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ntrbfocus@163.com 编辑：张君怡 美编：刘玉容 校对：季秋刚 组版：蒋培荣

2023年6月1日 星期四A4 时 评

“六一”儿童节到了，不少人的朋友圈又一
次上演了“假装是儿童”的大戏。有的互祝“儿
童节快乐”，有的互赠儿童节礼物，还有的特意
去参观点一份“儿童套餐”打卡留念等等，不一
而足。

毫无疑问，儿童节自然是属于孩子的节
日。但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每一个节日都
不再是某一个代际的“特权”，打破了次元壁的
人们，只要有一颗童心，都能拥有如孩子般烂漫
的快乐。

其实，每个成年人假装自己是个“儿童”的

背后，都深埋着一颗“不想长大”的心，或又包含着
一个难以言说的梦。儿童节恰恰为他们打开了一
扇窗——有的适婚男女不想被催婚，在这天发出

“我还是个宝宝”的自嘲；有的“打工人”连轴工作
到“想哭”，偶尔感慨一下“我小小年纪承受了不能
承受之重”。无论哪一种发生在儿童节的叙事，都
在记录当下所经历的生活。乐观向上是儿童的特
质，在他们的世界里，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都
不会轻易被打倒，在任何挑战面前也总能积极应
对。成年人的世界是现实的，但我们依旧可以保
持一颗童心，留住那个快乐的自己，不要忘记自己
的目标和初心。

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一个人在精神上
足够成熟，能够正视和承担人生的真实，同时心灵
依然单纯，对世界依然怀着儿童般的兴致，这完全

是可能的。智慧与童心有着密切联系。保持住童
心，善于思考，才能把单纯的童心变成成熟的智
慧。儿童的可贵在于单纯，因为单纯而不以无知
为耻，因为单纯而不畏首畏尾，这两点正是智慧的
重要特征。儿童的世界是最单纯也是最简单的，
他们对待事物往往认真执着、一丝不苟。由小到
大、岁月流转，一切都是自然法则、客观规律，谁也
挡不住时间带来的责任和使命，过完这个“儿童
节”，我们还是会重整行装、继续出发。

童心是真诚坦率、是知足常乐、是从容豁达，
也是永远对生活保持好奇和热爱。哪怕“曾经豪
情万丈，如今空空行囊”，依旧不能改变我们对青
春活力、无瑕纯真的热爱。时光的脚步挡不住，但
在心中可以守护那份童真。与喜欢过儿童节的每
一个成年人共勉：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文博看展、文化演艺、国风国潮热成为旅游新风尚，“旅
行+演艺”“旅行+看展”“旅行+刷博物馆”受到消费者青睐，国
风汉服、围炉煮茶、音乐雅集等活动人气兴旺……最近一段时
间，观察强劲复苏的消费市场，文化和旅游呈现加速融合的特
征。“诗”和“远方”更好联结，不仅给游客带来新体验，也带动
形成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为恢复和扩大文旅消费注入新的
动力。《“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加强文化和旅游业
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促进优势互补、形成
发展合力。”如何实现融合创新发展，成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
展的一道必答题。要进一步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培育更多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新业态。要以文塑旅，深入挖掘地域文
化特色，将文化内容、文化符号、文化故事融入景区景点，把优
秀传统文化纳入旅游的线路设计、展陈展示、讲解体验。与此
同时，还要推动旅游演艺、文化遗产旅游、文化主题酒店、特色
节庆展会等提质升级，形成更多服务品质和文化体验并重的
文旅产品。多措并举、加强创新，才能赋能文旅融合，更好满
足不断增长的多元消费需求。

