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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政协大理市第十届委

员会第五次主席会议召开，专题听取

大理市殡葬改革工作推进情况通报，

审议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

情况协商意见的落实情况报告，并开

展讨论协商，提出意见和建议。

市政协主席赵永祥主持会议。市

政协副主席李曼青、字晶、许鹏飞、李

淮出席会议。副市长周志明应邀参加

会议。

会议指出，殡葬改革工作事关人

民 群 众 切 身 利 益 ，事 关 精 神 文 明 和

生态文明建设 ,是破千年旧俗、树一代

新风的社会改革，也是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殡葬工作，

把殡葬改革作为重要民生事项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及时出台全面深化殡

葬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大力推动市殡

仪馆、经营性公墓、农村公益性公墓和

骨灰堂建设，提倡火化并进入公墓或

骨灰堂安葬，加强殡葬执法机构和执

法队伍建设，持续加大殡葬法规、节俭

丧葬、文明祭扫等方面的宣传，全市殡

葬改革工作取得成效。

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加快推进

殡葬改革工作，优化殡葬服务资源布

局，完善殡葬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行

文明生态安葬，积极推进殡葬移风易

俗，弘扬尊重生命、孝老敬亲、厚养薄

葬新理念。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

部门要不断强化责任落实，建立健全

部门协作机制，加强联动互动，稳步有

序推进殡葬改革工作。

会上，与会领导、部分政协委员围

绕经营性和公益性公墓及骨灰堂建

设、殡葬改革知识法规宣传、排查深化

殡葬改革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高管理和服务

能力等方面进行充分讨论协商。

市政协一级调研员、三级调研员、

保留副县级待遇领导，市政协各委室

主任、副主任，部分政协委员，市级相

关部门领导参加会议。

记者 唐攀伟 戴向晖

近日，走进大理镇，文献楼前广场上

昔日闲置的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为闲适净

美、赏心悦目的“口袋公园”。在文献路

与一塔路交叉口，通过对地形的改造和

搭配高低错落的植物让“口袋公园”锦上

添花，串起靓丽风景线。这些随处可遇

的惊喜和随地可见的变化是大理镇绿美

行动的缩影，更是大理镇高效推动绿美

行动的见证。

市古保局副局长李磊说：“大理市古

城保护管理局紧紧围绕绿美行动三年工

作的安排，通过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引入

社会资本等各种形式，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结合古城特点全力推进古城内‘口袋

公园’绿美行动点位建设，按照绿美行动

工作时间要求，全力完成各项工作。”

为充分贯彻落实绿美行动的各项工

作部署，大理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通

过建立健全工作机制，高标高质编制方

案，结合实际先行先试，全力加快项目落

地等，多措并举，围绕大理镇城乡绿化美

化工作创建目标、重点工作，聚焦乡村绿

化美化短板，科学加快大理镇绿美城镇

建设步伐。

走进大理镇中和村杜艳春家，房前

屋后绿植环绕，院子里花香扑鼻，一汪清

池内群鱼畅游，各种盆栽造型各异、摆放

有序，一个舒适惬意的绿美庭院呈现在

眼前。同样，在建筑面积和绿化面积各

占一半的大理五彩云酒店里，奇花异草

和各种植被竞相生长，假山植被布置错

落有致，在茂盛的植被中水道蜿蜒，极具

特色的绿美酒店深受游客的喜

爱和好评。

为进一步集聚绿美力量，充

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大理镇号召家家户

户的小庭院和辖区内酒店客栈积极参与

到“绿美庭院”“绿美酒店”等建设中，以

“小美”聚合乡村“大美”。同时，大理镇因

地制宜，坚持“一镇一特，一村一策，一处一

品”原则，全力打造绿美景区、绿美交通、

绿美社区、绿美校园、绿美河湖、绿美机关

等，不断推动绿美行动共建共管共享。

大理镇副镇长何毅介绍，大理镇绿

美工作始终坚持“1153”的思路，即一个

目标、一个突破、五个特质、三方参与的

工作模式，以打造国家山水文旅公园为

总体目标，结合实际编制大理镇、市古保

局绿美总体规划，在建管运营一体化上

实现突破，重点突出生态化、产业化、社

会化、地域化和互联化，把政府、第三方

社会资本和经营业主自身投资紧密结合

起来，形成全社会共绿美的浓厚氛围。

记者 张益秋 杨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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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 ，“ 文 明 大

