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振南

前不久，内蒙古师范大学一万余名师生共
同做了一件事——万人快闪《我和我的祖国》，
风华正茂的学生在歌唱，头发花白的教授也在
歌唱，共同唱响爱国主旋律。

100 年前，一群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冲在了
拯救民族危亡的最前头；70年前，历经艰难的中
华民族，终于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今天，沐
浴在祖国强盛的阳光中，我们始终不忘历史，坚
守着最初的信仰，以满腔爱国热情，为青春大声
歌唱、向祖国深情告白。

马克思曾说，“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
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春代表的性格”。
青春，与其说是生理年龄，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
态。奋斗者永远年轻，奋斗者永远青春。只要

还有青春的热血，只要还有青春的激情，只要奋
斗不息，就都是青春代言人。

青春的底色是爱国。翻开近代史，正是因
为有了一大批无私的爱国者、无悔的奉献者、无
畏的牺牲者，伟大的中华民族才能历经磨难，始
终屹立不倒。从战争年代的播撒热血到建设新
中国时期的胼手胝足，从改革开放时的中流击
水到进入新时代的开拓进取……一代又一代青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以爱国主义精神为
指引，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青春的支点是奋斗。放眼新时代，为了贫
困群众奋战在一线的“第一书记”，为了大国
重器辛苦钻研的青年专家，为了边远山区孩
子们的未来甘愿奉献的民办教师……他们把
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奋斗之中，他们的青春格外闪亮。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青春理想，青春活力，
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
所在。”今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奋斗者相
向而行，凝聚起一个活力四射、风华正茂的青
春中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理想。百年的时间跨度，见证了无数的青春
与热血、追梦与圆梦。如今，轮到我们了，唯有
在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做出点儿成绩，方才不
负昭华，不负青春。

或许有人会问，谁知道前方等着我们的是
什么艰难险阻，为什么不追求更舒服、更安逸的
生活呢？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因为正值青春年
华，所以不怕失败；因为倾心投入奋斗，所以不
惧未来。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以青春之我、奋斗
之我，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为民族复兴铺路架
桥，我们生逢其时，我们何其幸运！

为青春大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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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是国家粮食主产区和绿色农畜产品供应基地，切实推动农牧业、
农村牧区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把发展农牧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安华祎

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睛。在河套
农村的田间地头，无人机植保成为农民们的新宠；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浅埋滴灌种植技术悄然流行；
在兴安盟各旗县，手机注册、扫码解锁、网上支付
即可“共享”使用各类农机……一帧帧“科技感”饱
满的画面，让人感受到千里沃野的蓬勃生机。

这些在田间地头大展身手的“新玩意儿”，正
是我区以科技为支撑，走现代农牧业发展道路的

生动缩影。近年来，农牧业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
快，成果转化推广不断加强。比如，为一些农牧
产品贴上二维码，扫一扫就能追溯农牧产品的

“前世今生”；一些地方，无人驾驶的拖拉机牵引
着播种机，在北斗卫星导航指引下自动播种。事
实证明，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到靠天吃饭的
传统农牧业，再到提质增效的现代农牧业，农牧
业科技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与过去相比，农牧业对科技的要求，不是变
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变松了而是更紧迫了。党
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
化的重大政治判断。生活中，恐怕每个人都会对
这一转化有着切身体验。一方面，人人都希望吃
上更好吃的水果、更有机的蔬菜、更富有营养的
粮食；另一方面，“农药残余”“激素催长”“卫生不
达标”，总成为人们的心头之痛。从这个角度看，

以科技促进农牧业从追求“量”转向追求“质”，推
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
样迫切。

科技强则农牧业强，科技兴则农牧业兴。我
区是国家粮食主产区和绿色农畜产品供应基地，
切实推动农牧业、农村牧区高质量发展，需要我
们把发展农牧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扎
实开展全区 2019 年农牧业、农村牧区高质量发
展“十大行动计划”，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
粮强农就会有坚强保障；在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上探索新路，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
供应链，农牧业提质增效就会不断跃上新高度；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调优结构、创响品牌、提高质
量，创新农牧业经营主体，培育新型职业农牧民，
推动生产、生活、生态良性循环，农安天下的基石
地位自然稳如泰山。

我区是欠发达地区，农牧业基础设施仍较薄
弱、生产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嘎查村空心化、农牧
户空巢化、农牧民老龄化，“谁来种地”“如何种
地”问题日益凸显；农牧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
和高端农牧业研发机构不多……诸多亟待破解
的现实问题，倒逼我们必须打造“藏粮于技”的升
级版。用“科技之犁”深耕希望田野，不断提高农
牧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我们方能让农牧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让农牧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让农村牧区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想当年，有美国学者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
中国？》的文章，认为中国人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
问题，一度在世界上引发舆论纷纷。然而，有着

