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渝论坛

“流量乞丐”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直播平台上部分主播以低俗、恶俗直播内容博眼球，沦为“流量乞丐”。随着平
台不断加强审核力度，大量不合规主播账号被封禁。然而，在流量变现的利益刺激下，不少网络主播为
逃避审查不断注册新账号，同时拥有多个可用的直播账号。专家和业内人士建议，在网络直播监管中，
需构建涵盖全流程的跨部门、多领域、常态化监管机制，建立部门联动协调机制。 （据新华社）

□陈伯青

人间四月芳菲始，又是一年清明时。
三月以来，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
点，全国各省市都在努力抗击疫情。降低
人员流动、避免人群聚集，是疫情防控的题
中应有之义。

该如何在减少出行、避免聚集的同时
寄托哀思？其实，寄托哀思不一定要回乡
祭扫。“丧，与其易也，宁戚。”祭祀的重点不
在于形式，而在于祭祀者是否真诚。中国
有句老话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
之始也”。疫情还未散尽，聚集不合时宜，
带着一颗诚心，选择“云”上祭扫，对先祖也
算不上不尊重。“云”上祭扫，变的只是形
式，不变的是诚挚的哀思和对先人的尊重。

当前，各地纷纷推出“云”祭扫服务，人

们可以在网络上献花、点烛、寄语，通过云
端缅怀先烈、凭吊故人。近日，重庆西郊福
寿园举行清明“云”共祭活动，通过诵读祭
文、敬献花环、奉清果、行礼茶、系黄丝带等
绿色文明方式寄托哀思。回想2020年，全
国人民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
和逝世同胞默哀，彼时我们并未聚集于一
处，但哀悼之情不减半分。

网上祭扫并非什么新生事物。早前，社
会上便有倡导网上祭扫的声音。通过云端
实现文明祭扫、绿色祭扫，是时代潮流，更是
民心所向。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举办特别
的集体公益代祭，现场录制祭扫视频发送给
未能到场的亲友，实现“天涯共此时”；江苏
镇江倡导“鲜花换纸钱”，既文明又美观；云
南昆明升级网上公祭平台，在祭奠先人的同
时也能致敬革命先烈、抗疫英雄。

缅怀先烈、凭吊先祖，是人之常情。当
情感遇上病毒，当习俗遇上现实，选择“云”
祭扫，或许是寄托哀思最好的办法。

（作者系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生，指导
老师金华）

“云”上祭扫寄哀思

□张燕

胡可力，重庆工程职业学院的一名毕业生，
淼瞰恒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他旗下“飞
手”几乎个个月薪过万，公司近期还获得了上千
万的投资；李梓豪，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一
名毕业生，心越脊美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
他的目标是“希望所有人都能远离疾病的痛
苦”……这些发光发热的人，诞生于一个共同的
摇篮：职业教育。

很长一段时间里，职业教育都在被“污名
化”——“学生成绩不好”“学校管理松散”“就业
渠道狭窄”，这些标签被贴在职业院校的孩子们

身上，成为人们看轻、排斥职业教育的理由。但
时代变了，当今人才的竞争，不仅是管理和研究
人才的竞争，更是技能人才的竞争。“金字塔”顶
端万人瞩目，但是坚实的地基，却要依靠大量技
能型人才。与其说，他们需要工作，不如说，时
代需要工匠。

黄炎培先生说过，职业教育就是“使无业者
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
型升级，急需数以亿计的能工巧匠。职业教育，
绝不是“失败者的退路”，而是人才成长的“第二
赛道”，是对接市场需求和促进就业的关键所
在。它将高质量教育带到普通人身边，让学习
成绩一般的学生，也能掌握一门改变命运的技
术。

和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是“落地”的教
育。职业二字，决定了它的“根”在市场，特色
在产业。对重庆而言，发展职业教育的秘籍就
在于“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专业走”。围

绕我市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
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着眼于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和
城市提升，打造一批特色职业院校，让职业教
育在对接产业中找准位置，在对接市场中形成
优势。

如此来看，职业教育在重庆前途广阔，职业
人才在重庆大有可为。比如，在主城都市区，可
以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建设西部职教
基地，增强职业教育对支柱产业发展的支撑能
力。再比如，在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可以立
足山地特点、生态资源和民族特色，实施职业技
能提升专项行动，培育一批服务乡村振兴的职
业教育优质院校。家乡是个好地方，就业不用
去远方，重庆正处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阶段，是
广大职业人才大展拳脚的广阔舞台。

