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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同人民结合起来〖接力奋斗〗

多到基层一线锤炼摔打，多到群众中间经风雨、见世面，无论对个人
成长还是对事业发展都是宝贵财富

真正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在群众中留下好的口碑，找到
“存在感”“价值感”

〖大观〗

〖百科〗

硬币在哪个发达国家最不讨人喜欢？
荷兰国际集团的最新研究将答案指向澳大
利亚。统计数据显示，93%的澳大利亚人在
过去一年间曾故意丢弃硬币，主因是不愿携
带。由于乱丢硬币成风，该国每个月遭受的
财政损失达 3800 万澳元，平均每个成人 2.1
澳元。

公众对硬币的好感与年龄成正比，千禧
一 代 中 有 40% 的 人 每 月 丢 失 10 澳 元 ，而
50～64 岁的人群中只有 19%丢失过相同数
额。

与此相关的一个数据是，49%的澳大利
亚人表示自己经常使用移动支付。横向对
比其他国家的情况可知，27%的澳大利亚人

“不经常”或“几乎从不”携带现金，而在德
国，选择这两个选项的人只有 10%。最依靠
非现金支付的国家是美国，这一比例达到
34%。

当被问及丢弃硬币的原因，受访者给出
的理由包括：不方便（29%）、容易弄胀钱包

（27%），以及“找不到能使用硬币的地方”
（40%）。根据当地法律，如果消费者选择用
5 分硬币付款，他一次最多只能用这种方式
支付 5 澳元。 （据《青年参考》）

硬币在哪个国家最不讨喜？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提问天空为什么
是蓝色的人。牛顿通过提出天空为什么是
蓝色的问题，以及通过具有开创性的折射
实验，证明了白光可以分解成其组成的各
种颜色，对回答这个问题做出了一番贡献。

1760 年，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推
测，光的波动论或许有助于解释天空为什
么呈现蓝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
们怀疑是空气中的某种事物改变了光，使
其看上去呈现蓝色。最终，人们才意识
到，是空气本身造成了这一结果。

19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约
翰·威廉·斯特拉特证明了，当光的波长
与气体分子大小相等时，散射光的强度与
其波长的 4 次方成反比。波长较短的蓝色
和紫色光，比波长较长的光，会散射更
多。所以看上去空气中所有分子都会发出
蓝光。然而，天空看上去应该是紫色的才
对，因为紫色光的散射比蓝色光还要多。
但天空看起来不是紫色，原因就在于我们
人类眼睛的设计方式：我们的肉眼对蓝光
比对紫光更为敏感。

（据《中国家庭报》）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棕熊会用药打虫子

美国科学家发现，秋天棕熊会吃很多
苔草属的植物。这个时间，棕熊正在为了
冬眠努力囤脂肪，而苔草纤维很多，营养
很少。棕熊为何要吃苔草呢？科学家在棕
熊的便便里发现了绦虫，它可能就是答案。

绦虫是肠子里最大的寄生虫，有的脑
袋上有吸盘，有的还有小钩子，可以把自
己挂在肠子里。秋天，棕熊会吃许多大马
哈鱼，这让绦虫捡了便宜，长得又长又
大。科学家认为，苔草就是棕熊的打虫
药，药理非常简单：苔草里有很多粗硬的
纤维，进入肠子后，像百洁布一样，把绦
虫刷下来，然后整条绦虫都会随着便便一
起排出体外。

卷尾猴会使驱蚊水

委内瑞拉森林里的蚊子很多，生活在
这里的黑带卷尾猴，也懂得以毒攻毒的用
药方法。它们的药是一种叫“马陆”的东
西。马陆看上去有点像蜈蚣，它不咬人，
但能分泌出毒液对付捕食者，毒液的成分
因种类而异。黑带卷尾猴喜欢使用马陆，
其毒液主要成分是苯醌，驱虫效果很强。

找到马陆后，黑带卷尾猴会把它放到
嘴里轻轻地咬，让受惊吓的马陆分泌毒液，
然后把毒液抹在身上，相当于涂了驱蚊水。

（据《北京晚报》）

动物也会自开药方

日前，我国嫦娥四号探测器在月球背面
着陆，着陆地点名叫“冯·卡门撞击坑”。

撞击坑又被称为陨石坑或环形山，是由
于陨石撞击而形成的，对于天体来说，陨石
撞击带来的改变不单指“容貌”，还有可能带
来质的改变，在地球上，撞击坑往往就会形
成湖泊。位于月球背面的冯·卡门撞击坑，
形成至今已经有 36 亿年了，是太阳系已知
最古老的撞击坑，并且保存了原始月壳的岩
石。收集这一撞击坑区域的岩石，对于研究
月球起源有重要意义。