“东方魔稻”之称的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不仅
有力回应了这一质疑，更让中国人牢牢地把饭碗
端在自己手上。一粒种子改变中国的故事，再清
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播撒下科技的种子，我们才
能收获农业发展的累累果实。把科技贯穿在农
牧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希望的田野将会不断生
长梦想、收获幸福。

用“科技之犁”深耕希望田野

□安华祎

包头江馨微电机科技有限公司的百级无尘
车间，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从这里生产出的摄像头自动对焦马达，使用了高
性能稀土永磁材料，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填补了
自治区的行业空白。“公司的目标是通过不断创
新，力争进入国内排名前五。”董事长郭延春这样
对记者说。

找准一个支点，就能撬动整个地球，这是古
代哲人的智慧；找好发展的突破点，就能开创新
的局面，这是包头在抒写自己的故事。国内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稀土钢研制成功并实现
产业化、国内首台重型汽车大功率 AT 变速箱样
机试制成功、世界最高场强 0.7T 永磁磁共振成
像仪研制成功、世界第一条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
范工程燃料元件生产线开工建设……依靠创新
驱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包头经济提档升级的
秘诀所在，也是“包头制造”迈向中高端不可或缺
的内在支撑。

创新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更
决定这座城市未来的发展活力。包头是国家
重要的能源、源材料、稀土、新型煤化工和装
备制造基地，有坚实的产业基础、优良的人力
资源、良好的技术根基、成熟的商品市场，如

果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歇歇脚、
松口气，就会错过抢占未来的先机，甚至失去
原有的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创
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继续向创新要动
力，改造升级传统产业重塑“老字号”、培育发
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字号”、坚持推动创新驱
动开发“原字号”，我们的发展才能如东风浩
荡、春潮澎湃。

“包头制造”的宝贵经验，也让我们从更宽广
的领域和维度去理解创新。创新驱动产业结构
调整，不是要把传统产业拦腰砍断、另起炉灶，而
是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搞好传统产业
的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不是非此即

彼，更不能你死我活，而要在此消彼长的动态平
衡中逐步调整比例。通过创新驱动把蕴藏在传
统产业中的潜力激发出来、释放出来，传统产业
就会创造更大财富。朝着高端化、终端化、绿色
化、智能化方向高质量发展，老工业基地也会焕
发崭新活力。

“我们要赶上时代”，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包头用一次次转型升级的华丽蜕变，续写了一
首首工业经济提档升级的新传奇，成为内蒙古
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器。未来正在到来，在
自主中求发展，在创新中谋强大，更强劲的创新
动能定将在全区各地喷涌而出，带给我们更多
惊喜与精彩。

华丽转身“创”未来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不少APP在用户购买服务时，对于自动续费没有明确提示，有的甚至默认勾选。自动续费这
个“坑”跳进去容易，但是想要爬出来却是困难重重。如何将这个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坑”填好、填平，事关用户体验，更影
响行业健康发展。 图/朱慧卿 文/李振南

如何填“坑”？

□高中梅

五月，是诗意的季节，是热情开始的
地方，也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大力
弘扬劳动之美，是正气之声，是历史之
赋，更是时代之责。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每一滴汗
水、每一分付出。没有辛勤劳动，就不会
有幸福的生活；没有苦干实干，就不会实
现美好的梦想。放眼望去，无数的普通
劳动者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发光发
热。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
整洁宽阔，一排排树木绿道成荫……这
一切都离不开劳动者，是他们改变了我
们的生活方式，提升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推动了社会进步。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绝非一句口号，
我们可以从身边最简单的小事做起：给
环卫工人温暖善意的眼神，向快递小哥
道声谢谢，听从值勤交警路面指挥，自觉
把果皮纸屑放进垃圾桶……这些举手之
劳，我们都能做到，也应该做到。让每一
个劳动者的劳动成果都得到尊敬，这是
对劳动者最大的致敬；只有让每一位辛
勤劳动的人都得到尊重，我们生活的这
个社会才会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需要培育新的
劳动者精神。现在，既要继续呼吁那种
朴素的劳动者精神，还要强化对劳动者
权益的保护，优化就业环境，提升劳动者
待遇。让每一个行业的劳动者都享有尊
严，社会进步也就有可持续的依靠。当
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被充分激
发，当劳动的价值获得应有的尊重，社会
发展就会涌现无穷的动力与创造力，就
会书写出更雄伟的时代故事。

劳动创造世界，勤勉传承美德。对
于家庭来说，勤劳是好家风；对于国家来
说，勤劳是硬实力；对于青年来说，勤劳
是点金术。劳动改变命运，劳动成就梦
想。致敬劳动者，就是要从我做起，真正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爱岗敬
业、忠于职守，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
的成绩；就是要高标准、严要求地对待工
作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
微之处，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曾写：“只有
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
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
造生活的劳动者。”劳动者用信念与执
着、勤劳与坚韧，支撑着繁花似锦，我们
既要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更要让自己
成为一名光荣的劳动者，用劳动创造价
值，靠奋斗成就梦想。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张文豪

