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巴渝论坛

■深刻 ■理性 ■建设

CHONGQING DAILY
周刊
WEEKLY

评论评论 2020 年 4 月 12 日 星期日
责编 刘江 美编 乔宇 4

□杨光志

重庆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有铝产业
链的矿石资源优势，但在电解铝生产环节一直
无法突破。四川的三家电解铝企业——阿坝
铝厂、眉山市博眉启明星铝业公司、广元市启
明星铝业公司，则一直满负荷生产，但缺乏便
宜的氧化铝原料来源。

一边有料难出产，一边生产缺好料，双方合
作一拍即成。近年来，博赛矿业先后斥资30亿
元，与这3家川企开展不同层面合作。优势互
补、联手共赢，催生了这种产业融合发展新风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融合发展的一大
特色。四川省重庆商会人士介绍，目前重庆企业
家在四川投资的公司超过6万家。而重庆市四
川商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四川企业在重庆总投资
超过了千亿元。如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按下“启动键”。两地企业家纷纷表示，优势互

补、协同发展，西部高质量发展将打开新的空间。
联是大趋势。在当前全球抗疫的背景下，

联手成为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也更
加深入人心。从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到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所强调的无一不是联手协
作、一体化发展。

联需要视野。上述川渝两地企业的合作，
是具象的。而整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一
体化发展，则是奔着“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这样
的大目标去的，这需要提高政治站位，需要“春
江水暖鸭先知”的前瞻眼光。目前，川渝双方
合作的重大项目主要围绕四大领域布局，即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毗邻地区合作、开放平台建

设、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这里面有相当多值得
拓展的经济增长新空间。

近期，我们不时被川渝联手的新闻振奋
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合作建设，不仅频
频吹响号角，还亮出了不少耀眼的成绩单。譬
如，成渝携手共建西部枢纽，疫情之下，成渝中
欧班列逆势崛起。譬如，成渝中线高铁今年有
望开工；新开工四个成渝间的通道性高速公路
项目；成渝高铁将提速改造，实现成都到重庆
一小时内到达。譬如，城际铁路公交化运营的
愿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交通的“一卡通刷、优
惠互享”、教育的两地协同发展、养老保险关系
的转移接续，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的直接结算、
工伤认定调查协作机制……越来越多的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不断释放着“一家亲”“一盘棋”
的合作信号，显示出双城引领、多园支撑、点面
结合、全域推进的全新格局。

联需要主动。我们看到，无论是川渝的党
政领导，或是成渝间的诸多城市、园区，或是相
关企业行业，都在主动加强对接，加快设计出
专项合作项目，积极参与产业布局，谋划实施
一批支撑性引领性重大项目，推进若干重大改
革举措，全面推动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落地见
效。这其中，有口岸贸易的平台开放合作，有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合作，等等。近期，
更有两个关键词被频频提及，一是抢抓“全球
产业链重构”的机遇，二是抢抓“新基建”的机
遇，危中觅机，超前布局，积极开拓中国经济发
展的回旋空间，增加经济发展的韧性，来应对
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联，就是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开放通道、平台建设、区域创新能
力联手提升，产业协作多赢共兴，市场有机融
合，公共服务对接共享，合作平台优化提升，合
作机制高效务实……“双城记”催生的融合发
展新风景，值得期待。

“双城记”催生融合发展新风景
□张全林

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小
冲击，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今年稳就业任务十
分艰巨。前不久，成都为助力复工复市，出台政策称疫
情期间“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
区，允许临街店铺临时越门经营，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
区域贩卖经营。”

众多看似不起眼的小摊小店，不仅是很多灵活就
业者赖以谋生的饭碗，也是维系一个家庭幸福生活的
支撑。如果不加强管理，大量违章占道经营会破坏城
市秩序和整体环境，影响城市的“脸面”；如果一味驱
赶、单纯取缔，又势必影响他们的家庭生计，也给市民
生活造成诸多不便，甚至引发矛盾冲突，影响社会稳
定。就以小修摊为例，现在生活中很多小物件、生活用
品坏了，很难找到修配点，不得不作为垃圾扔掉。其
实，街头巷尾消失的小修摊，与居民生活关系密切，处
理得好，照样能够为稳就业、保民生出力。稳就业不妨
把视野放宽，善于在不起眼处开拓就业空间。