——人民日报《融合创新，激发文旅消费潜能》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健康买
单已经成为一种消费习惯。而以保健食品消费为代表的健康
消费日益呈现出增长态势，成为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一环。虽然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开始消费保健食品，但老年
人仍然是保健食品的主导消费群体。保健食品在发展过程中
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消费者认知度和信任度普遍不足。
很多消费者对保健食品的定位并不清楚，导致他们认为保健
食品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这种现象在老年群体中尤为突
出。为进一步发挥保健食品推动健康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应引导保健食品有序发展，加强相关标准和法规的体系化建
设。鼓励产品创新，推动保健食品注册、审评、审批等环节分
类施策，提高审评审批效率，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强线上线
下统一监管和对未经注册的境外类似产品的科学管理，强化
智慧化管理手段应用，提高监管效能。规范宣传口径，加大宣
传普及力度，明晰消费者维权途径，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经济日报《保健食品标准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冷泡茶、速溶茶粉、茶拿铁、茶叶冰激凌、气泡茶饮……据
媒体报道，近日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
一批“年轻态”的新式茶饮纷纷亮相，茶叶产品从生产、包装到
销售方式，都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
序言里就写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又说，宋时茶坊几乎遍布汴京大街小巷。中国历史上不论是
皇家、富贵人家，还是寻常百姓家，都自有一份饮茶的生活习
惯。茶的雅俗共赏体现了茶文化的包容性，或许也正是因为
这种包容性，才发展出了包括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点茶在
内的各种传统茶艺之美，又衍生出了果味茶饮、碳酸茶饮、花
果茶、花草茶、冰绿茶、大青茶等各种新式茶饮之趣。从更广
阔的空间看，也正是因为茶既有高雅脱俗的一面，又不排斥牛
奶、果汁、糖、香料、葡萄酒等“伙伴”的加入，具有来者不拒的
一面，人们才可以调配出各种口味的饮料，生津解渴、满足味
蕾所需。中国茶在保留原有品味、调性的同时，向年轻人靠
拢，不断赢得年轻消费群体的喜爱，不仅是市场的选择，也是
文化的趋向——“融天地人于一体，倡天下茶人为一家”，茶文
化的巨大包容性亦是茶产品的时代魅力所在。

——光明日报《传统茶的“年轻态”何尝不是一种包容美》

最近，一条与老年人有关的视频让不少人心里酸酸的。
视频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ATM机上操作，站在一旁
的银行工作人员不耐烦地大吼“你不要乱点号码”“你又点错
了”“为什么我讲的你都不点”……这一幕，想必让无数屏幕前
的你我，想到了家中的老人。他们会不会在我们看不到的地
方，也有过类似的遭遇？被他人嫌弃、被大吼大叫，甚至被欺
负刁难。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那些我们眼中轻轻松松就能
搞定的常规操作，在老人们那里却成了难以掌握的复杂技
术。老人被银行工作人员“大吼”，之所以让我们共情和心酸：
谁都会有老去的一天。视频中的这位银行工作人员，之所以
引发网友们强烈不满，其实表达了一种社会关切：请对老年人
群体多一点宽容。

——新华网《“快节奏”生活中，请耐心等等“慢节奏”的
老人》“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前不
久，一首儿歌以欢快的旋律、简洁的歌词
让广大网友直呼“上头”，火遍全网的同
时也引发各行各业生动“代入”。基层一
线事关民心向背，也是干部成长的“练兵
场”，作为新时代新征程的追梦人，年轻
干部也要多发扬“挖呀挖”的劲头，在基
层绽放青春之花。

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温室里长不出
万年松。基层一线条件艰苦，却是年轻干
部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必经路。习近
平总书记在延安农村插队7年，在最基层
一线入团、入党、当选村支书，为今后成长
积淀了宝贵的人生财富。年轻干部应当正
确理解和面对基层实践，把奋斗的激情挥
洒在田间地头，撸起袖子、扛起锄头，多沾
泥土、多接地气，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深耕
基层沃土，筑牢成长根基。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甩开膀子干。基
层工作点多线长面广，新时期年轻干部有
学历、有知识、有思想，却也或多或少存在
实践经验不足问题。在基层“大熔炉”里摸
爬滚打，应对纷繁复杂的工作局面是年轻

