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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抒 己 见

他 山 之 石

常言道：“七分考，三分
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与
学校，与高考成绩一样影响
着人生路途。高考帷幕落
下之后，如何填报志愿成了
公众关注的话题。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
首次推出的“阳光志愿”
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正式上

线，迅速引发舆论热议。
据悉，该平台集成海量数
据，详尽的专业库、院校
库、就业前景等，免费向
千万考生开放使用。同时
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职
业心理测评，帮助考生更
好了解自己的专业和职业
倾向。

“阳光志愿”服务上线
王铎文/图

从前，有户人家，不管
婆婆有错没错，老婆婆每天
清晨和晚上都要把她叫到跟
前凶骂一通。婆婆挨骂回来
以后，就给媳妇诉苦：“唉，这
个该死的老奶奶，天天无事
生非折磨人，这罪啥时能受
到头呀……”媳妇瞧着婆婆
伤心悲哀的样子，每一次都
要陪着掉一阵子眼泪。

后来，老婆婆死了，婆
婆主家。婆婆主家以后也
效法死去的老婆婆，也是每
天两次平白无故地把媳妇
叫到跟前训骂一通。媳妇
不甘忍受，质问婆婆：“过去
你反对老太太折磨你，现在
你怎么又折磨起我来了？”

婆婆内心愧疚，但面色
却异常肃穆，说：“我如果不
这样做，别人就会嘲笑我，
说我不会做婆婆。”

媳妇一边俯首听训，一
边暗自思忖：“婆婆死后，我
也会这样吗……”

一天上午，婆婆突然去
走亲戚了。中午丈夫从田
里干活回家，等候妻子把饭

菜端上来，而妻子却站在一
旁发愣。

丈夫有点不耐烦，指着
妻子问道：“怎么还不把饭
菜端上来？”

“没，没，我没做……”
妻子支吾道。

“为什么？”丈夫大吼道。
“平日里，都是先请示

婆婆以后才做饭，婆婆叫烧
汤就烧汤，叫煮稀饭就煮稀
饭，叫擀面条就擀面条，叫
蒸馒头就蒸馒头……今天
婆婆不在家，没有人支派
我，我不知道怎么做是好
……”妻子委屈得流泪。

“唉，你真是个没有出
息的蠢婆娘。”丈夫虽然窝
火，但又觉得妻子蠢得可
爱，用手指安慰地点着妻子
的脑袋，“你就不会自己做
主吗？”

“贤惠的媳妇哪有自作
主张的道理！”妻子念念不
忘祖训，硬硬邦邦地回了丈
夫一句。

“唉——”丈夫甜丝丝
又苦涩涩地笑笑。

婆与媳

黄猫和狸猫结伴旅行，
长途跋涉，疲惫不堪，所带
的食物两天前就吃光了。
他俩忍饥挨饿，好不容易来
到一条小河边，黄猫饿得不
行，昏倒在地，失去了知
觉。一位渔夫经过这里。
狸猫向渔夫叙述了遭遇，央
求恩赐一条小鱼救命。渔
夫给了他三条鱼，两条大
的、一条小的。

渔夫走后，狸猫赶紧把
两条大一点的鱼吞下肚，剩
下一条小鱼实在吃不下了，
这才想起昏迷的黄猫。狸
猫摇醒了黄猫，亲昵爱怜地
说：“黄兄，醒醒，有东西吃
了。我好不容易从河里捞
到一条鱼，你快点吃吧。”

黄猫非常感动，一边道
谢，一边诚恳地说：“我不能
独享，你也两天没吃东西
了，我们俩分着吃吧。”

“我的体质比你好，能
坚持，顶得住，甭客气，你全
吃了吧。”

黄猫过意不去，还是把
鱼掰成了两半，自己留一

半，另一半送给了狸猫。
狸猫等到黄猫把半条

鱼吃完后，把另外半条又推
给了他，说：“你身子虚弱，
多吃点才能坚持住。”

黄猫感动得流下了眼
泪，拍着狸猫的臂膀，感慨
地说：“你真好，这份情谊，
我会终生铭记的。”

后来，黄猫写了一篇赞
扬狸猫的文章，媒体刊发
后，狸猫很快盛誉遐迩。兽
王得知后，亦大加赞赏，授
予狸猫“好榜样”的荣誉称
号。没过多久，狸猫被提拔
为猫族次长。

