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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大家的事”需要大家办
11月03日 《人民日报》 田豆豆

背景：尹维新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一名退休教师、画家，居
住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南波湾小区。6年来，他陆续
拿出80万元的个人积蓄用于小区改造工程。当选小区业委
会主任后，他敢于担当，协调各方齐心协力推动小区完成了
水改、消防和海绵工程建设等，让小区旧貌换新颜。

观点摘要：“大家的事”需要大家办。当前，各地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通常以政府投入为主。尹维新的故事告诉人们，
发挥主人翁精神，就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只要
大家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奉献一点光和热，比如在小区改
造中多些公心、少算私利，就能让“大家的事”推进得更加顺
畅、高效，邻里关系也更加和谐。这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也
是一个启示：在改造过程中，应进一步调动居民的主动性，让
有时间、有意愿参与小区改造的居民更积极地出力献策，形
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良好局面。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不仅是老旧小区改造，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事业，都需要
充分激发人民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
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
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
11月06日 《人民日报》 吴丹

背景：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开启报名，12门课程1分
钟内被抢光；山东探索建立农民学分银行，在10个县开展农
民学历教育创新试点；我国慕课数量与学习规模位居世界第
一，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网络为更多人推开学习之门……如
今，越来越多人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学习，拓展个人知识边界。

观点摘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是建设教育强
国的重要方面。教育部印发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
明确提出，调动社会上一切可利用的学习资源，打通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各环节，完善政府统筹、教育牵头、部
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网络化、数
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一系列举措和部署，对提
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
素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当前，全球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新技
术、新概念、新产品层出不穷，新产业、新业态、新职业不断涌
现。学历教育能为个人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但很难满足个人
一生所需的全部知识和技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研究
表明，上世纪80—90年代，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为5
年；进入21世纪，这个数字已经继续缩短为2到3年。知识迭
代更新的周期在不断缩短。无论是应对“知识爆炸”还是对抗

“知识老化”，唯有与时俱进地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
宽眼界视野，才能获得与时代同行共进的过硬本领。当前，我
国学习型社会的“四梁八柱”逐步完善，课程互认、学分银行等
举措更好满足了学习者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和发展目标。学
习是人生成长之梯，是文明传承之途，是国家兴盛之要。从学
历继续教育到非学历教育，从县域社区学习中心建设到学习
型城市建设，从青少年读书活动到社区老年大学，不断完善的
面向14亿多人口的终身学习体系将惠及更多人。

大山里的小学女足夺冠：用体育打开另一扇窗户
11月06日 《北京青年报》 杨朝清

背景：日前，第二届追风联赛全国总决赛在厦门举行，重
庆市石柱县三河镇小学的女足姑娘们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
了此次总决赛冠军。作为首个全国性乡村校园女足联赛，追
风联赛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23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60
支乡村校园女子足球队参加。重庆石柱县三河镇小学女足
队首次参加全国大赛就夺冠，表面看是运气因素，实际上却
是依靠实力笑到了最后。

观点摘要：近年来，校园足球日益受到重视，“弱鸟先飞”
的大山里的小学女足队员成为重庆很多优质中学的“香饽
饽”。体教融合的发展，让这所大山里的小学足球氛围越来
越浓厚。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父母走出大山进城
打工，“辍学—打工—结婚生育—打工”是不少留守女孩的命
运。通过体育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让这
些留守女孩多了一些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足球给这些大山
女孩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起到了筑梦追梦乃至圆梦的作
用。尽管能够成为职业运动员的留守女孩只是少数，足球却
能够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改变。通过体育特长进入优质中学
也好，将运动当成一种终生的兴趣爱好也罢，体育不仅能够
强身健体，还能够促进精神成长。通过体教融合，这些留守
女孩的人生又多了一条路径可以选择。

比赛夺冠固然可喜，点燃孩子们的希望之灯、让留守儿
童有更多出路才是根本。只有畅通体育成才的道路，激活农
家子弟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才能让更多大山留守女孩心中
有梦、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当农家子弟有更多改变命运的
渠道，社会流动的活力就会被进一步激发。