夜深人静时，窗外却传来刺耳的轰
鸣声。原本昏昏欲睡，此时却难以入
眠。这样的经历，想必不少人都有过。
前不久，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今年 2 月全
国“12369”环保举报情况中，噪声污染仅
次于大气污染，高居第二位。

什么是噪声？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
界定是，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
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
的声音。虽然我们许多生产和生活活动都
发生在白天，但在城市的夜晚，噪声污染同
样不容忽视。2018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城市功能区声环
境夜间监测总点次达标率仅为74.0%。

比起扬尘等人眼可见的污染，我们
往往会忽视噪声对人的影响。其实，噪
声也是一种污染，高分贝的噪声对人的
身体、生活以及城市中的动物，都存在隐
性的伤害。一些研究显示，噪声不仅会
损伤人类的听觉、增添烦躁情绪，还会加
速鸟类的老化。

繁忙的城市，需要适度的“睡眠”。
我们在追求城市繁华的同时，也要减少
不必要的喧嚣，避免片面追求“不夜城”
而忽视宁静对人居环境的重要性。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地方已经开始
展开相关整治行动，治理噪声扰民行
为。许多城市都建设了生态隔离带、设
立了交通禁鸣区；去年 8月，长沙在街头
试行安装噪音自动监测屏，实时显示噪
声的分贝；去年底，上海规定夜间禁止噪
音超过 80 分贝的摩托车在本市道路行
驶，并开出首例噪声处罚单……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治理噪声污
染并非易事，当前还存在噪声界定模糊、
管理不统一、判罚不明确等问题。个人
要约束好自己，尽量做到不妨碍他人。
同时，期待环保、公安、城建等有关部门
加强协作，让噪声污染越来越少。

减少不必要的噪声污染，让自然之
声随人入梦。这样的都市夜色，是不是
更温柔和迷人呢？

让城市夜色
多些宁静

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为丰富人们的生
活创造了无数可能性。以“租赁”市场为例，
无车一族想去外地郊游，通过网络预约车
辆，门店提车、线下还车，简单又不贵，很受
欢迎。然而，还是存在一些打着“租赁”旗号
的异化案例，如“网上租友”就值得警惕。据
报道，“网上租友”并非以实物为标的，而是
以“人”为商品，无论是自愿还是有偿，都在
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公序良俗，一些不当行为
也违反了法律法规。

——据人民网
锐评：“网上租友”是互联网发展及应

用过程中的一个灰色地带，不仅要用法律来
明晰，关键在于治好、管好。

为将有限的急救资源更好地用于抢救
急危重症患者，北京将提高急诊的“准入门
槛”。5月 1日起，北京 20家设有急诊的市属
医院将启动“急诊分级”就诊工作。就诊前
先分级，改变以往“先来后到”的就诊顺序，
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分级候诊。

——据《北京青年报》
锐评：急诊分级，需要医生和患者相向

而行。

近日，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法院通过调
解方式对一起网络合同纠纷案结案，经调解，
孩子4个月时间花掉的1.8万元，网络游戏公
司同意退回家长1万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舆论都在声讨四处惹祸的熊孩子，不少人甚
至明确表示：“熊孩子打一顿就好了。”对于熊
孩子，网友纷纷表示“深受其害”，兼之绘声绘
色的捣蛋故事，滋长了舆论的愤怒。

——据《中国青年报》
锐评：对于熊孩子，严厉管教也好，温

和包容也罢，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唯有让
孩子内心接纳、认同正确的是非观，才能真
正解决问题。

4月26日，北京市住建委网站发布通知，
即日起到 5月 31日，在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开展安全帽使用情况
大检查。按照通知要求，自 2019 年 6 月 1 日
起，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
目施工单位的安全帽购买、验收、发放、使用、
更换和报废，统一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

——据《新京报》
锐评：施工单位要对工人的生命安全

保持敬畏之心。需要澄清的一点儿是，对一
线工人的保护并非“恩赐”，而是安全生产的
基本规范，是头等大事。

微博实名认证为执业医师的“大V”@成
都下水道公开发文，批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肿瘤科医生张少聪，称张少聪作
为肿瘤科医生，却通过认证微博、头条号塑造

“不孕不育专家”形象，向患者开出名为“水蜜
丸”的药方，引导其向“百杏医生”转账买药。
张少聪所在医院称已经了解到此事，正联合
医院监察科等部门对张少聪进行约谈。

——据人民网
锐评：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不等于医生

可以随便“走穴”，更不是说医生可以肆意
“跨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