那位渔夫得知了狸猫
荣耀和升迁的过程后，不禁
喟然，“假仁假意的东西”，
于是写文章揭露自己给狸
猫三条鱼的真相。文章发
到网络上，仅存活半个时辰
就被屏蔽了。

渔夫的文章没有了，却
惹来了大麻烦。有关部门训
诫他，说他制造谣言，诋毁先
进，散播负能量，对他予以拘
留15日的处罚。 （石飞）

狸猫舍己

□王丽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文
章中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
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
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必须继续做好创
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年轻干部作为新时代党的事业的中坚力量，
要做“引擎”式干部，用创新的思维、蓬勃的
朝气、饱满的干劲推动事业发展。

做“引擎”式干部，用敢于创新、善于创
新的无畏精神推动事业发展。年轻干部学
历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在工作中应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遇到困难敢于“另辟蹊径”，
不拘泥于固有答案和以往经验，在创新过程
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一些年轻
干部有“躺平”心态，在“体制内”贪图稳定，
遇到问题懒于动脑，疲于突破，乐于生搬硬
套过去的经验和方法，忙于应付交差，不在
乎实际工作成效，长此以往，学习思考能力
大大下降，“学历”的价值仅体现在简历上，
工作古板求稳不见起色，更不必提发挥自身
知识和技能为民办实事、谋实利了。年轻干
部在岗位上应敢于做创新的领头人、带动
者，在工作中充分展现年轻人的蓬勃朝气，
以创新的胆气、无畏的勇气投入到党和人民
的事业中去。

做“引擎”式干部，要从细微处着眼，推
动微创新。年轻干部富有活力、思想超前，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工作中难免会被经验
束缚，老方法难解新困境，从而导致工作难
干、问题难解。因此，遇到难题不妨试试“解
剖式”突破，从细微处着眼，层层推进，要坚
信微小的力量，每一小步改善都是一次创
新、一次迭代、一次积累，用微小的改变助力
整体问题的突破，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处理难题要以“快”求进，面对问题，闭
门造车、止步不前往往会陷入思维桎梏，滋
生拖延心理，不仅影响工作进度，还拖慢了
整体工作节奏。只有着手去干，紧密推进，
通过一次次地打碎重组、不断实践，才能快

速“迭代”，多次验证，从而尽快找到正确答
案，升级认知，推动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做“引擎”式干部，要敢于以小步试错助力
大步跨越。回顾党史，党的伟大事业也是在不
断试错、改革的过程中实现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曾说，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
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不
失时机、蹄疾步稳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年轻干部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精
神，在正确方法论的指引下，敢于试错，善于
摸索，勇于推进改革，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通过小步的积累，推动工作实
现质的跨越。

做“引擎”式干部

□杨玉龙

近年来，随着老年群体保健意识增强，
老年人保健品市场迎来发展机遇。但调查
发现，一些不法分子以推销所谓的保健品为
幌子，把“黑手”伸向了老年人。在骗子精心
设计的消费陷阱中，许多老年人无法辨别真
假，成为保健品骗局中的受害者。

保健品市场中存在乱象，受伤害的终究
是老年人。据报道，一些无良商家，无意于
真正研究产品，而是一门心思通过非法营销
甚至传销等套路精准“忽悠”老年人，以虚高
的价格向其推销低劣的商品。如，江苏镇江
法院曾审理一起涉老诈骗案，一款成本仅12
元的普通食品通过虚假宣传被包装成近

4000 元的昂贵保健品，受害老年人达上万
名，案值1.4亿元。

保健品骗局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上
当受骗的老年消费者更是层出不穷。有
的是通过免费送鸡蛋、礼物等手段，诱导
老年人前来免费体验，免费体验时限一般
为一个月；之后再以为体验者增加免费时
限为诱惑，诱导体验者介绍更多熟人参
与，就这样将规模迅速做大。尤其是一些

“温情策略”，加之免费项目等忽悠，老年
人往往难以招架。

老年人的保健品销售骗局仍呈高发趋
势，亟待综合整治。一则，持续强化对市场
的监管治理。一方面，以市场监管部门牵
头，公安、卫健等多部门协同，加强对保健品

市场的综合监管，对违法经营行为从严依法
打击；另一方面，也应注重加强对线上保健
品销售的监管，谨防直播间保健品“收割”老
年人。

二则，须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一方
面，加强安全提醒警示，如，免费送鸡蛋、礼
物，“专家名医”推荐等销售套路，应多提醒
警示，增强受众的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加强
对相关案件的宣传，强化警示震慑作用。同
时，也需要加强科普知识的宣传，让老年人
正确认识保健品，理智购买和服用保健品。