理 与爱同行——2023 年

第十八届爱心送考”活动

在 大 理 全 民 健 身 中 心 举

行启动仪式，动员和号召

全 市 志 愿 者 和 社 会 各 界

爱 心 人 士 关 心 、关 注 、关

爱 高 考 ，为 考 生 开 辟 快

速 、便 捷 、温 馨 的 高 考 绿

色通道。

从 2006 年 开 始 ，大 理

“爱心送考”活动已经连续

开 展 18 年 。 活 动 得 到 社

会各界积极响应，广大公

交车、大巴车、出租车司机

和社会爱心车主一起用实

际行动关爱莘莘学子，帮

助广大考生“安全、快捷、

准时”抵达考场，赢得考生

和家长的好评，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活动开展

至今，内涵不断丰富，规模不断扩大，参

与车辆累计 1 万多台次，服务考生 4 万

多人次。大批爱心企业、爱心志愿者、

爱心商家的加入，彰显文明友善的传统

美德，弘扬互助友爱的时代精神。从最

初的传递温暖，到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

风貌，“爱心送考”已经成为大理持续时

间最长、辐射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公益

活动之一，成为文明大理的一张靓丽名

片。

当前，大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正蓬勃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深入推

进，更加需要进一步深入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主动参与各

项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用 实 际 行 动 传 递 爱

心、播撒文明。一端是奉献爱心的人，

一端是需要帮助的考生，“爱心送考”将

融融爱心播撒在大理的每一个角落，让

大理这个文明、美丽的城市更加动人、

更加充满温情。

启动仪式上，爱心司机代表和志愿

者代表共同承诺宣誓；参加活动的领导

为“爱心车队”、活动全程支持单位和爱

心商家进行授牌，为“爱心送考”车辆张

贴爱心标识。

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张宇，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杨晓涛，副市长周志明，市

政协副主席字晶以及相关部门领导、部

分企业领导参加启动仪式。

郭鹏昌 马丽红

马 驿 罗晓川

“文明大理 与爱同行——2023年第十八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

大理镇：“1153”助推绿美村镇共建共管共享

建设绿美大理·共创宜居家园

1、不乱扔垃圾；

2、不随地吐痰；

3、不硬闯红灯；

4、不乱穿马路；

5、不抢道行车；

6、不大声喧哗；

7、不到处遛狗；

8、不随意吸烟；

9、不乱停车辆；

10、不插队抢座；

11、不乱涂乱画；

12、不摘花踏草；

13、不占道经营；

14、不赌博酗酒；

15、不讲粗脏话。

大 理 市 市 民
基 本 文 明 行 为 15 条

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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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微短剧、微综艺发展如火如
荼，在影视领域掀起一股注重强情节、快
节奏的“短视频化”创作热潮。然而，与
这一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另一类主打工
笔细描、讲求娓娓道来、弘扬农耕文明的
影视作品为观众营造了一种沉静美好的
慢生活空间，在治愈心灵、疏导情绪的同
时，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
在立意和审美上实现创新突破，彰显长
视频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价值，在影视创
作领域引领了一种新风尚。

1. 从乡村生活的日常到市井烟火的
温暖

一直以来，农耕文明是文艺创作的
素材富矿。但是与以往创作不同，随着
网络文化的崛起，近年来以农耕文明入
题的影视创作呈现出更加包容开放的姿
态，吸纳了更多层次、不同维度的文化内
容。这种改变肇始于 21 世纪初。当时，
网络文学界形成了一种种田文的创作类
型。这种类型的创作没有局限在字面意

思上春耕夏耘、秋收冬
藏的农业种植内容，也
不只描写播种禾谷、饲
养 六 畜 、农 桑 并 举 、耕
织 结 合 的 乡 村 生 活 内
容 ，而 是 选 取 乡 村 、市
井 、手 工 业 、商 业 等 各
种 与 农 耕 文 明 相 关 的
故事背景和内容元素，
描 写 普 通 人 的 平 凡 生
活 、家 长 里 短 ，讲 述 他
们在家庭、事业领域日
积月累的耕耘，追求在
平淡生活中积攒家底、
实现丰收的幸福感、成
就感，贴合了农耕文明

“ 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获 ”
的观念和逻辑。

近年来，这股农耕
文 明 创 作 热 潮 从 网 络
文 学 领 域 蔓 延 到 了 影
视 创 作 之 中 。《花 间 提
壶 方 大 厨》《知 否 知 否
应 是 绿 肥 红 瘦》《人 间
烟火花小厨》《田耕纪》
等 由 种 田 文 改 编 的 剧
集陆续推出；与此相呼
应，《向往的生活》《亲爱
的·客栈》《哈哈农夫》