集章，让城市有了全新打开方式
11月03日 《光明日报》 宋雪玲

背景：眼下，年轻人越来越热衷于集章。数据显示，在社交
媒体上，“杭州盖章”话题播放量达到20万余次；在网上搜索“旅
游集章册”，多家店铺集章册销量过万；在短视频平台，热门旅游
景点和城市有无数条集章攻略，“故宫博物院盖章”的短视频播
放量高达488万余次，弹幕多达5000余条。作为一种最有现场
感的纪念方式，盖章正成为年轻人旅游中极具仪式感的内容。

观点摘要：集章，让古老的城市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设计
精美、色彩鲜艳的印章，让古建筑、古文物有了新的生命，也让一
度沉寂的博物馆、非遗馆、古建筑IP再度火热起来。 一枚枚印
章，对应着一件件古老的文物和一段段悠久的历史，让传统文化
以一种古老而又新奇的方式走进人们心中。各类旅游印章以城
市符号为依托，将文化创意融入文旅消费当中，以印章串联城市
各个景点，彰显城市创新活力，自然深受年轻人欢迎。

印章还提炼了最具时代特色的文化印记，成为助力文旅
消费的新形式。比如，杭州第19届亚运会和第4届亚残运会
让杭州这座城市举世瞩目。集章达人纷纷打卡亚组委、杭州
亚运会特许零售点等，收集不同类别的亚运纪念章，用这种
特别的方式感受时代脉搏、留存盛会记忆。 （华峰 辑录）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频
发，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幸福生活，平
安有我。我市深化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全民攻坚行动”，预警劝阻潜在受
骗群众 203.2 万人次、直接避免损失
4961.5万余元，止付冻结涉案银行账户
4.7万余个、资金27.1亿余元，为广大人
民群众守牢自己的“钱袋子”，不断筑牢
防范诈骗的坚固“防火墙”，让守法者畅
行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

随着信息社会快速发展，传统犯罪
持续下降，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
型网络犯罪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犯罪形
态。不法分子或打着“兼职刷单”的幌
子，或以“提供网贷”为诱饵，甚至冒充
公检法工作人员，挖空心思诈骗钱财。
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落入陷阱，不少人
深受其害。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不
仅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建
设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
会治理问题，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
们要紧紧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抓细抓
实打防管控各项举措，助力构建“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部门主责、行业监管、
有关方面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的工作格局。

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预防为
先。面对电信网络诈骗，事后打击不
如事先防范，快破案不如不发案，多追
赃不如不受骗。因而，积极宣传、广泛
动员，有针对性地开展反诈知识宣传
至关重要。只有通过不断的教育与宣
传改变大众观念，让具有高度欺骗性
的谎话变成一眼就可戳穿的笑话，大
众才能提升对网络信息、电信信息的
识别能力，这是“全民反诈在行动”的
最终目的。精准宣防，要用好识诈防
诈“照妖镜”。诈骗分子通常针对不同
人群采取不同“话术”谋取受害人信
任，隐蔽性强、欺骗性高，使受害者跌
入不法分子设置的“陷阱”，钱财受
损。面对不法分子“迭代升级”的花样
骗术，广大群众需仔细甄别、注重学
习，增强防范意识。“全民皆兵”机制格
局的建立势在必行，上下联动、多管齐
下，群防群治、形成合力，在全社会形
成“不敢骗、不能骗、骗不了”的良好态
势，让电信网络诈骗无处遁形、无计可
施。

从近年来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违法犯罪的情况看，必须把依法从严惩
处、全链条纵深打击作为首要任务，我
们要重拳出击，争当电信反诈“主攻
手”。持续组织开展“断卡”“断流”“断
源”“断号”“断包”等行动，全力斩断电
信诈骗犯罪的技术支撑、通信通联、洗
钱等各个犯罪链条，对电信网络诈骗违
法犯罪持续重拳出击，形成强力震慑。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
去。天下无诈，是人民群众心之向往，
相关行业领域要主动谋划积极作为，面
对层出不穷的犯罪手法，结合自身行业
领域特点，不断创新应对思路和方法，
才能切实增强打击工作质效，确保战果
最大化。