干部淬铁成钢面临的必考题。种地、拉煤、
打坝、挑粪……回忆在梁家河大队的知青
岁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
是“自找苦吃”。对于年轻干部来说，自找
苦吃就是铆足越是困难越兴奋的干劲，多
挖几回“烫手山芋”，在披荆斩棘的过程中
融入基层，不断炼化书生气，“挖”出自身潜
能，习得一身硬本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基层工作聚焦
民生百态，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年轻干
部社会阅历浅，想问题办事情容易脱离群
众。因此，深入人民群众，牢固树立为民情
怀，是年轻干部提升群众工作水平的必修
课。“我们要为当代人着想，还要为子孙后
代负责。”从自然生态到政治生态，从发展
观到政绩观，锚定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习
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一以贯之。情
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年轻干部要始终胸
怀为民之志，放下架子、摆正位子，学会在
拉家常的过程里“挖一挖”工作思路，在群
众掏心窝子的话里“挖一挖”工作方法，为
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真正将各种利民
惠民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以实际行
动践行人民至上理念。

据《南通日报》报道，面对乡村管理痛
点，如皋去年创新引入积分制，并在南通率
先试点，经过数月摸索，在首批试点村（社
区）中已得出不少亮点经验和善治之道。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一大
课题。如何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自主
性，如何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共
识，是最基础性、先导性的工作。所谓积分
制，是将农村人居环境、建房管理、社会治
安等方面相关要求融入积分考核细则，由
村里退休干部、道德模范、老党员、“两委”
成员等组成的考核小组，定期考核打分，并
通过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等方式对考核结果
进行运用。

从如皋实际来看，积分制的推广实施
在面上取得了积极成效，比如在乡村家庭
环境卫生整治、婚丧嫁娶事项操办等方面
得到了较大改善，有效提升了村民共建、共
治、共享意识。但是作为一项基层创新，难
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考核细则中项目
的表述过于模糊不便于操作，实施过程比
较复杂人力难以长期维系，以及考核积分
兑换的生活用品价值偏低难以对群众产生
足够的吸引力等。总体来看，乡村治理“积
分制”的推广实施，既要得其“形”，还要得
其“神”，让这一举措落细落实、落地生根，
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提高考核细则的科学性。乡村治理积
分制创意的灵感应该来自学校班务管理，
第一个难点就在于编制出一个覆盖面广、
操作性强、普遍得到认可的考核细则。目
前大多数村的考核细则基本集中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方面，建议将创业致富、信访维
稳、乡风文明、公民道德等涉及农村治理的
更多内容融入其中。有些考核细则表述不
够清晰，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表述界定，使
其便于对照落实。要强化考核过程的严肃
性。任何一项好的制度都需要好的执行，
否则就会沦为花架子。作为一项需要长期
实施的常规性制度，考核队伍的稳定与否、
考核过程的公平与否、考核行为的持续与
否，都决定着制度最终的生命力与实效
性。要将德高望重、可信度高、群众普遍认
可的党员、干部、代表纳入考核队伍中，用
最便捷的方式、最公正的态度定人、定事、
定期执行好考核工作。要提升考核结果的
推动性。考核只是手段和过程，通过考核
让群众在乎、在意才是制度实施中最为核
心的部分。要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积极引
导，在人民群众中形成朴素的争先创优意
识。当分数不仅是一个普通分数，而是一
种社会认可，当兑换的生活用品不仅是一
种物质体现，更是一种精神奖励，那么群众
的积极性、主动性就会得到更多调动，基层
治理的方方面面就会有更多的参与度。

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来看，积分制的出
现，是乡村治理模式探索中一次成功的嫁
接转移。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当“一朵小
红花”的奖励能焕发出无尽的魅力，小小
积分的变化就能牵动更多普通群众关注
的目光，那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
兴总目标的实现，将得到更多积极有效
的推动力。

