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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国多地高校开展了学风建设活动，部分高校着重强调了对学生上课不坐前排等
现象的检查。

点评：坐前排与否，与学风好坏没有必然联系。学校与其在“面子”上下功夫，把学生
赶到前排去，不如改进“里子”，让课程既有干货又有趣味。如此，学生自然会主动把头抬
起来、认真学进去。

2023年 11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 张燕 王瑞琳 美编 丁龙 10

■深刻 ■理性 ■建设

CHONGQING DAILY
评论评论

巴渝论坛

坐
前
排

坐
前
排

漫画漫画//乔宇乔宇

□王瑞琳

秋收落幕，穰穰满家。在垫江县雨山村的
一处再生资源回收厂房里，金黄色秸秆堆成了
山。杂乱的秸秆，经过机器处理，被送往钢厂、
制碗厂，继续发挥作用……

小小秸秆，大有可为。曾经，秸秆让农户
烦恼，让环境受损；如今，它变废为宝，实现了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提升。

秸秆这趟旅途，是本报系列报道“寻找巴
渝和美乡村范例·村村有‘丰’景”记录的图景
之一。巴渝大地，乡村广袤，一个小故事引人
思考得更远——如何培育特色产业，实现增收
致富？如何整治人居环境，改善生活品质？如
何营造文明乡风，展现良好风貌……实践让问
题有答案，范例让经验有载体，越来越多和美
乡村正接连涌现。

和美乡村，是一种愿景，也是一种动力。
建设新重庆，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最大的潜
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挖掘潜能、激发后劲，必
须明确目标、找对路径，在巴渝沃土上打造更
多现代版“桃花源”。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的重点之一。2 月，重庆出台

《关于做好二○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实施意见》，结合重庆市情，对目标进行

细化部署：完善村镇规划管理“一张图”；编制
村容村貌提升导则；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规划和要求明明白白，关键在于落实与
行动。

宜居指向生活，宜业指向生产，把乡村建
设得安居乐业，就是最明确的行动方向。当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农民丰收有保障，日
常起居更舒适；当“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更
多游客走进村落，农机顺利上路……宜居宜
业的乡村，才是和谐的乡村、美好的乡村、振
兴的乡村。

如何让乡村和和美美？一方面，要让
农民生活更有幸福感。如，从硬件入手，补
齐公共基础设施短板，加快配备公厕、基站
等；从软件着力，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尚，推
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
要让农业生产更有获得感，全方位、多渠道
帮助农民富裕起来，让城市和乡村融通起
来，把乡村之美彰显于实实在在的经济效
益中。

“丰”景总在路上，“丰”景还在前方。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浙江已作出示范，20年来
深入实施的“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
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汲取浙江的经验，探索
重庆的方案，我们定能找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的独家密码！

抓住数字贸易这一经济新引擎抓住数字贸易这一经济新引擎

从小秸秆里看见和美乡村大“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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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

“数”+“贸”会产生怎样的效应？重庆和
浙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第二届数
贸会开幕，重庆作为主宾市组织近千人代表
团参展。

数字化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涌向两江
交汇之处。一场千里之外的相遇，是鞭策；一
场双向发力的奔赴，是机遇。

数字贸易，商通全球。这是第二届数贸
会的主题，更是数字化赋能贸易、链接世界的
生动写照。跨山越海的贸易，被一根网线、一

串字符转化为“指尖上的操作”。数字化，正
在突破时空的界限，不断拓展贸易的广度和
深度。

重庆，也是数字贸易的受益者。早在 10
多年前，重庆就入选首批国家跨境电商试点
城市，并日益成长为中西部地区跨境电商业
态最活跃的城市之一。2020—2022 年，重庆
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速14.4%，呈上升趋
势。这也是重庆作为第二届数贸会主宾市的
强大底气。

对重庆市民来说，这样的感受更为真切。
通过“保税展示+跨境电商”的快速配送新零
售模式，消费者可以现场了解商品，然后扫码
购买。货物从下单到海关放行，最快仅需3分
钟。数字贸易，为全球商品买卖插上了更有力
的翅膀。

尝到了“甜头”的重庆，将“数字”这个种

子，植入城市规划中，植入各行各业中，植入百
姓生活中。今年4月，重庆召开数字重庆建设
大会，明确数字重庆建设是“一把手”工程。此
后每隔3个月，全市就召开一次专题推进会，
体系推进、集中攻坚。决心之坚、力度之大，有
目共睹。

走进数贸会，打造“重庆馆”，向全球展示
重庆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服务等方面
的新成果，其实是在释放一种明确的信号：新
重庆将张开双臂拥抱数字化改革，以“1361”
整体构架为牵引，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做强
政策配套、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打造高质量发
展新引擎、高品质生活新范例、高效能治理新
范式。