月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地球有
且只有月球这一颗天然卫星？关于这个问
题，科学界一直没有准确答案。

最开始，有科学家提出，月球是从地球
分离出去的一部分，但是随着人类探月，这
个假设已经得不到太多认同。因为，月球上
不同元素的比例与地球大为不同，如果是从
地球上分出去的，元素构成应当大体相当。
也有科学家认为，月球是与地球在太阳系内
同时期形成的，在同一个区域内同时形成了
地球和月球，但这一学说也有不足之处，即
同时期形成的模式，与后来地月的运动特征
并不完全相符。

目前，最新的假设有两种，一种是撞击
说，就是地球在早期形成过程中，受到天体
撞击最终碎片形成了月球，在撞击过程中，
地月的物质分布也发生了变化。以人类目
前对于地月系统的认知来说，撞击说相对能
给出合理解释。2003 年，欧洲航天局发射
了其首个月球探测器 SMART-1，最终于
2006 年 9 月撞击月球，这一探测器对于月
球表面成分的测定，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撞
击说。另外，在 2010 年，有科学家提出核爆
炸说，即月球是因为一次剧烈的核爆炸从地
球分裂出去的，这是因为，月球的化学构成
与地球类似，很难看出有其他星体介入了地
月系统的形成。

月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从冯·卡门撞
击坑开始，人类已经开始去接近这个问题的
答案了。 （据《工人日报》）

月球是从哪里来的？

停止长个儿脚还会变大？

在行走过程中经过磨损，脚上的肌腱和
韧带可能会变弱，导致足弓变平，让脚变得
更长更宽。超重者、脚或脚踝肿胀者，或患
有糖尿病的人，更容易发生这种现象。

关节疼痛能预测天气？

大气压力通常在恶劣天气来临前下降，
导致身体组织扩张，从而产生关节肿胀和疼
痛。此外，美国塔夫茨大学的研究者发现，
气温每下降 10 摄氏度，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的疼痛程度就会有所增加。

坐过山车感觉心脏提到嗓子眼？

当过山车到了顶端，减速后骤然落下
时，很多人会感觉一些内脏“飘飘荡”，仿佛
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因为神经能够感测
到运动，进而让人产生这种错觉。

女人比男人手凉且白皙？

女性体脂比例更高，身体内的核心部位
保存了更多热量，但手脚并非如此。在同样
的严寒环境下，女性手指血管比男性更容易
收缩，也更快变白。

人为何有指纹？

英国学者发现，指纹能防止水分流失，
或使得皮肤更容易伸展，保护皮肤免受伤
害，防止长水疱。

腋汗气味难闻？

因为腋下汗腺会释放一种油性物质，有
些细菌喜欢这种物质。腋下气味是细菌吃
了油性物质后，释放出的恶臭。而且，腋窝
部位的毛发较多，细菌生存的面积大。

（据《中国妇女报》）

6 个“为什么”
揭秘身体趣闻

根据专家介绍，早在 1975 年开始，乘坐中
国民航国际航班的旅客都免费赠送茅台酒 1
瓶。后来改为免费供应，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末才取消。上海一位资深民航专家说，以前一
些航班的头等舱确实配有茅台酒，“我是 1974
年参加工作的，飞机上大龙虾我没见过，但茅
台酒是有的”。

旧时中国的空姐招聘条件相当严格。据
当时《申报》记载欧亚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
的前身）1937 年首次招聘空姐的条件是：年龄

20-25 岁之间、体貌端正、身高 1.5 米-1.7 米之
间、体重 40-59 公斤，能讲国语、粤语、英语，并
能读写中英文字。

中国最早一批空姐产生于何时？据记载，
产生于 1938 年。1929 年，由美国寇蒂斯·赖特
飞机公司与中国国民政府合作，成立了民国第
一家民航公司——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
但那时的飞机上还没有空姐。