《种 地 吧》等 慢 综 艺 选
择乡野村落场景、纪实
拍 摄 手 法 和 平 缓 叙 事
节奏，让嘉宾经营自己
的“ 一 亩 三 分 地 ”。 短
短几年间，一幅农耕文

明风景画在剧综领域徐徐展开，使“种
田”的概念也从一种农耕隐喻变为“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具象实践和“暧
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真实场景。

这几年来，农耕文明影视创作兴起，
给行业和市场吹来一股清丽之风。首
先，这些作品以人物、嘉宾的日常劳作以
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点滴为主线，设置
矛盾冲突、任务目标等戏剧化内容。例
如《卿卿日常》中，男女主人公携手共度
三餐四季，并与其他性格各异的兄弟姐
妹们相伴成长，一起书写着大家庭的温
暖日常。其次，这些影视作品着重展现衣
食住行方面的知识，从《花间提壶方大厨》
里蜜汁莲藕、煲仔饭和盐焗鸡的烹制，到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插花、点茶
的技能，为观众展示生活与文化之美。
再次，为了体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
观念，电视剧创作偏爱在都市、宫廷、战
场之外，设置远离名利争斗的情境，无论
是《卿卿日常》里的“世外桃源”霁川，还
是《去有风的地方》里的古朴村落和苍山
洱海，都呈现一种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美
学风格。总之，农耕文明影视创作借助
生活流叙事方式，在山林、水乡、田野、海
边打造认真生活的角色面孔和人物关
系，以及作品蕴含的耕读传家的生活态
度、恬淡悠远的审美意境，让身处加速环
境中的都市观众在浪漫诗意中获得解压
治愈。

2. 从琐碎的流水账到充实的乡村叙
事

随着作品数量增多，农耕文明影视
创作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在弱化了竞
争、对抗等戏剧张力之后，琐碎的日常劳
作内容如何避免变成流水账，过滤了复
杂社会关系、只过小日子的情节如何避
免变成缺乏精神营养的“电子榨菜”，这
些问题成为农耕文明影视创作的瓶颈。
一些电视剧里的乡村场景及人物状态看
似日常，实则不食人间烟火。部分作品
成了加美颜滤镜的伪田园风，导致部分
影视创作口碑下滑。这说明，单靠打卡
旅游、走马观花地体验田园生活，很难引
发观众的深层心灵共鸣，台前幕后的创
作者必须对农耕文明进行切实了解、深
刻体会。

可贵的是，我国影视界一直保有深
入生活、扎根土地的文化传统和创作情
怀。比如《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等
深入乡村，记录农民与食物相关的生产
生活故事，以讨论食物、土地、人三者的
关 系 ，从 众 多 美 食 文 化 作 品 中 脱 颖 而
出。《山海情》里村民在农业专家的指导
下 种 蘑 菇 、卖 蘑 菇 的 剧 情 受 到 观 众 追
捧。作品用真实细腻的笔触展现真实的

农业生产过程，既描绘种植过程的艰辛，
也表现丰收时的喜悦。还有近期播出的

《种地吧》挑选十位年轻人深入农村基
层，用 190 天时间完成 142 亩土地从耕种
到收割的全过程，同时还要解决自身居
住、饮食、资金分配以及与村民合作等问
题。看到节目里这群年轻人团结协作，
热火朝天地割杂草、搭大棚、开挖掘机，
观众大呼“解压”；看到节目里田间嫩绿
的秧苗、一天劳作后归途上的落日余晖、
深夜抢收水稻时夜空突然绽放的烟花，
观众直言“被治愈”。可见，深入三农实
践之中，把闲适的田园慢生活转化为忙
碌而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农村生
活、农民故事、农事活动，才能彰显农耕
文明影视作品独有的艺术魅力。

3. 从田园牧歌的治愈到传统文化的
弘扬

农耕文明影视创作还应深入挖掘、
提炼中国农耕文明的精华。中国农耕文
明是一种淳朴内敛又饱含生命力的文化
形态，以此为创作基础的农耕文明影视
作品应该超越小清新和小确幸的浅表层
面，进一步升华为质朴宽厚的美学风格
和踏实进取的精神追求。这就要求台前
幕后的演职人员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
放低身段、卸下包袱，踏踏实实地走进田
野和乡村，走进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之
中，去求知、求真、求美。