限时限地允许市民上街摆摊设点，可谓用心良
苦。拿捏好“市容”与“繁荣”两者之间的平衡点，需要
调节好发展经济和美化城市的最佳结合点。只有引入
服务化管理理念，变堵为疏，改变执法就是罚款、取缔
的做法，由防控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通过理性化
执法、人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引导摊点限时限地限
种类规范运营，才能使“脸皮”与“肚皮”、“市容”与“繁
荣”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

城市管理，不能脱离市民就业和民生需求。在治理
过程中，管理者应设身处地为困难群体着想，为小摊小
贩找到合适的“处所”。如想方设法帮助摊主在附近寻
找便宜的店铺，规范统一制式的修理车、售货车，合理设
置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只有治理者疏堵结
合，变“减法”为“加法”，化乱为景，让“小店经济”为稳就
业、保民生出把力，才能最终实现摊主有生计、市民得便
利、市场得以培育、管理难题迎刃而解的多赢局面。

让摊点经济
给稳就业出把力

□王琦

非典期间，67岁的钟南山坚守在一线；17年后，新
冠肺炎疫情袭来，84岁的他，仍然像一名钢铁战士站
在斗争最前线。“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日前，接
受记者专访时，钟南山以一句直击人心的话，道出了医
者仁心，更道出了一位84岁老人对生命的体悟。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长
眠在纽约东北部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
铭，一再被后人称颂。钟南山院士“医生看的不是病，
而是病人”的回答，可谓异曲同工，共同道出医学的真
谛。有了发自内心对病人的关怀，钟南山院士才会在
冬天先用手捂热听诊器，再弯下腰来，一只手扶着患
者，一只手为患者听诊。同样源于对同胞的大爱，这位
老人才会在耄耋之年，白衣做战袍，逆行入江城，毅然
决然地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医学是一门科学，治病救人仰赖于医疗技术的提
升。但与此同时，医学更是一门人学，面对活生生的病
人，需要医生具备悲天悯人的情怀，能够站在患者角度
换位思考，感同身受。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
大学教授恩格尔就提出：“医学应该从单纯的生物学模
式转化为生物—心理—社会的模式。”只有把人看成一
个多层次、完整的连续体，综合考虑生理、心理和社会
多重因素，医生才能作出科学的诊断和治疗。

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医学的人文关怀。“医
乃仁术”“德不近佛者不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以为医”
等古训，就是强调医者要有仁爱、善良之心。近现代医
学史上，同样不乏暖医典范。我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
拓者、奠基人之一林巧稚，每次接产时都会为产妇擦汗
喂水，拉着产妇的手为其打气。有很多父母给孩子起
名为“念林”“敬林”“怀林”等，以表达对她的敬爱。

相比之下，现在的医学技术日新月异，许多过去治
不了的疑难杂症先后被攻克，但医生的人文关怀却有
所减退。有的医生过于依赖各种检查数据，忽视与患
者的沟通。有的患者坐下来没说几句话，医生就一声
不吭地开出处方打发走人。前些年甚至有地方出现，
病人还在手术台上拔牙，几名医护人员便聚拢在手术
台旁吃起了西瓜。见病不见人，一方面滋生过度检查、
过度治疗，增加患者的看病负担。同时，也造成了医患
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容易引发矛盾冲突。有资料表明，
全国医疗纠纷中有一半以上本身不是医疗事故，而是
由于医生的语言、态度、行为引起的。

值得欣慰的是，此次疫情不仅见证了医护人员最
美逆行的身影，也让我们找回了那些曾经失去的温暖
和感动。近日，武大人民医院东院一幅“陪你看日落”
的照片在网上刷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援鄂医疗
队队员刘凯医生护送病人做CT的途中，停下来让已
经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老先生欣赏了一次久违的日
落。两人手指夕阳，一起欣赏的背影，暖哭一大波网
友。“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这应该成为广大医
生的座右铭。只有这样，医生们才能把患者当作同一
战壕里的战友，共同面对疾病这个敌人；只有这样，患
者才能感受到医生的善良与温暖，从而更加信任医生，
配合治疗。

医生看的不是病
而是病人

□张凤波

经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研究决定，全市各级各类学校2020
年春季学期实行分批有序开学，其中，高
三、初三、中职毕业年级将于 4 月 20 日率
先开学。当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打好
安全防御战，是各级各类学校有序开学的
根本保证。