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重在形神兼备
□朱洪海

年轻干部要多在基层一线“挖呀挖”
□朱宇家

愿我们都保持一颗童心
□刘曦

预防近视，守护儿童视力健康，事关下一代的健
康成长。我市实施免费视力筛查、规范眼保健操等
一系列举措，也需要家长进一步重视，共同守护儿童
“睛彩”。 孙雨珊画

呵护眼睛
点亮“睛彩”

又到“六一”儿童节。线上线下铺天盖
地都是对孩子们的祝福、对美好童年的回
忆，加上各种关爱、庆祝活动，欢腾无比。
在这份喧闹中，作为成年人，有必要冷静叩
问心灵：我的童年有哪些遗憾？如果重返
童年，有哪些最想做的事？对于孩子已经
成长的家长来说，更应该在这个时候想想：
在孩子童年留下哪些遗憾？如果再给一次
初为父母的机会，该怎样弥补？

童年，对一个人健康成长、对于生命
的意义不可估量。有一句话叫，“幸运的
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
童年”，这在心理学上有着科学依据。遭
遇童年创伤、童年记忆荒芜，往往会对个

体的人格和性格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哈利·波特》中有个情节：魔法师必须集
中精力、想着心中最快乐的事，口中念出

“ 呼 神 护 卫 ”的 咒 语 ，才 能 抵 御“ 摄 魂
怪”——这个情节有着深刻的现实隐喻意
义：人在成长过程和生命之旅中，会遭遇
各种各样的困难、不可抗拒的挫折，当陷
入人生的灰暗甚至至暗时刻，必须调动所
有快乐的记忆来才能抵抗这一刻的艰
难。童年记忆，准确地说，幸福美好温暖
的童年记忆，正如一张给生命托底的网，
具有不可估量的治愈魔力。

当我们真正了解守护童年的意义之
后，也许会改变惯常的看法和行为，放下墨
守成规、急功近利和虚荣狭隘，真心实意、
身体力行地去守护孩子的童年：亲近大自
然和积极锻炼，亲子陪伴和阅读，尊重和理
解孩子。

儿童对大自然和泥土的芬芳有着本
能的亲近，但置身钢筋水泥丛林的空调温
室，让他们失去了这种亲近的天然条件。
加上“内卷”愈演愈烈，孩子不是在上学就
是在上兴趣班、补习班的路上，缺少机会
走进田野、河谷、森林，当然很难感应到四
季更迭的微妙变化，更谈不上热爱聆听鸟
啼和虫鸣，甚至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
非夸张之辞。

亲子相伴的童年阅读，本该如一颗幸
福的种子，滋养一生。但在移动互联网和
手机大行其道的今天，规避有效陪伴的责
任，用手机游戏和短视频“喂投”孩子的家
长不在少数。结果就是让孩子过早失去想
象力和好奇心，失去探索求知的热情和独
立思考的能力。

诗人纪伯伦说过，“你的孩子，并不是
你的孩子，他们是由生命本身的渴望而诞

生的孩子”。当一个人成年后为人父母，
却往往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孩子，想当然
地认为：给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衣食无
忧就足够了，小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烦恼
可言？可是你知道吗，儿童是没有时间概
念的，他们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所以当
成年人在责怪孩子磨蹭时，也许孩子正沉
浸在自己的奇思妙想里。那些在成年人
眼里不值一提的小事，对于孩童来说也许
就是天大的事。他们的小小悲伤、惊恐或
惊喜，都应该和值得被真正理解。而尊重
和理解孩子，不单单是蹲下来和他们说
话，还包括说话的方式和态度，更重要的
是教育理念的更新，需要寻求专业的儿童
教育指导。

又到“六一”儿童节。让我们谨记：守
护童年，不仅是守护个体的人生幸福，更是
守护民族的未来。

今天的我们，应该怎么守护童年
□唐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