当时，中航和央航的空姐加起来也就几十
人，空姐工作也算是很正规了，像 C-200 这样

的大型客机已经有 2 名空姐服务，一般的飞机
还只有 1 名空姐服务。

19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第一批空中
乘务员走上飞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毛泽
东乘机时曾亲切地称空中服务员为红色空中小
姐，红色空姐成为那个年代共和国天空中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1988 年 7 月 1 日，中国国际航
空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中国民航
和中国空姐真正开始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

（据《北京日报》）

70 年代航班：每位旅客赠 1 瓶茅台

“到农村去，那里有生我养我的爹
娘；到农村去，那里有育我成长的南瓜
米汤；到农村去，那里是魂牵梦绕的故
乡。”在田间地头，在山村乡野，总能看
到驻村第一书记的身影。今天，280 多
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他们深入基层、服务群众，不
仅赢得了群众信赖和社会点赞，也为
自身成长进步积累下宝贵财富。

“要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

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
谁，真正同人民结合起来。”在 2019 年
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
书记勉励年轻干部“在学思践悟中牢
记初心使命”，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
铭刻于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
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
语重心长的讲述，为年轻干部点亮了

引路明灯。
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

验 一 个 政 党 、一 个 政 权 性 质 的 试 金
石。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
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
的根本保证；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
事无成。74 年前的“延安窑洞对话”和
70 年前的“西柏坡赶考”，都给出了“得
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答
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是阅卷人”
的生动实践，更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历
史性成就和变革，诠释出“以人民为中
心”的深厚伟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
指出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
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
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
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

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年轻干部在职在岗，说到底，只有

真正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才能找到
自身的“存在感”“价值感”。我们的工
作充满着温度与厚重，每个决策、每项
措施背后，都是万家忧乐、民生冷暖。
从苏区干部“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
笼访贫农”，到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
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再到廖俊波

“跟老百姓坐在一条凳子上”，爱民、忧
民、为民、惠民之心，让人生奋斗有了
更高思想起点、不竭精神动力。也唯
有真正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
能在群众中留下好的口碑。要论成
长、要论收获，还有比这更有价值的成
长、更有分量的收获吗？

一个人能走多远，心的志向决定

脚的方向。基层一线，是年轻人磨练
意志、增长本领最好的熔炉。“好事尽
从难处得，少年无向易中轻。”一个人
在年轻时多到基层一线锤炼摔打，多
到群众中间经风雨、见世面，无论对个
人成长还是对事业发展都是宝贵财
富。年轻干部下基层、走村寨，读好

“无字书”、进好“百家门”、行好“万里
路”，才能学到活知识，练就真本领。
脚下沾满的泥土，也会化作心中的肺
腑真情。“真正同人民结合起来”，可以
说是年轻干部成长最根本的方法论。

建功新时代，人民群众中间到处
有施展才华、开拓创业的广阔天地。
今天的年轻干部，很多是从“家门”到

“校门”再进“机关门”，了解国情的少，
熟悉基层的少，亲近群众的少，甚至有

的年轻干部心理上与乡土乡亲有代
沟，情感上同民生民瘼有温差。由此
而言，“干部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
处，把基础搞扎实了，后面的路才能走
得更稳更远”。主动沉到困难大、矛盾
多、条件差的地方经风雨、练本领，方
能克服“头重脚轻”、阅历不足的问题，
除却“骄娇”之气，真正成长为为民务
实清廉的合格干部。

青春因初心而不老，梦想因奋斗
而生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

“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
一 代 代 青 年 的 接 力 奋 斗 中 变 为 现
实”。年轻干部担当大任，青春中国其
道大光，前途必定不可限量。

（据《人民日报》）

宋代王懋在《野客丛书》中说：“国家官私
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节为七日假，谓前三
后四。”这，和今天截然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曾诞生过许多节日，有的
留存至今，有的半路“走失”。

首先，古代历法变动极大，前后共出现过
102个历，“传统节日”的具体日期其实并不相
同。

其次，官方节日与民间节日迥异，后者多
元丰富，但维持时间一般不长。

第三，传统节日虽然大多会被安上一个
传说作为“起源”，比如“七夕节”的牛郎织女、

“端午节”的屈原等，但实际考察，这些说法远远
晚于节日诞生，是后代建构出来的。如果信以
为真，就会发现中国“端午节”出现的时间居然
比外国晚，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唐代是中国传统节日形成的重要时期，
从“华夏族”到“汉族”转变的奠基阶段正是在
唐朝完成的，这给新民俗创生提供了空间，其
主体部分传承至今。