从“看轻”到“看好”，这不只是职业教育的
突围，更是人才培养理念的突围。去年11月，教

育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教育部重庆
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重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促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意见》，提出到“十四五”
末，全市技能人才达到450万人以上。通过完善
技能人才评价体系、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加
强高技能人才表彰奖励，让这450万人真正拥有
光明的前景、幸福的生活，才能彻底扭转大家对
职业教育的偏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崇尚
技能、学习技能的浓厚氛围。

职业教育不是“洼地”，更不是“短板”。早
在1969年，德国就出台了《职业教育法》。迄今
为止，德国大约有 350 种官方承认的职业执业
资格证书，构成了超过2万种职业的技术门槛，
成就了无数人的精彩人生。职业教育与普通
高等教育一样，是人人可以成才、人人可以出
彩的教育。抓好职业教育，让巴渝大地人才辈
出、工匠云集、大师荟萃，真正成为“近悦远来”
的人才高地。

职业教育：从“看轻”到“看好”
□臧博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交通违法记分
规则调整、明确电视剧正片时长、4地上调最低
工资标准……从今天起，又有一大波新规即将
施行。这些新规与老百姓关系密切——有的关
系着房子，比如明确新建建筑应安装太阳能系
统；有的关系着车子，比如新增C6驾照、调整交
通违法行为记分规则；有的关系着钱袋子，比如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川渝闽湘4地上调
最低工资标准。

不同的人群，对于新规感受不同，有人认
为新规离自己很近，有人感觉新规离自己很
遥远。远与近，是主观的感受，但不影响新规
悄然间融入我们的生活。以驾驶证“买分卖
分”为例，一些人有买分的需求，一些人有卖
分的供给，看似你好我好，实则已经形成了一
条“收分卖分赚差价”的庞大灰色产业链条，
既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也损害了交
管部门的执法公信力。这一问题，社会反映
强烈、安全隐患严重、治理难度很大，但事关
人身安全，不得不管。新规明确了买分者、卖
分者和中介的三方责任和处罚措施，拳分三
路，直击要害。

又如电视剧正片时长的新规，就很对追剧
爱好者的“胃口”。有的电视剧，掐头去尾、剔除
插播广告后，能看的内容没多少。新规出台以
后，片头不准超过90秒，片尾不准超过180秒，

“前情回顾”和“下集预告”一般不超过 30 秒。
对观众来说，终于不用再担心剧情被糟心的广
告割裂，也不用担心看到一集拆成两集式的“注
水剧”了。

新规，是惠民的好政策，也是细致的新条
款、划定的新红线。新规带来新气息，也为人民
群众带来新体验。新规好不好，群众最知道。
一条条新规，像一份份答卷，政府对人民群众关
心的问题仔细审题、认真研究，最后将答卷交到
群众的手里，等待人民群众评价。从这个意义
上说，新规出台后最重要的，是能否真正解决问
题，能否高质量落地。期待新规落地有声，惠及
人民，不断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期待这些新规
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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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 崔曜）3月3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获悉，
从2019年开始全市开展了“英烈精神归故
里”活动，为烈士寻找亲人、为亲人寻找烈士，
让英烈故乡、亲人了解并传颂褒扬英烈事迹
和精神。截至目前，全市已找到84位烈士的
亲人。为了缅怀烈士、教育后人，让亲人就近
隔空祭拜先烈，目前全市各区县都建成了烈
士英名墙。

“每一位烈士都是一座精神丰碑，值得永
远铭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重庆现有近1.8万位登记在册烈士，由于
种种原因，一些烈士信息不够完整准确，一些

烈属只知亲人牺牲，却不了解详细信息、不知
其安葬的地址，更无从现场祭奠。为此，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与媒体合作，充分利用大数据、
互联网、信息化和社会力量开展寻亲活动。

“网络平台将有明确户籍地和烈士生平
简要的寻亲信息，推送到烈士家乡用户的手
机上，凭借精准地域弹窗技术和庞大的用户
量为烈士寻亲。”该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共推
送了115条重庆籍烈士信息，为其中41名烈
士找到亲人。