走进数贸会，借鉴“先行者”，向浙江等
先进省市学习发展经验，正是为了见贤思
齐，找对发力的方向，抓住数字贸易这一经

济新引擎。2022 年，浙江全省数字贸易进出
口总额达到 6336 亿元，同比增长 14%。这一
数字背后，是政府有为、是企业拼闯、是每一
个浙江人冲破因循守旧的条条，破除惯性思
维的框框，去找到新技术与新产业、新场景
融合的方式。

本届大会，重庆代表团选择面对面沟通，
跟领先的兄弟省市洽谈合作事宜。通过举办
投资恳谈会，邀请在浙江布局的数字贸易企业
前来座谈，与重庆共享数字贸易发展机遇。主
动、主动、再主动；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便是
重庆态度、重庆行动。

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丁磊说，数字化转型
犹豫10分，未来就落后50分。一场全球数字
贸易大会已经开启，重庆要分秒必争、抢抓机
遇，乘上“数字快车”，让更多“重庆造”搭乘数
字贸易的“快船”走向世界！

□张思滢

近日，一条“多位明星给缅北四
大家族白所成之子白应苍录视频祝
寿”的视频引发网络热议。网传祝
寿视频中，出现了不少演员、网红的
身影。日前，已有多位涉事明星公
开致歉。

事实上，“明星祝福”视频背后
存在着一条产业链。有记者了解
到，类似祝福视频热销于网络，价格
自“普通版”的几十元、上百元，到

“明星版”的上千元、数万元不等，有
不少店家月销量可达“1000+”。

有关报道显示，近年来，在不少
中小企业、微商的年会等场合，经常
会出现“明星祝福”；甚至有的新人
结婚，婚礼现场也会播出一段“明星
祝福”。可以说，遍地开花的“明星
祝福”，已经异化为一种不问对象的
交易。

明星祝福他人，并凭借自身名气
获得一定报酬，本不算违背公序良
俗。然而，个别明星尚未核实祝福对
象身份，就“碍于情面”进行拍摄，甚
至“给钱就录”。近期，警方对电诈团
伙的打击力度持续升级，给电诈头目
送祝福的明星，也就“翻了车”。某涉
事明星解释称，是应朋友的要求，祝
贺朋友的朋友，但经过这次事件，以
后若是不熟识的人都会拒绝。

毫无疑问，明星的身份能起到
宣传、加持，乃至背书、站台的作
用。有的明星见钱眼开，全然不顾
负面影响，为劣迹人物送祝福。这
是一种对自身社会影响力的有害利
用，也是一种不爱惜羽毛的表现。

就拿给电诈头目送祝福来说，
明星们可能觉得自己只是用“祝福”换报酬。然
而，电诈头目却在借祝福之名，变相给自己“洗
白”，或利用明星效应进一步壮大声势，从而“更
好”地去干侵害公众利益的勾当。某些明星“顾头
不顾尾”，只看到眼前的收益，没想到后续的危害，
实际上是扮演了黑灰产业的帮凶。

“明星祝福”不该也不能与灰色地带产生重
叠。相关部门可以从两个方向着手整治：一是加
大对这条产业链的监管整治力度，把某些牵错线、
乱搭桥的中间商揪出来；二是加强对明星的道德
修养引导，别让他们把祝福送错了对象。

底线不可逾越，自律不可松懈，这件事必须给
明星们敲响警钟。送祝福也好，代言也好，种种利
用自身名气谋利的行为，都不能触及红线。明星
越是名气大，越要注重德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
恪守行业规范，与背景复杂或涉嫌违法违规的企
业、个人保持距离，为自己和公众负责。

彭水 织密“三张网”积极创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区县

开办留守儿童
暑假托管班，丰富未
成年人暑期生活；开
展“大手拉小手·你
我共成长”系列趣味
亲子活动，有效发挥
家庭监护在儿童成
长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在 39个乡
镇街道设立未成年
人关爱保护站，全面
增强服务未成年人
的能力……时下的
彭水，未成年人发展
底线守得更牢，基本
权益落得更实，服务
能力提升更高，形成
了未成年人保护关
爱服务矩阵，不断护
航未成年人成长。

近年来，彭水县
大力推进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不断建立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
政策、制度、机制，使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得到有效保障，为积
极参与创建全国未
成年人保护示范区
县，推动创建儿童友
好城区和儿童友好
社区注入了新动能。

完善权益保障网
护好未成年人“成长路”

近日，彭水县未成年人殷某和往常
一样在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早早
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学习。在浩瀚的书
海中汲取知识，让这个少年对未来有了
更多的期盼。而在之前，殷某成为了一
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彭水县民政局第
一时间向县法院申请转移监护权，并指
定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为监护人，
解决了殷某生活学习困难。