三大节合并成为清明节

对比唐朝，有几个重要节日消失了。首
先是青龙节，又称花朝节、中和节，唐德宗时
确立为“三令节”之一（与正月初九、三月上巳
并称），节俗为食“太阳糕”（近似年糕），各家
焚帛。宋代改为二月十二或十五，有扑蝶会
和赏花等活动。可见，此节本意为迎春，宋代
延迟有客观原因，唐末气温明显下降，致花期
推迟，宋灭亡后气温进一步趋冷，故南方仍有
花朝节，而北方将其附会为土地爷生日，因土
地爷生日说法很多，此节渐被边缘化，民间尚
余“二月二，龙抬头”之说。

其次是寒食节与上巳节，寒食是中国历
史上的重要节日，源于祭祖，后附会以介子推
的故事，最多时一个月不能动灶火，皇家派人
专门监督。寒食期间只能食“寒具”，即馓子、
环饼（近于焦圈）、粔粧（近于糖耳朵）之类。
寒食对身体伤害太大，后压缩成 1 天至 3 天。

上巳历史亦悠久，周代即有，是日需赴水
边清洗，《论语》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即是上巳风俗。

但到了宋代，上巳节突然销声匿迹，因上
巳、清明、寒食三节日期相近，内涵冲突。上
巳重狂欢，寒食重祭祖，清明重健康，唐高宗
时便曾下诏批评：“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
松槚，曾无戚容。”随着大唐盛极而衰，礼教压
迫渐重，三节合一后，上巳因素渐被涤荡，寒
食因素一家独大，清明遂成了扫墓节。

“冬至大如年”不适合现代人

许多传统节日的消失，与生产方式改变
相关。首先是六月六，宋代称天贶节，贶，意
同赐，传说是大禹和玄武真君的生日，应为附
会，因上古不庆生，恐遭人厌胜，唐玄宗将自
己生日定为千秋节，开风气之先，但直到清
代，皇帝生日的“万寿节”都是假日子，真实情
况绝不泄露。天贶节受欢迎，因六月六是传
统夏闲，可准备秋冬衣物，随着农耕技术改
变，夏闲时间改变，此节渐失存在基础。

此外如伏日、冬至等节气，伏日即入伏第
一天，又称禳毒节，在秦汉时期是民间两大节
之一，需聚饮歌舞，此节唐代在岭南仍很重
要。冬至又称冬节，从周代到秦代，冬至曾作
为一年之首，汉代冬至官方放假，官场互“拜
冬”，唐宋时在此日祭天，南宋“京师最重此节，

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
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古人认为“冬至大
如年”，但这显然与现代人生活节奏难以匹配。

说法太乱，影响传承

与正式节日相比，民间节日更易消失。
比如人日，即元月初七，传说是女娲造人之
日，魏晋时极盛，妇女出门多佩戴一种名为

“人胜”的头饰，近于今天的剪纸，但多用金箔
制成，传说此节汉代已有，理由是东方朔《占
书》中有“七日占人，八日占谷”说，但此书文
字鄙俗，应为伪作，“人日”可能起于晋，唐后
即衰。

中元节（鬼节）和下元节则是 1949年以后
才衰微的，因包含烧法船、烧包裹等“封建迷信”
活动。民间节日欠缺规范，不利于长期传承。

传统节日不是“吃节”

传统节日此生彼灭，属正常现象，但清末
社会日渐贫困化，节日走向单调，此后权力对
社会干预能力空前增强，致传统节日数量不
断减少，内容趋同，给人留下错误印象，似乎
农耕民族的节日都是“吃节”。

传统节日内涵极其丰富，只是在相当时
期，相关话题被列入禁忌，只有“吃”相对自
由，使其主导了话语权。但事实上，春节吃饺
子、正月十五吃元宵、端午吃粽子并非节日最
主要内容。

从历史上看，传统节日一直在消亡，但也
在不断创造与再生，所以保护的作用有限，推
陈出新更有价值。

（据《北京晨报》）

历史上那些走失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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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上世纪 7070 年代年代，，空姐在航班上服务空姐在航班上服务。。

走下舷梯的中央
航空公司的空姐。

（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