全民反诈，不仅需要打击到位，而
且需要治理靠前，构建起全民反诈的坚
固防线。我们要主动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理念，锚定“创人民满意”根本
目标，攻坚亮剑、精准发力，形成全民反
诈、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从源头铲
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

严厉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

华峰

随着网络购物、线上下单成为大众消费习惯，消费者越来越把商品或服务的口碑评价作
为“货比三家”的重要参考。一些商家抓住这种心理，通过各类“刷单炒信”方式刷好评、“攒”
人气，口碑评价真假难辨，“货比三家”成为刷单常用伎俩，寻找好商品的门槛越来越难，导致
许多消费者“入坑”。近年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专项行动严打“刷单炒信”黑灰产业链，
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涉事企业和个人予以处罚。有关专家建议，要形成多方合力，全链条
持续整治，不断优化消费环境。 （华峰 漫画/文）

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
引擎。日前召开的全市重大项目谋划
储备及建设推进情况专题会议，贯彻落
实全省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及建设推进
情况工作会议精神，通报有关情况，安
排部署下步工作，强调要精准谋项目抓
项目，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1月1日召开的全省重大项目谋
划储备及建设推进情况工作会议，要求
全省上下要聚焦中心工作，科学精准谋
项目、抓项目，在前期对传统产业升级、
新兴产业培育、能源转型、数字经济发
展等领域的一系列部署和实施的基础
上，深入论证、优中选优，形成2024年
省级重点项目。同时，要坚持项目储备
工作长期抓、持续抓、动态抓，谋划一
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持续推动项目
储备建设工作，为加快推进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项目支
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对标先进、对标一流，按照

“谋划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要
求，强力推动项目储备建设工作，为高
质量发展积蓄和提供不竭动力。

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硬支撑。全
省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及建设推进情况
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落实国家战略、
防灾减灾、产业优化升级、强化基础设
施支撑、持续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科
学精准谋项目抓项目，为高质量发展积
蓄和提供不竭动力。对济宁而言，要抓
好项目谋划储备的优化提升，围绕制造
强市建设、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
育、能源转型、数字经济发展等重点领
域，谋划形成重大项目储备库，把延链
补链强链的重点项目纳入明年盘子，将
重点项目谋划储备与指挥部工作结合
起来研究，加速形成工业经济新的增长
点。要抓好工业技改项目储备建设，实
施新一轮高水平技改行动，实现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技改全覆盖。要抓好基础
设施支撑项目谋划储备，突出抓好交
通、水务、新基建三大重点领域，推动都
市区交通一体化、现代港航物流发展、
立体交通网建设，突出抓好新增国债对
上争取和现代水网重点工程谋划建设，
把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政府建设作为
一项重点，强化数字赋能。要抓好专项
债券和中长期贷款储备，持续谋划一批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民生项目，为
全市工业发展打基础、蓄后劲。要抓好
资金、土地等项目要素保障，做好各项
前期工作，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
要抓好在建项目快速推进，抢抓当前施
工黄金季节，上足人员设备，在保证质
量、安全前提下加快建设，实现满负荷
施工，加速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

重点项目谋划推进是一项系统工
程，各级各部门要密切配合、上下联动、
形成合力。项目谋划要再深入，聚焦重
点领域，全力以赴做好对上争取，深入
梳理论证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在建项
目要再提速，深入分析制约问题，人力、
机械设备应上尽上，确保省市重点项目
按时间节点完成。要素保障要再强化，
对谋划确定的项目提前介入研究，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确保项目按期动工，早
投产、早达效。以更强烈的发展意识、
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有力的工作举
措，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量质齐升，
我们就一定能够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和
提供不竭动力，书写好新起点上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济宁实践”新篇章。

