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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方式：用微信
扫描二维码添加小编为
好友即可。

期待更多善待游客之举

@新华社：接收学校通
知、完成作业、在线学习、按
时打卡……如今，不少家长和
学生的手机里，装着若干教育
APP。然而，随着这类应用软
件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过多
过滥、平台垄断、有害信息传
播等问题。

点评：移动互联时代，教
育 APP 是“互联网+教育”的
重要载体，是学校教学、学生
学习的有益帮手。但是，“强
制的不商业，商业的不强制”
应成为一条硬杠杠：作为教
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
教育 APP，不得向学生及家长
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植入商业
广告和游戏，而推荐使用的教
育APP应当遵循自愿原则，不
得与教学管理行为绑定，不得
与学分、成绩和评优挂钩。

@ 工 人 日 报 ：“nss、
xswl、 pyq、 cx、 zqsg、 糊 了 、
基操勿6、扩列、nbcs……”这
些让大多数人摸不着头脑的

“摩斯密码”，实则是“00后”
自成一派的语言体系，并被戏
称为“00 后”“黑话”——目
的很简单，阻止他人破译，特
别是他们的父辈，从而进行

“精准社交”。
点评：把“妹妹”称“美

眉”“MM”，把“谢谢”说成
“3Q” …… 网 络 媒 体 兴 起 之
后，“不明觉厉”“喜大普奔”

“ 蓝 瘦 香 姑 ” 等 更 是 风 靡 一
时。“00后”的“黑话”，不过
是不按常规语言套路出牌的升
级版而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语言。不过，如果过度地把汉
语文字简化、借代、英化，不
仅扭曲语言修辞的艺术美，而
且会淡化、稀释汉语言文化积
淀的情感基础。同时，让语言
文字沦为数字符号、英文字母
以及图像的工具，必须及时纠
偏、予以制止。

□□孙建磊孙建磊

68岁的刘爱玲爱打扮、
爱旅游，退休后把省内景点
游览了一遍，还去过西藏、
昆明、杭州等地方，在大半
个中国留下了足迹。65岁的
陈玉奇参加了老年模特队，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活
出优雅。80岁的郭全英，清
晨、傍晚在小区吹葫芦丝，
吹出了健康，吹出了心情舒
畅。（详见本报10月9日04
版）

打扮得漂漂亮亮、会一
门乐器、游览大好河山……
乍听起来，这是年轻人的七

彩生活，实际上是退休老太
们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怎么会这样？转念一
想，这也在情理之中。尽管
力量、速度、好奇心等方面
不如年轻人，但年过60岁的
老年人，有时间、有阅历，
看得开、看得透，敞开心
扉、放开脚步，依然能活得
漂亮、活得优雅，活得让人

“羡慕嫉妒恨”。恰如68岁的
刘 爱 玲 所 说 ， 退 休 名 为

“退”，实则也是“进”，是
一种新生活的开始。不要为
逝去的青春懊悔，要抓住现
在，愉悦自己，快乐生活，
让幸福来敲门。

如果你连想都不敢想，
错误地认为退休就是回家休
息，生活怎会精彩？

除了敢想，更要敢于行
动。要想活得精彩，还要有
克服困难的方法，有恒心、
毅力，还要放下思想包袱，
敢于突破自我。

年近八十之时，郭全英
依然决定学葫芦丝，一边散
步一边背乐谱、哼曲调。一
年后，《军港之夜》《映山
红》等曲目她信手拈来。于
是，她能在闲暇之时吹上几
曲，愉悦身心。初学走秀，
陈玉奇觉得年龄大了、放不
开。后来放开了，她和着优
美旋律，走出优雅步伐，神
采飞扬。于是，她活得漂
亮、活出优雅。她俩都已经
用行动告诉我们，生活是否
精彩，全在于你自己。在于
你的努力，在于你的信心，
在于你的行动。

事因难能，所以可贵。
生活，起初就是一张白纸，
它的色彩由你添加，它的图
案由你描绘。生活是五彩斑
斓，还是苍白空洞，由你自
己来决定。不要怨天尤人，
不要自怨自艾，拿出决心、
拿出行动，给自己的生活加
点料、添点彩。

生活色彩 自己添加

□□吴吴 旭旭

到日本借鉴家庭农场发
展经验、赴法国了解生态循
环农业、去荷兰学习高效精
准农业……吉林省近三年公
派 400 多位农民“留洋”，
学习世界各地先进农业技术
和管理经验，为发展现代农
业蓄积后劲。（新华网）

一提到公派出国考察、
学习，首先想到的是大专院
校的专家学者或企事业单位
的高层高管，与“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农民扯不上关
系 。 吉 林 公 派 农 民 “ 留

洋”，学习先进农业技术和
管理经验，让人眼前一亮。

时下，在不少地区从事
“三农”工作的人才严重不
足。无论是产业扶贫、脱贫
致富，还是乡村振兴，都需
要培养一大批爱农业、懂技
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
民。然而，对许多农民而
言，传统的务农方式依然没
有改变。有些农民特别是乡
村里有闯劲、有干劲的年轻
人想从事特色化、规模化的
农业生产，想兴办农业企
业，但由于缺乏技术、缺少
经验而难以驾驭，制约了他
们创新创业的步伐。