依法保障未成年人权益，事关未成
年人健康安全成长。一直以来，彭水县
民政局致力于强化未成年人兜底保障，
加大未成年人侵权伤害行为保护，在监
护权转移方面积极探索并取得良好实
效，筑牢了未成年人生存发展底线。

积极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作用，彭水县民政局会同县公
安局、县教委、县人力社保局等部门加
强联系，每年扎实开展农村留守儿童

“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
动。充分发挥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
心作用，强化监护兜底职责，对未成年
人流浪乞讨或者身份不明、暂时查找不

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等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2条明确
的情形的，依法承担临时监护职责。通
过实施专项行动和干预帮扶处置，将残
疾、患病的农村留守儿童依法纳入社会
救助和社会福利的保障范围，全面消除
了无人监护、失学辍学现象。

为有效保障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为
特困儿童发放生活补贴1258人次、发
放孤儿基本生活费1958人次、发放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费1230人次，将
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最新标准落到实
处。

从生活补贴到加强监护，一张不断
完善的未成年人兜底网络体系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构建阵地覆盖网
建好关爱保护“大矩阵”

今年7月，彭水县普子镇凤凰村留
守儿童暑假托管班正式开班，托管班利
用教师资源邀请专业辅导老师、师范类
在校大学生和志愿者组成志愿队伍，设
置了学习课堂、科普知识、书法等内容，
共同为30余名孩子提供“托”“管”“教”

服务。有效破解了暑期留守儿童教育
及防溺水安全难题，确保了留守儿童安
全、健康、快乐地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

将未成年人服务阵地延伸至“最后
一公里”，得益于彭水县共同打造未成
年人关爱保护服务网络。近年来，彭水
县民政局不断构建形成“政府主导、民
政牵头、部门协作、镇街配合”关爱服务
阵地体系，建立起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强大矩阵。

全面增强乡镇（街道）、村（社区）服
务未成年人能力。在39个乡镇（街道）
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站，分别配备专职儿
童督导员一名，296个村（社区）分别配
备专职儿童主任一名。积极组织乡镇
（街道）、村（社区）对全县3000余名留
守儿童建档立卡，签订委托监护协议书
和确认书，并定期更新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家庭成员、家庭收入、学习生活等
资料信息，壮大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力量。

依托学校等现有资源，建立形成学
校、家庭、社区、政府未成年人保护的联
系纽带。彭水县在靛水第五小学、三义
中心校、润溪中心校等10所学校投入未
保资金200余万元设立“亲情驿站”和

“心灵之家”，为在校留守儿童提供了关
爱保护和心灵慰藉的阵地。

“我们升级改造了县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打造了集监护兜底、救助帮
扶、宣传教育、心理辅导、关爱服务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综合体。
在桑柘镇创建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中心和万足镇成立的留守儿童项目
实验学校，可容纳留守儿童300名。”彭
水县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强化服务力量网
下好齐抓共管“一盘棋”

前段时间，市救助管理站“牵手计
划”项目组前往彭水县救助管理站，以
彭水县万足镇中心校为试点，实施“牵
手助成长·关爱暖童心”微项目。该项
目重点关注当地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群
体，为在校学生开展思想、心理及安全
三大主题课堂教育，围绕发展社会工作
服务机构、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建
立社会工作发展制度等具体帮扶任务，
重点提升本土社会工作服务的整体水
平和专业性。

儿童成长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参
与支持，充分发挥党群力量、链接社会
资源是未成人保护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近年来，彭水县大力实施“牵手助
成长.关爱暖童心”微项目、“苗乡护童”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服务项
目等，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渠道，不断壮大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力量。

培育“护幼”未成年人志愿服务队，
充实未成年关爱保护工作队伍。以提
高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水平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打造“护幼”未成年人志愿
服务队，组织“护幼”未成年人志愿服务
队深入各村开展关心未成年人服务活
动，在各村里开展防性侵、防烫伤、暑期
防溺水等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政策宣传，
共计服务500余人次。

汇聚社会公益慈善资源合力，助力
儿童全面发展。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功
能，成立彭水县同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和彭水县明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本
土社工机构，积极为三义乡、大垭乡等
乡镇留守儿童开展了心理咨询、课后辅
导等社会工作服务，促使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有力地营造了关爱留守和困境儿
童的良好氛围。

持续完善民生拼图，织密未成年人
关爱保护网络，彭水县持之以恒用心倾
注未成年人保护，努力营造未成年人安
全健康发展良好环境，让“希望之苗”在
新时代不断茁壮成长。

刘茂娇 陈钰桦
图片由彭水县民政局提供

彭水县家庭教育协会心理专家在万古镇中心校对留守儿童开展“互动育童
心”心理健康教育课堂

2023年“牵手助成长·关爱暖童心”活动捐赠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