三则，发挥企业行业的自律作用。辽宁
省2022年构建“一机制、三标准、八制度、四
平台”保健食品信用监管新机制值得借鉴。
其中，“一机制”即以企业自我声明为核心的

特殊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承诺机制，企业依
法自查、依规自判、公开承诺、多方监督、权
责自负。可以说，唯有企业能够正视和改进
问题，积极向上，才能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此外，需要弥补老年人的情感缺失。现
实中，保健品推销员善用“温情攻势”，而且
其忽悠老年人消费的能力不容小觑。例如，
老人购买这些保健品时是自愿的，加上因为
销售员会定期上门向老人嘘寒问暖，让老人
感到很温暖，很多时候子女想替老人讨回这
些买保健品的钱时，老人也不同意。所以，
年轻人应多关心父母，对于他们的消费要多
提醒和引导。

保健品“收割”老年人亟待综合整治

□赵文静

看到一个视频：一对年迈的老人身披
塑料布、头戴斗笠，手里提着塑料桶、蛇皮
袋之类的，雨天光着脚在湿淋淋的地上弯
腰驼背地走着。

文案上写道：快到老家了给他们打电
话，他们骗我们说在家看电视，还特意说外
面下大雨，晓得怕摔倒，绝对不会出去干活
儿的，突然袭击检查的结果是，78岁的婆婆
和82岁的公公竟然冒雨去干活儿了。

作者说：生活费每年都按时给，吃的
穿的也定时买了，生病也是两个儿子平
摊，五个孙子孙女也常常给营养品。

能看得出来，孩子们很孝顺，都希望老
人能安享晚年，即便是干活儿也要心里有
数，起码有碍安全、健康的事儿，不要干。

评论区里有一条评论点赞量超高，是
这样写的：给爷爷奶奶点赞，有的人60岁
不到就开始养老，还没有社保，天天只知
道打牌，家里农活一点也不干，总说自己
以前辛苦了，现在什么也不做了，就跟子
女要生活费。

健健康康的，60岁就靠子女养老，确
实有点说不过去。而像视频上那样的，上
了年纪的父母，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能
生活自理、身体健康、过得开心快乐，就是
子女最大的福气。子女最大的愿望，也是
父母安享晚年。

可就是很多年老的父母，往往还都是
不愿意依靠别人，勤劳善良的老人。他们

往往是“自不量力”，似乎忘了自己的年
龄，经常干些超常的事儿，哪怕子女千叮
咛万嘱咐，他们也依然是我行我素。

就比如我的父母，特别勤劳，种了不
少地，农闲的时候，我妈还会去领一些手
工活儿，编椅子、做泡泡箭、扣瓶子盖儿
等，我倒不反对他们干活儿，年纪大了锻
炼着点儿，对身体有好处，可他们去地里
干活儿，经常拉晚儿，我们多次提醒，让他
们早点回家，太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嘴
上答应的好好的，就是不听。

做点手工活儿，还加班加点儿。熬到
晚上十一点多也是有的。有几回我侄女
放假回家住抓了晚睡的现场。孩子向我
告状，我母亲还瞪她，嫌她多嘴，惹得我唠
叨个没完！

我邻居家的老父亲，快八十了，夏天
骑着自行车去大河里洗澡，被子女发现说
了多少次，说危险，不要去，老爷子嘴上答
应了，转眼就当耳旁风，还是偷着去。

有时候我跟父母开玩笑，我说我们小
的时候，要像你们这么不听话，你们早把
我们打一顿了。

母亲就笑，父亲也笑，嘴一撇说：“你
也把我们打一顿！”