精准谋项目
抓项目

闻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0.5%，居全省第 8 位，高于全省 3.4 个
百分点。制造业实现税收 55.3 亿元、增长
35.5%；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767.6 亿元，同比
增长44%，进出口总值居全省第11位，增速居
全省第1位……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态势
持续向好，制造强市建设加快突破，技改攀登
成效突出，招大引强取得丰硕成果，各项工作
呈现向上向好强劲态势。良好态势既展示了
全市上下凝心聚力拼经济、抓发展，旗帜鲜明
重实干、强落实的精神和作风，也为全市上下
再接再厉，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
冲刺第四季度，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树立了信心、奠定了基础。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四季度是定全
年、保全局的决胜阶段，也是推动明年工作开
好局、起好步的重要节点。距离年底收官交账
时间“余额”不多，能否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关
键看接下来的时间能否盯紧全年目标抓落实，
盯紧重点任务抓落实，盯紧“一排底线”抓落
实，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全力冲刺。全市上下
一定要按照近日召开的全市冲刺四季度动员
大会的部署和要求，锚定“保五争三奔第一”目
标不动摇，加压奋进，狠抓落实，确保各项主要
经济指标高于全省平均、高于对标地市，确保
不折不扣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要始终保持奋力冲刺的精神状态。向上
向好强劲态势是“拼”出来的，决胜全年，唯有
奋力冲刺。一篙松劲退千寻。在四季度这个
正吃劲的关键时刻，全市上下要聚焦重点指
标、重大项目、重要任务，把主题教育焕发出的
热情转化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强化“拼”的

劲头、发起“争”的攻势，“变不可能为可能”，全
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要鼓足一往无前的精
气神，强化“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
晚”的效率意识，持续“绷紧弦”“蓄满电”“攒足
劲”，列出时间表、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干出高效率，争分夺秒抢进度，铆足干劲勇担
当，把现在的好风气保持下去、好势头发展下
去，坚定不移完成全年任务。

要始终保持狠抓落实的劲头。落实是一
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进度，抢抓施工黄金季节，在保证质量、安全的
前提下加快建设。要全力加快招商项目落地
建设，强化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要全
力抓好新增国债和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谋划储
备，力争更多项目纳入国家和省里大盘子。要
全力抓好房地产、汽车和家电等重点领域扩消
费，促进消费潜力持续释放。要全力抓好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数字旅游，谋划推
进景区建设提升，持续做好文旅宣传。要全力
抓好乡村振兴，认真研究谋划明年“三农”工作
的突破重点，全力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
走在前作示范。要全力抓好群众温暖过冬，保
障好供热质量、用气需求。要全力守牢安全生
产、生态环保、信访稳定、农民工工资保障等

“一排底线”，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认真
研判国家和省政策走向、产业发展趋势，提前
谋划好明年工作。

勇攀高峰，最吃劲的是下半段的登顶时
刻；接力奔跑，最关键的是最后的冲刺阶段。
让我们拿出决胜的姿态、冲刺的速度，锚定“走
在前、开新局”，咬定目标、苦干实干、攻坚克
难、全力冲刺，坚定不移完成全年任务，不断开
创济宁争先进位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再接再厉决胜全年度
本报评论员 刘太福

■赵波

2023年11月8日，是第24个中国记者节。
这一天，他们与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是行色匆匆于采访途中，就是奋笔疾书于
办公桌前。这是一年中平常的一天，也是极
不平凡的一天。就像一个闪耀的文化符号，
标记着一个职业群体的初心、道路与脚步。

唯有不忘初心，才能更好前行。或许，
对记者节最好的庆祝，就是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在坚守中做好每一次采访，于创新中
写好每一篇稿件，把作品写在孔孟之乡的青
山绿水间，面对新的任务，义无反顾地翻山
越岭，再一次勇敢出发。