“采取这样的寻亲方式，是希望借助网络
平台、技术和庞大的用户基础，提高找到革命
先烈亲人的机率。”该负责人称。

全市各区县已建成烈士英名墙

本报讯 （记者 张莎）清明将至，我市各
地响应清明节文明祭扫倡议，将追思缅怀逝者
与弘扬优良家风、传承逝者精神结合起来，倡导
以自身行动践行文明祭扫新风尚。

绿色便民
陵园代客祭扫寄哀思

3月31日，在绿植环绕的南岸区灵安陵园
里，礼仪师在墓位前摆上供果、鲜花，以电子香
烛的形式敬奉亲人，并轻轻念诵寄语，另一名工
作人员则在一旁拍摄服务图片和视频，准备传
给逝者亲人。

委托陵园方进行代客祭扫的张先生远在外
地工作，因疫情原因无法亲自回来扫墓，张先生
选择以这一方式遥寄哀思。

灵安陵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从2017年
开始推行代客祭扫服务，自2020年起，代客祭扫
量逐年增加，今年3月份起因疫情原因，代客祭扫
需求量突增，目前，陵园已完成600余例代客祭
扫服务，预约在清明节期间进行的有200余例。

缅怀先烈
社区发扬文明祭祀新风尚

昨日，渝北区龙山街道龙脊新村社区纪委、
退伇军人服务站联合社区养老服务站，开展了
一场以“文明祭祀新风尚 朵朵白花寄哀思”为
主题的清明节活动，号召全体党员群众继承先
烈遗志，弘扬先烈精神，同时用文明祭祀的实际
行动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

“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共创未来”，退役老兵
黄化彬首先给大家讲述红色革命故事，让大家
深刻领悟我们党的艰辛岁月，更加珍惜现在得
来不易的幸福生活。随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的志愿者现场教授大家手工制作清明小白花，
缅怀革命先烈。

回忆过往
独居老人分享家风故事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
开展了“暖时光·忆年华”独居老人家风故事分
享会活动。该活动由大渡口区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联合主办，孝诚社工、
希望心理社工联合承办，吸引了辖区许多老人
积极参与。

在社工组织下，老人们打开心扉，回忆过
往。王阿姨聊到自己年轻时的“老重钢”，“那时
候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用缝纫机做的，没有手机，
却有很多时间陪父母聊天”，她说，“尊老爱幼”
是自己的家风，尽管生活条件不断在改变，城市
越来越繁华，但一定要保持与家人的沟通，彼此
鼓励、珍爱生活。

参与活动的青年志愿者说，这些家风故事
能让一代又一代人汲取到和美家风，这正是传
承的力量。

代客祭扫 缅怀先烈

我市各地倡导
文明生态过清明

肖云进给哥哥苟长海烈士献上挽联。
记者 梅耀 摄/视觉重庆

肖云进祭拜哥哥苟长海烈士肖云进祭拜哥哥苟长海烈士。。 记者记者 梅耀梅耀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3月29日，铜梁区邱少云烈士纪念馆，一
位老人带着老伴，在烈士英名墙上逐一细看
寻找。

“苟长海！找到了！”突然，老人看到一个
熟悉的名字，高兴得喊出声来。老人扑通一
声跪在地上，眼泪夺眶而出，手颤抖着抚摸镌
刻在英烈墙上的“苟长海”三个金字，喃喃自
语道：“哥哥，我今天来祭拜你了，这么多年了
家里人没有忘记你！”

老人叫肖云进，73岁。62年前，肖云进
得知，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苟长海在西藏作
战中壮烈牺牲，长眠于青藏高原。

此后，家人便开始寻找苟长海的墓地。

给母亲一个交代

心情稍平复后，肖云进和老伴将菊花献
于烈士英名墙下，当即为哥哥苟长海烈士书
写了挽联：“平叛血洒南木林，家乡亲人祭忠
魂。”字字遒劲有力，告慰英灵的同时也给母
亲一个交代。

“我哥哥究竟葬在哪里？”2020年之前的

60年时间里，肖云进的寻亲之路孤独，漫长，
不知终点。

老人小心翼翼地展示了一叠资料，里面
有革命烈士证明书、西藏军区政治部的来
信和奖状……尽管纸张泛黄有些破损，字
迹依然清晰可见。“苟长海同志在平息叛乱
战斗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从
1960年拿到这张证明，肖家人就开始了漫
长的寻找。