于是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中年的子女，唯愿父母安康，他们健

康，生活快乐，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所以，中年人就希望上了年纪的父母

“听话”，“听话”让子女安心，也是对子女
的一种贡献啊！

人到中年，就怕爹娘不听话
□程应峰

购物，似乎是团体游的必备项目。当
然，在所去的购物店消不消费，谁也无法强
迫你，最后还得你自己说了算。

一次随团旅游，团队中，有个美眉，年
龄小，给人的直觉是特雅致、特清丽、特文
静。但一打交道，却发现她其实挺顽皮、
挺活泼。她脖子上挂着一条黄金项链，然
而每到一处，只要是珠宝首饰店，她绝不
会错过。出游之初，她就开玩笑似的对男
朋友说，好想拥有一条铂金项链。但说归
说，她并没有着意让他去买。一路下来，
她脖子上挂的，还是那条闪眼的黄金项
链，原因很简单，她口袋里钞票份额不足
啊。

在旅途的最后一站，进入一家首饰店，
大伙被引入了会客室，柜台女经理热情有
加地介绍着所经营的产品。说着说着，女
经理顺口问：你们是哪里的游客啊？美眉
嘴快，口无遮栏一下就说出来了。女经理
说，原来跟我们老总是同乡啊！她意味深
长地对站在一旁的员工说：快，这些是老总

的远客，你去把他叫过来。
不大一会，老总来了，打着哈哈，挺

客气的。他吩咐其他人出去，说是见到
老乡了，要叙叙旧。他说自己出来多年
了，家乡的事还记得一些，有可能的话，
大家可以留下来在这儿住几天，他也好
尽尽地主之谊。说着说着，却露破绽了，
缘于他信口说家乡有条某某路，熟悉的
人 都 心 知 肚 明 ，这 是 压 根 儿 就 不 存 在
的。小美眉却认定他就是老乡了，天真
烂漫的样子，说：“你都是老总了，开这么
大一个店，能不能送我一件小礼物啊？”
老总豪爽地说：“那有什么问题？我昨天
在澳门赌了一局，赢了一把呢，这还不是
小意思。”

接下来，他亲自带我们去看首饰，承诺
对老乡可以最大限度优惠。小美眉跟在他
后头，在柜台上选了一条标价2800元的铂
金项链，挂在脖子上，她一拍老总的肩膀，
大方地说：“老板，就这条项链送给我行
吗？”那么多人在身边，老板前面又夸下了
海口，若说不，面子上当然过不去，便随口
应了声：“没问题，行啊。”随之眼睛向柜台
后的员工瞟了一眼。不大一会，员工从柜
台后走出来，让美眉将项链取下来。美眉
说：你们老总答应送我的呀。随之将她拉
到老板跟前，说：“老总啊，你说话不能算数
吗？”老总听她这一说，涨红了脸，他心里咋
想的不知道，嘴里说的却是：“哪能呢！”听
他这一说，员工只得迟迟疑疑、一脸不安地
退到了柜台后面。

直到离开首饰店，整个旅行团没人
买一件首饰。我看到，那个“老乡”老总
送我们上车时，脸上挂着一丝苦笑。车
子开动后，大家才憋不住笑出声来。有
人说：“想不到啊，圆滑世故的老总，就
这样轻而易举地被顽皮天真的小美眉宰
了一把。”

宰“熟”

前不久，“江苏一名男孩因在校门口
喊话学校饭菜问题，被教导主任叫去思
想教育”一事引发热议，有评论称：男孩
究竟是挑食堂的刺，还是客观反映事
实？学校首先应该调查清楚，征询更多
学生的意见，而不是随便给学生扣上“抹
黑学校”的帽子。

先听听这孩子在校门口喊话学校饭
菜问题时都说什么：“学校都给我们吃了
些什么？发芽萝卜一个，苍蝇两只，没熟
的土豆，炖不好的番茄汤，上面一层油，
下面一层水，中间飘着个菜叶子的一碗
汤。最讨厌的是，他们虚伪地搞什么光
盘行动，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也就剩出

发点了。”
好家伙，“校门口”可是公共场所，这

一番吐槽，自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该
小学生被叫到办公室，由教导主任亲自
做思想教育工作，并严词警告：“你这样
就是在抹黑你的学校啊”！

此一番操作，令舆论进一步发酵。
确实，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应该教
育孩子勇敢表达诉求，对不合理现象说

“不”，坚决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让他
们面对问题时保持沉默，不敢吭声。有
道是：

允许孩子说真话，一味捧场太浮华；
颂歌盈耳人常醉，警钟醒脑眼不花。

允许孩子说真话
吴之如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