购，
村民只要种了就能有收益， 完全不用担忧。 2024
年，厂房新建后，新进了 200 多万元的设备，准备进
行中草药初加工。 届时， 工厂日用工量至少需要
200 人，能为村民提供更多岗位。 再生方公司通过
延伸产业链，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乡村振
兴和共同富裕，实现村企共赢。

因时而变，因势而新，因地制宜。 龙游县以生
态促产业发展，以产业带动增加群众收入，以绿色
促振兴、以技术谋共富，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
村民富足和乐，广大乡村的发展更是驶入了“快车
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前夕
多次走进山乡村庄，询问村民的生活冷暖，鼓励大
家发展富民产业，建设和美乡村。 他指出，乡村要
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 如今，“村庄
美、产业兴、农民富”的乡村振兴幸福图景正生动
呈现。 接下来，我们要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
合”三篇文章，强化县域经济内生动力、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药王谷”里的“共富路”
◎叶菡

我的三个“100 天”
◎胡安磊

据最新报告显示，中国体育消费市场规模
预计从 2020 年的 1.5 万亿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2.8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13%。
城市马拉松、健身热潮以及户外运动装备销售
的持续增长，显示出体育消费正从边缘走向主
流。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体育消费结构仍
以实物消费为主，赛事观赏、健身服务等高附
加值领域占比不足 20%。 下一步，释放体育消
费潜力有以下几条路径：

第一，提升供给质量，完善基础设施。
从智能健身设备到虚拟现实赛事体验，再

到数据驱动的运动训练，科技正在重塑体育消
费的边界，形成体育消费新业态。

例如， 智能跑鞋可以实时监测跑者数据，
VR 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观看比赛。 这些创
新不仅提升了消费体验，也为产业升级注入了
新动能。

第二，激发需求活力，优化政策支持。
体育消费券作为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拉动

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对于激发人
民群众体育需求活力、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具有
积极作用。

第三，优化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
职业赛事和国际赛事是体育消费的重要

引擎。 要大力支持国内职业联赛商业化改革，
提升赛事转播质量和票房收入。

体育旅游是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的亮点。可
结合各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 打造更多
“体育+旅游”品牌，带动餐饮、交通、住宿等行
业协同发展。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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