前一段时间，经过全市共同努力，疫情
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下一步，全市将继续
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
压紧压实属地属事责任，巩固好防控成果。
面对陆续到来的“开学时间”，各地必须要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与开学复课工作，把学校师
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关于什么时候开学、复学后能否确保
学生安全，社会和家长迫切需要知道答
案。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学校开
学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疫情得到基本控
制；社会家长都认为或绝大多数同意说现
在开学是安全的；开学后必要的防控物资
和条件都到位的。在这三个条件中，既有
政府对疫情防控形势的判断，也有社会家
长对当前防控形势的认可，同时还要求学
校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均要达标。从政府
到学校再到家长，都认为符合开学条件了，
才能有序开学。

在特殊时期，确保学生安全是学校一

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开学前，教育部门
和学校要对当地防控形势紧密跟踪、精准
研判，并配备齐各类防控物资、建设好各种
防控设施，特别是要反复演习和完善应急
预案，做到遇有紧急情况能够正确处置。
开学后，要严格落实学生健康登记、体温测
量、错峰就餐等，并利用课堂、宣传栏、校园
网等平台宣传好疫情防控常识，增强学生
自我防控的自觉性。教育、卫生及驻地社
区应加强对学校的检查指导，督促和帮助
学校压紧压实防控责任，不断提高学校处

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保证他们能够安

全上学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从政府部门
到各类学校，从班级师生到社会家长，都应
关注学生开学后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
讲，学生开学后，学校的疫情防控安全防御
战才真正进入“作战状态”。学校的管理者
和老师应像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指挥若定、
运筹帷幄，通过周密部署、严防死守，不让
一场“战斗”失利，不让一名“战士”掉队，坚
决打赢校园疫情防控安全防御战。

开学复课需打好安全防御战

□毛建国

在这场没有硝烟却上演生死较量的战
“疫”中，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不一样
的战“疫”故事。而这其中，一批批年轻的重庆
医护人员，用自己“逆行”的身影，书写着这一
代年轻人的勇气与担当。

过去二三十年里，“垮掉的一代”的帽子，
先后被安到中国 80 后、90 后和 00 后的头上。
这是一个舶来品，原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群松散结合在一起的年轻
诗人和作家的集合体，以及在他们身上呈现的
创作观。不知为什么，这顶“帽子”被“批发”过
来后，却指向了年轻人不堪大用，无法承担起
未来。

记得80后进入社会后，由于他们身上有着
迥异的个性和行为特征，很快被贴上负面标
签。1998年，一项国家级研究课题调查显示：
多数中小学教师对学生看法不乐观，在他们评
价学生的话语中，70%是批评性、否定性的。而
社会上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可是很快，80后
就证明了自己。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面对地
震灾区的年轻志愿者，人们由衷地感慨“最年
轻的80后也成了中坚力量”。

曾经被视作离经叛道的80后，如今也慢慢
不再年轻了，最大的80后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90后开始登场，“垮掉的一代”帽子被甩给了他
们。事实又怎样呢？这次疫情防控给出了答
案。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拿前方的
医护人员来说，不少人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

SARS对他们来说，有的连记忆都没有，可是当
新冠病毒来袭的时候，他们毅然站了出来。在
各个地方、各条战线，都能看到90后挺起的脊
梁。

由于成长背景不同，每一代人都有着自
己的集体印记，把各个年代人放在同一时间
轴，更可以看出这种不同。相对于上一代人，
年轻一代似乎少了一点朴素，少了一点踏实，
看上去更强调个性的自由，更追求生活的舒
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消极颓废，只顾追求
享乐。

正如一名外国学者观察到的，“在中国坐
地铁，会看到年轻人低着头看价值不菲的手
机，许多人将头发染得五颜六色、背着名牌包、
穿着高级运动鞋”，可他们不是什么“小皇帝”，

依然有着“与生俱来的中国精神”。
上一代人孜孜以求的终点，可能只不过是

下一代的起点。年轻人身上表现出的个性化
特征很正常，年轻最可贵的就是可能性。在时
间的叙事里，青年一代从来都不是时代的观众
和看客，当挑战和考验来临时，他们依然会选
择挺身而出而不是畏缩不前。重庆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的陈月说，“我们都是积极主动报名
去疫情一线工作的”；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的陈
绩说“选择到抗疫一线，是我们90后的社会担
当，也是作为一名医护人员的使命”……听听
这些滚烫的话语，就可以感受到年轻一代，依
然有着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从80后到90后，从汶川地震到新冠肺炎
疫情，事实证明所谓“垮掉的一代”只是一种刻
板印象和代际歧视。年轻的一代已经用行动
证明他们不是什么“垮掉的一代”。当然，他们
身上也有不成熟的地方，但这是成长的经历，
多一点信心多一点耐心，他们会让我们看到