再者，中国农耕文明几千年来形成
了不违农时、精耕细作、重视天地人和的
传统，反映人类对土地的敬畏之情，表现
了自然规律给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带来的
有益启示。《种地吧》里，十位年轻人直
言，一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仅治好
了焦虑症和失眠症，也改善了自私、狭
隘、孤傲的心态。《去有风的地方》里许红
豆见证了小马驹出生，感悟生命繁衍生
息的意义，重获了敞开心扉、积极生活的
精神力量。可见，农耕文明影视创作中
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遇，不是占有
与被占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通
过“自我—自然—他人”的心理推导过
程，唤醒责任、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形成
万物休戚与共的创作理念。

总之，农耕文明影视作品既可以成
为都市观众舒缓压力、感受人间烟火的
媒介通道，也具备了用时代眼光审视和
阐释中国农耕文明价值的潜力和资质。
无论是追求把作品写在大地上的质朴审
美观，还是表达奋发有为、成己成物的躬
耕精神，这种思路都为长视频创作赋予
了一种充满泥土味道、富有文化底蕴、饱
含精神力量的沉稳气质，这在当前部分
影视创作呈现短视频化、快节奏化的趋
势之下，显得尤为珍贵。

我 国 将 于 2025 年 底 前
基 本 实 现 垃 圾 分 类 全 覆 盖

据悉，我国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使地级及
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90%
以 上 ，2025 年 底 前 基 本 实 现 全 覆 盖 。 截 至
2022 年底，29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
圾分类平均覆盖率达到 82.5%，人人参与垃圾
分类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步形成；生活垃圾日
处 理 能 力 达 到 53 万 吨 ，焚 烧 处 理 能 力 占 比
77.6%，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实现较
大提升。

国 家“ 清 单 ”明 确
基 本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加 速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了《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意见》是我国养老服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
里程碑，其在中央文件中首次确定了推进基
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内涵和主要任务，明确了
政府、社会、市场和家庭在基本养老服务中的
职责定位，明确了基本养老服务涵盖物质帮
助、照护服务、关爱服务等主要内容。

教 育 部 ：义 务 教 育 不 得 通 过
考 试 或 变 相 考 试 选 拔 学 生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做好 2023 年
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义务
教育严格落实免试入学升学规定，不得通过
考试或变相考试选拔学生，不得以各类竞赛、
考试证书、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作为招生入
学依据或参考。通知强调，各地要巩固义务
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成果，科学合理划定学校
招生片区，规范报名信息采集，健全有序录取
机制。鼓励各地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具体
实施办法，帮助解决家长接送不便问题。

农 耕 题 材 影 视农 耕 题 材 影 视 ，，吹 来 一 股 清 丽 之 风吹 来 一 股 清 丽 之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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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业国际小区作为大理市较大的居民小区之

一，共有住户 2800 多户、商户 600 多户。每天上午

10：00 左右，正是泰业国际小区最热闹的时候，下

关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法律明白人”和志愿者

通常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定期到小区开展普法

宣传。

“李姐，今天我们过来做普法宣传，如果你在

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寻求帮助，特别是法律方面

需要我们协助或是帮助的，都可以找我们，大家共

同来解决。”下关街道宁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村（居）“法律明白人”李淑琴说。

“好的，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法律问题基本

上都是找社区‘法律明白人’，有不清楚的地方我

们肯定会向你们咨询。”下关街道居民李滇英回

答。

一直以来，下关司法所通过多形式、面对面的

宣传，进一步引导群众学习法律法规，理性对待家

庭婚恋、邻里关系等方面产生的矛盾纠纷，学会运

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觉养成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

好习惯。

泰业物业总经理和丽根坦言：“作为一家物业

管理企业，我们深刻感受到通过普法活动让大家

知道法律、学会运用法律的重要性。比如，高层住

宅高空抛物危害性大，很多业主都不了解、不理

解，甚至法律意识很淡薄，通过开展普法宣传，让

大家深刻认识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在物业管理过

程中，我们也运用民法典、物权法等与业主解释，

通过普法，大家就自然而然地很配合我们物业的

工作，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村（居）都有“法律明白人”，就能多办法律明

白事。“法律明白人”队伍由村（社区）“两委”干部、

人民调解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组成，他们为

群众讲政策、调纠纷、普及法律知识，成为推进法

治建设的重要力量。

“每个社区有 5 个‘法律明白人’，我们运用掌

握的法律知识，为居民群众提供法律宣传、法律

援助，居民有什么诉求，我们根据他们的诉求提

供相应的法律知识。”李淑琴说，“如果是我们解

决不了的，也会向司法所、派出所、法律顾问咨

询。”