得山水之灵气，仰圣哲之光辉。我们生
活在一个美丽的城市里，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在一次次采访和一篇篇报
道中，记者见证了这个城市天更蓝、水更清、
城更美的蝶变，也使这个城市变得更美！一
支笔，就是时代的注脚，一个镜头，就是历史
的追光，一台摄像机，就是前行的基石。他
们用笔、用镜头、用声音触摸城市律动，捕捉
城市光影，脚下有泥，心中有光，他们是这个
城市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从智能机器人的行云流水，到沃野平畴
的风吹麦浪；从高楼大厦不断长高的鳞次栉
比，到乡镇古村群山怀抱的小桥流水；从长
三角珠三角的招商引资，到儒家优秀传统文
化的走出去推荐……他们在重大项目初建
时筚路蓝缕的现场，他们在135摄氏度沥青
紧锣密鼓铺设的道路，他们品尝过荣信第一
批焦炭生产出焦时工人师傅兴奋的惊喜，他
们感同身受泪眼蒙眬于白衣执甲告别家人
的逆行出征，他们吹过凌晨四点环卫工人吹
过的夜风，他们淋过汛期通行管制时交警淋
过的冷雨……栉风沐雨，挡不住他们坚实的
脚步，璀璨华章，饱含着他们的脉脉深情。
无论酷暑还是严冬，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
出发的他们，铁肩担道义，妙笔谱华章，他们
用脚步丈量新闻的宽度和厚度，用诚心呈现
被采访者的温度和心情。身负荣光，也许有
人觉得他们工作光鲜，但少有人见他们的疲
惫不堪。心怀柔情，大多数人只觉得他们勇
敢，其实他们也有着普通儿女的酸甜苦辣诸
多为难。日月光华，大道如砥。他们和千千
万万个工人农民一样年复一年辛勤劳作着，
弘扬主旋律，讴歌真善美，他们是这个城市
发展的推动者和守望者。

时光如水，生生不息。置身于伟大时代，
投身于火热的生活，记者的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铅与火”“光与电”“数与网”，媒体迭代创
新深度融合的浪潮浩浩汤汤，新闻的生产方式
在变，新闻的呈现方式在变，新闻的阅读方式
在变，记者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自觉不变，记者
推动社会进步的勇气不变，记者守望公平正义
的行动不变。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
真情。在路上，心中才有时代；在基层，心中才
有群众；在现场，心中才有感动。作为记者，只
有在作风上接地气，做到俯下身、沉下心，察实
情、说实话、动真情，才能在文风上接地气，采
写出贴近基层、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沾泥土”

“带露珠”“冒热气”的作品。
庆祝是为了传承，铭记是为了追寻。知

所从来，方明所去。范敬宜说：“新闻要有文
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千古儒风浩
荡，沐浴先哲光辉，厚植家国情怀，传承浩然
之气，记者用汗水追逐梦想，用品质追求卓
越，用行动践行初心，一次次交出有温度、有
筋骨、有华彩的答卷。记者节之际，祝我们
的记者“做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听党
话，跟党走，牢记初心使命，见证时代风云，
倾听人民声音，拜群众为师，做百姓亲人，把

职业当成事业去做。不忘初心、练就匠心、
持有恒心、胸怀爱心，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增
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始终奋进在时
代前列，将脚下的泥土变成笔尖的芬芳，把
心中的感动化成鼓舞人心的力量。

“风很忙，忙着在十一月的玉米地里奏
乐。玉米茎哼唱着，松散的玉米棒半开玩笑
地弯曲盘旋着向天空轻轻挥动，风则忙碌着
继续前行。”寒来暑往在路上的采访，能帮助
记者坚定信仰。采访，就是记者在这片土地
上的扎根方式和工作方式。为什么我的眼
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这座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品质之城里，
愿我们的记者永怀蓬勃的青春梦想，革故鼎
新，薪火相传，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
思考的能力，练就一身本领，在专业、职业、
敬业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风清气正，斯文在兹。记者节是一年中
的逗点，有不曾忘却走过的路，有付出也有
收获，有欢笑也不缺泪水，更有可以眺望的
前路，还有任重道远的弘毅。祝愿他们天天
向上，在希望的田野努力耕耘，讲好发展故
事，书写属于记者的热爱和时代的荣光。

记者节快乐！

书写热爱
——致敬第24个中国记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