“我哥哥苟长海是1940年出生，1958年
从老家铜梁华兴镇远赴西藏参军入伍。”肖云
进介绍说，1960年2月2日，在西藏自治区日
喀则市南木林县剿匪战斗中，哥哥苟长海不
幸牺牲。两个月后，家乡人知道了这个消息
但一直不敢告诉肖云进的母亲王淑辉。“当时
是公社领导派人跟我母亲拉家常，慢慢提到
了西藏的战斗，再慢慢转移到我哥哥身上。”
肖云进还记得，母亲听到噩耗后几乎要哭晕
过去，此后大病一场，一连好几天下不了床。

后来，乡里工作人员、亲朋好友陆续前来
看望王淑辉，并开导她，儿子是为国牺牲，作
为烈士的母亲，应该感到自豪。“我妈才慢慢
走出失去爱子的阴影，但她也有了一个坚定
的想法——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儿子埋葬的地
方！”肖云进说。

此后，肖云进和家人委托哥哥生前的战友
寻找墓地，但西藏地广人稀，通讯不畅，自然环
境复杂，再加上哥哥牺牲多年，部队人事变动
大，寻找很困难，一直没找到确切的位置。

2014年王淑辉病重，临终前嘱咐肖云
进，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墓地，一定要和家人去
看望他。

“终于找到了！”

2020年3月，来自铜梁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的一通电话重新点燃了肖云进寻亲的希
望。“他们问我，你是不是有一个哥哥叫苟长
海，你赶快把他的资料寄过来。”肖云进赶紧
把苟长海的各种证书、遗物一并寄了过去。

几天后，铜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程
绪友来到肖云进家中，进一步了解苟长海的

相关情况。
“说来也是幸运，我们铜梁区的一位区领

导曾经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工作过，兼任
南木林县委书记。”程绪友介绍，当时，这位区
领导曾在南木林县志上发现有位叫苟长海的
铜梁籍烈士。他于是安排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核实苟长海烈士的情况。在肖云进寄去的资
料中，程绪友发现了一封值得注意的信件。
1966年4月15日西藏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曾
给肖云进家来信，内容提到西藏山南地区修
建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馆时曾征集过苟长海
烈士的遗物。

“我们初步判断，要么烈士葬在山南地区
烈士陵园，要么在日喀则市南木林县。”铜梁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先后向日喀则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与山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致信，请求
协助查找苟长海烈士墓地。

“大概也是前年清明节时候，山南烈士陵
园管理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苟长海烈士的
墓地找到了。”程绪友立即把消息告诉了肖云
进，“人家说有你哥哥的名字！就在他们的烈
士陵园里面！”

“当时我们全家特别高兴，60年了，终于
找到了！现在都有点不敢相信。”肖云进激动
得难以言表，终于可以告慰哥哥和母亲的在
天之灵。

隔空祭拜忠魂

找到哥哥的墓地后找到哥哥的墓地后，，肖云进的思念更加肖云进的思念更加
强烈了强烈了。。但因为疫情但因为疫情，，肖云进去不了山南烈肖云进去不了山南烈
士陵园士陵园，，只能委托陵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代为只能委托陵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代为
祭扫祭扫。。

““每一位牺牲的先烈都应该得到祭奠每一位牺牲的先烈都应该得到祭奠，，无论无论
他们葬在何处他们葬在何处。”。”程绪友说程绪友说，，为了更好地缅怀先为了更好地缅怀先
烈烈，，铜梁区决定在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纪念碑铜梁区决定在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纪念碑
旁旁，，建一面铜梁区烈士英名墙建一面铜梁区烈士英名墙。。

2021年10月，铜梁区烈士英名墙破土动
工，2022年1月19日竣工。跨越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征粮剿匪、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
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多个时期，1078
位铜梁籍烈士的名字及简要战斗事迹整齐有
序地镌刻在英名墙上。

今年清明，肖云进终于能为哥哥苟长海扫
墓了。铜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门派车把家
住南岸区的肖云进接到邱少云烈士纪念馆。

“烈士英名墙，是我们全家寄托对哥哥思
念的地方。”肖云进祭扫时数度落泪感怀，“哥
哥你放心，等疫情过后，我要带着老伴、儿子
儿媳还有孙子来西藏看你。”肖云进和老伴向
苟长海烈士、向英名墙上的1078位烈士深深
地鞠躬，隔空祭拜忠魂。

一次等待了
62年的祭扫

七旬老人在烈士英名墙前完成祭拜哥哥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