“挺直的脊梁”。

没有“垮掉的一代”，只有“挺直的脊梁”

□何勇海

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说，“伪精致主义”的消费观念
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以至于有时为了一张发在朋友圈
里的唯美摆拍，不惜借钱去买新推出的网红单品。眼
下，疫情导致延期开学，很多大学生一时间断了主要经
济来源——父母提供的生活费。据媒体报道，为了填
补之前的超前消费欠款，有人选择变卖物品，有人去做
线上零工。

如今，奉行“伪精致主义”消费观的年轻人何其多
哉？有人“宁愿买800元的衣服，也不买超过10元的牙
膏”，有人“口红必须用大牌，几十块钱的唇膏用了怕烂
嘴”……在“伪精致”者那里，极力追求表面上的光鲜亮
丽，挎着上万元的包包，使用着大牌护肤品，每天必点
一杯星巴克，在朋友圈晒各地旅游……实际上，每月月
初就把工资全部花掉，靠着花呗、借呗等度日，自己生
活的那个“窝”也可能乱成一团糟，所租房屋或许还是
群租，或许连个独卫都没有……

追求活得精致没错。在鸡汤大肆宣扬“人生要精
致”之下，的确该对自己好一点，将自己从粗糙与节俭
中解放出来。然而，活得精致要建立在量入为出的基
础上，哪怕一到月底就“月光”，总比月初就“月光”好得
多。“精致主义”消费观其实是有钱时该花则花，无钱时
不会超出自身能力去开销，至少不会太离谱。而“伪精
致主义”消费观则是冲动消费观，今天挥霍、明天吃土，
挎的是LV、吃的却是方便面，外表看起来精致无比，口
袋里却空空如也。

“伪精致”正在掏空年轻人，其背后存在的消费主义
陷阱，让年轻人深陷其中。数据分析机构尼尔森发布的

《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86.6%的年轻人都在使
用信贷产品，年轻人平均债务收入比（即负债率）为
41.75%，只有13.4%的年轻人零负债；汇丰银行的调查报
告显示：中国90后一代人的债务与收入比达到1850%，该
群体欠各种贷款机构和信用卡发行机构的人均债务超过
17433美元，即90后人均负债多达12万元人民币。

可以说，“伪精致主义”者往往是爱慕虚荣的，理智
被虚荣心吞噬，有些还是“宁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
行车上笑”的极度拜金者。真正的精致主义者不会过
度透支未来，让精致毁了自己的全盘考虑，在他们看
来，“不是只有奶茶才能解渴，矿泉水也可以”，“家里没
有昂贵的香水，可以有植物的香气”，“不是所有物品都
要花大价钱买，自己DIY也有滋味”。换言之，精致虽
与一定物质有关，但更与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厚德载
物的思想境界有关。如果奉行物质至上、消费至上，就
是精致主义的奴隶。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打碎年轻人“伪精致”消费
观的何止此次疫情？还有超前消费、负债累累带来的
压力与焦虑——“花钱一时爽，还钱泪两行”，也有职场
竞争激烈带来的工作不确定性，更不要说，每个人都不
能保证自己不会有生病、事业不顺、家道中落等突如其
来的意外。在错误消费观之下，满足欲望的速度往往
赶不上欲望产生的速度，不顾自身消费能力，盲目跟风
维持自己的“伪精致”，极可能让自己陷入恶性循环。

有远见者还是不要将一次又一次让自己感到肉疼
的消费，作为彰显品位、证明不凡的“勋章”吧。内心丰
富充盈的人，才能拥抱真正的精致生活。沉沦于朋友
圈中的赞美，只想成为别人眼中“精致”的人，这样的精
致生活即使不会导致“精致穷”，然而，不累吗？

别盲目跟风
“伪精致主义”消费观

□图/王铎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
官之年。当前，全国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成就，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
成。但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思想上冒
出松劲懈怠苗头，部分基层干部出现
撤摊走人心态，甚至有的开始转移重
心、变换步调。

（据《瞭望》）

“撤摊子”

整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是奔着“在西部形成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这样的大目标去

的，这需要提高政治站位，需要“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前瞻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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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丰富充盈的人，才能拥抱

真正的精致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