针对辖区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结

合群众的实际法律需求，下关司法所通过开展进

村（居）、进校园、进企业、进居民文化广场等“法律

十进”法治宣传活动，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

性、实效性，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氛围。

“‘法律明白人’介入后，从源头上化解了矛

盾，避免了案件从民转刑、刑转命案（事）件的发

生，从根本上化解了矛盾、解了心中的疙瘩，不让

疙瘩越结越多。”正在进行调解工作的下关街道人

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村（居）“法律明白人”付晓

培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 15 年来，付晓培累计参

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1000 余件，其中重特大矛盾

纠纷 200 余件，调解成功率 100%。经过近 3 个小

时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赔偿协议，矛盾得以化

解。看着双方当事人签字按手印后，付晓培和同

事们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调解任务。

付晓培说：“在人民调解工作中，我们为什么

能得到广大老百姓的认可，原因是我们从根本上

帮他们解决了急难愁盼的问题，有效避免了民转

刑、刑转命案（事）件发生。”

正是有了像付晓培这样一批扎根群众之中的

调解员，他们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

在萌芽状态，筑牢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

防线”。在缓解法官办案压力、解决当事人纠纷的

同时，也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了来自司法和社会

的温度，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

大理市公安局紫云派出所所长贾松说：“在

我们的接处警工作中，有很多案件达不到很好的

社会化解效果，我们联合司法所、社区、街道、律

师、检察院、法院多方介入，对当事双方进行联合

调处工作，达到了案结事了的目的。矛盾化解当

中，我们注重法理、情理包括社会效果的有机融

合，使矛盾不出基层，为社会和谐稳定创造良好

环境。”

在工作中，下关司法所通过联合辖区内的紫

云派出所、龙溪派出所，共同研判、联合出警、联合

处置，实现快处快调、案结事了。重点围绕婚恋纠

纷、家庭矛盾纠纷、涉访涉诉等常见性、多发性矛

盾纠纷，在所辖 22 个村（社区）开展常态化大走

访、大排查、大化解工作，主动了解群众诉求，及时

开展跟进化解处置工作，切实把各类不稳定因素

解决在萌芽状态。

“杨女士，您好，我是大理市司法局下关司法

所的工作人员，我叫曹阳，现在对您进行回访。您

到大理旅游时，在宾馆摔伤后寻求司法调解，对于

我们的调解结果，您是否满意？”

“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当时想着我也是外地

人，发生意外后得到你们的帮助，我还是挺感激

的，有机会我还会到大理游玩。非常感谢你们帮

我处理了这个事情，谢谢你们。”

对调解案件进行回访，可以及时了解案件履

行情况、当事人对调解员处理案件的满意度等方

面内容，下关司法所通过定期进行现场走访、电话

联系等回访，进一步提高群众对调解工作的满意

度。

对于下关街道居民李滇英来说，法治获得感

就是下关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法律明白人”走

进她家中，把法律知识带到了她的身边。对于来

自山西的游客杨女士来说，法治获得感就是在下

关司法所人民调解员的调解下，自己的合法权益

得到了维护……他们从这些关乎切身利益的事件

中感受到的法治获得感，正是下关司法所加强基

层法治建设结出的硕果。

大理市司法局下关司法所所长胡金祥说：“作

为基层司法所，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做好法律知

识宣讲，不断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同时通过与派

出所、相关部门、村（社区）的协调联动，及时掌握

群众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把群众的纠纷当作我

们司法所自己的家事，让群众的纠纷得到及时化

解，让群众能够安居乐业，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

感、满意度，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环境良好、法治氛

围和谐的目的。”

在特殊人群管控中，下关司法所按要求做好

社区矫正管理、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同

时，针对辖区特点，充分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智

慧矫正小程序等信息化手段，对不同类型的社区

矫正对象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聘请心理咨询师

开展心理辅导授课，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

题。

为进一步回应社会法律期盼，优化公共法律

服务，下关司法所认真做好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工

作。同时，为辖区 22 个村（居）聘请法律顾问，积

极打造自助法律服务超市，联合推行法官、检察

官、律师坐班，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方便快

捷的公共法律服务。

胡金祥表示：“作为基层司法行政人员，我们

时刻怀着为民初心，积极主动为群众服务，把群众

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群众的小事当成我们工作

中的大事，为营造和谐大理、美丽大理作出应有的

贡献。”

擦亮司法为民底色 “法”现美好生活
○记者 朱 滢 吴 志 摄影报道

在大理市司法局下关司法所，无论是法治宣传、

法律援助，还是社区矫正、矛盾纠纷调处第一线，总

能看到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本期《视野周刊》，就

让我们一起走进下关司法所，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

在忙碌而繁杂的工作中，把良法善治融入到基层群

众的点滴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