发达国家在发展现代农
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
验，也拥有一系列先进技术
和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这些
经验、技术和模式对投身现
代农业的新型农民帮助非常
大。有条件的地区不妨借鉴
吉林的做法，把农民尤其是
农村中有文化、创业愿望强
烈的年轻人列入公派考察、
公派学习的名单之内，有针
对性地让他们学习世界各地
先进的生产技术、销售理念
及管理经验，培养更多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
农民，为发展现代农业、加
快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范子军范子军

““国庆假日期间国庆假日期间，，渝中解渝中解
放碑放碑、、洪崖洞洪崖洞、、朝天门朝天门、、大剧大剧
院院、、长嘉汇等旅游景点长嘉汇等旅游景点，，人员人员
密集密集，，请本市市民错峰出行请本市市民错峰出行，，
为市外游客提供游览方便为市外游客提供游览方便，，展展
示重庆市民良好形象示重庆市民良好形象！”！”1010月月22
日日，，重庆市公安局发布了一条重庆市公安局发布了一条
短信短信。。这则这则““温馨提示温馨提示”，”，立立
即在网友中引发热议即在网友中引发热议，，成为成为
““现象级现象级””话题话题。（。（1010 月月 88 日日
《《重庆晨报重庆晨报》）》）

要看洪崖洞，给你封一座
桥；要看轻轨穿楼，给你修观
景台；怕火锅辣，给你清汤、
微辣和鸳鸯锅……重庆“宠游
客”短信不仅得到市民热烈响
应，而且在网上激起巨大的舆
情反响，不少网友被“暖到
哭”的同时，纷纷点赞“重庆

是 我 见 过 最 欢 迎 游 客 的 城
市”，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去走
一走、看一看、做一次实地体
验。

江苏扬州开放机关食堂给
游客提供就餐方便、浙江衢州
开放市委大院供游客免费停
车，同样引来网友们好评如
潮。

重 庆 等 地 实 力 “ 宠 游
客”，所表现出的热情好客、
开放包容，确实值得给一个大
大的“赞”！还有网友表示，

“宠游客”实际上就是“宠自
己”，发展旅游经济就要有这
样的智慧和作为，努力为游客
方便出行、舒适出行、满意出
行创造条件。

提醒市民错峰出行“让景
于客”，开放公共场所方便游
客，原本是人性化关怀的应有
作为，何以令大家感到“受宠

若惊”？究其原因，不少网友
觉 得 那 是 “ 别 人 家 的 城 市 ”

“别人家的机关”“别人家的景

区”。换言之，无异于呼吁更
多城市、更多部门、更多景点
效仿而行，把服务做得更周
到、更细致、更贴心。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
有所盼，我有所为。人从众、
停车难、就餐难等是假日旅游
常见的景观，尽管目前或许不
可能完全破解这些难题，但如
何力所能及地加以缓和、纾
解，显然考验着有关各方的应
对智慧和能力。

短信提示本地市民错峰出
行也好，开放机关食堂、政府
大院也罢，或只是应对预案之
一，却告诉我们办法总比困难
多，只要心中装着群众利益，
正视群众的现实诉求，服务升
级依旧可以大有可为、有更多
作为。同时，这样不仅游客受
益，当地群众也因旅游经济而
受益。

给公派农民“留洋”点赞

□王学明

前段时间，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在市区 11 个农贸市
场、34 家大型超市摆放了
120套公平秤。去市场或者超
市买东西时，你见过这些公
平秤吗？使用过它们吗？10
月9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一
番调查。其中，沟张农贸市
场的市场监督管理员告诉记
者，每天只有两三个人使用
公平秤。（详见本报昨日 01
版 《公平秤，你用了吗？》）

居家过日子，讲究精打
细算。购物买东西，就怕缺
斤少两。不法商贩在秤上做
手脚，不少消费者吃了亏。

我市有关部门在市区农
贸市场、大型超市设置公平
秤，让市民可以在购买商品
后称一称重量，遏制缺斤少
两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
此举值得点个大大的赞。

有了公平秤，下一步就
是 让 公 平 秤 动 起 来 、 用 起
来，切实发挥作用。

遗憾的是，记者调查发
现，虽然有关部门在公平秤
的日常管理维护上下了不少
功夫，但公平秤使用率并不
高。不少消费者怕麻烦、不
在乎，商家售卖的商品少个
一两二两、少个一块两块，
觉得不值得去较真。消费者
不与商家“较真”的态度，
间接助长了不良商家的侥幸
心理。

怎么办？有关部门要加
强 宣 传 引 导 ， 用 真 实 的 事
例、有说服力的数字，打动
消 费 者 的 心 ， 尤 其 是 年 轻
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
动性，鼓励、支持消费者使
用公平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这不仅对现在的消费者
有益，还能让更多未来的、
潜在的消费者获益。更为关
键的是，这还有助于良好市
场秩序的构建。

杜绝商家缺斤少两，设
置公平秤是一个有效方法。
期待公平秤切实发挥作用，
维护消费者权益。

有了公平秤
就要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