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疆观察

供暖问题，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更是内蒙古一直高度重视、誓
要全力解决的民生问题。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
决定，在内蒙古全域实施“温暖工程”，就是要回应社会关切，把群众反映强
烈的难题彻底解决掉，坚决不让老百姓挨冻。

更换一次供热管网、升级改造供热系统、
打通供热“最后一米”……一段时间以来，呼和
浩特市“温暖工程”各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施工
人员紧锣密鼓地抢工期、保质量、抓进度，一派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而这仅仅只是内蒙古实
施“温暖工程”的一个缩影。

民生无小事，冷暖见担当。内蒙古位于祖
国北疆，冬季漫长严寒，全区各地冬季供暖期
多为 6 个月，高寒地区长达 9 个月，全区供热面
积 10亿平方米。过去每逢供暖期，总有各种问
题集中涌现：有出现爆管紧急抢修的，有集中
连片暖气不热报修设备的，还有工期未完加紧
施工的……供暖问题，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更是内蒙古一直高度重视、誓要全力解
决的民生问题。2023 年 12 月自治区党委十一
届七次全会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在内蒙
古全域实施“温暖工程”，就是要回应社会关

切，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难题彻底解决掉，坚决
不让老百姓挨冻。

“温暖工程”，“暖”字当头。内蒙古不缺煤
不缺电也不缺气，没有任何理由缺温暖。也正
因为如此，全区各地紧抓施工“黄金期”，在全力
推进“温暖工程”落实落细上拼了起来、卷了起
来。呼和浩特市实施“温暖工程”项目 62个，在
热源、热网、热用户等方面同时发力，9月底前全
部完工；包头市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与“温暖工
程”等工作协同推进，开展30个大项、364个具体
项目，全面提高冬季供热质量；鄂尔多斯市实施

141个“温暖工程”项目，全市计划新增供热能力
1500万平方米，实现全过程监管供热运行；乌兰
察布市实施“源网站户”全链条改造提升，建设
改造供热管网等 20多个项目……闻令而动、多
措并举、多方协同，用心用情用力把“暖”字写
细写实，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保障人民
群众温暖过冬。

暖 ，是 温 度 的 体 现 ，也 是 主 动 作 为 的 姿
态。从去年到今年，全区各地各部门推进“温
暖工程”决心之大、速度之快、态度之坚决，不
仅让人们切实看到了内蒙古亲民、利民、便民

的模样，也体悟到了其执政理念的进步和为
人民服务的诚意。“温暖工程”是事关千家万
户安居乐业和安危冷暖的重大民生工程。紧
盯群众所思所盼，瞄准群众供热用热方面的
急难愁盼，想在前面 、干在前面，把“温暖工
程”实施与民生福祉增进紧密结合，切实减少
项目施工对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影响，就一定
能把民生工程办成暖心工程，交出一份让群
众满意的民生答卷。

“温暖工程”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
就在前几天，有“中国冷极”之称的呼伦贝尔根
河市和邻近的额尔古纳市正式开启新一年采
暖季，这两地群众也成为内蒙古“温暖工程”首
批受益者。言必信、行必果，紧抓快办实施好

“温暖工程”，打好这场“冬病夏治”大会战，把
工作做得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把好事办实、实
事办好，今年的供暖季必将暖身又暖心。

“温暖工程”为百姓幸福加码
◎安华祎

“先用后付、免密支付就是‘吞
钱高手’！”近日，有消费者吐槽，自
己不知何时误点开通了此功能，收
到快递才发现，家里 3 岁的小朋友
也可以网络购物。记者调查发现，
免密支付、先用后付、极速付款、小
额自动扣费等支付手段在为网购
服务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让不少消费者头疼
不已，甚至有时候一个误操作就掉进陷阱，莫
名其妙花了钱。

在数字化支付日益普及的今天，免密支
付、极速付款等便捷功能已成为很多消费者
的首选。然而，这种以牺牲部分安全性为代
价的便捷支付，频频引发争议。不少消费者
反映，在不知不觉间“被消费”，甚至因误操作
或家中孩子、老人的不慎行为，导致账户资金
不翼而飞。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也对支付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威胁。

免密支付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支付效率和便
捷度，本是方便消费者之举。然而，在实际应用
中，一些平台与商家将免密支付当成掏消费者
钱袋子的“便捷通道”。比如有的平台免密支付
功能开通极为简单，有的甚至在付款界面默认
开通免密支付，并在客户选择相应的支付渠道

后，授权商户自动扣款；有的以极为隐蔽的方式
进行提示，导致消费者稍不留神就授权开通了
免密功能。与变相诱导及开通容易相反的是，
一些平台在消费者尝试取消免密支付时，故意
设置障碍，使得取消过程变得异常复杂。

这种开通易取消难的现象，显然违背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原则。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自主选
择权。免密支付的开通，理应在消费者充分
知情并明确同意的基础上进行。而取消免密
支付是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不应该受到任何
无理限制。

免密支付开通易取消难的问题，已成为
当前支付领域的一大顽疾。要根治这一问
题，需要支付平台、监管部门和消费者三方共
同努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合力整治。首
先，支付平台应完善用户协议和支付界面的

设计，确保消费者在开通免密支
付前能够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并
作出明确的选择。同时，简化取
消免密支付的操作流程，避免给
消费者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其次，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支
付平台的监管力度，确保其合规

经营。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平台，应依法予
以处罚，并公开曝光其不当行为，以儆效尤。
监管部门还应定期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
的普及活动，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
能力。

此外，消费者自身也应提高警惕性。在
使用免密支付等便捷功能时，仔细阅读相关
条款和协议，确保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同
时，定期检查账户交易记录，及时发现并处理
异常情况。对于家中的孩子和老人，消费者
也应加强教育和引导，避免他们因不慎操作
而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免密支付不能成了“钱包刺客”。多方合
力管好违规平台和商家的任性之手，兴利除
弊，才能让消费者放心使用免密支付等功能，
也才能建立起公平、透明、规范的支付环境，
推动支付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来论】

免密支付不能开通易取消难
◎王琦

【出处】

（清）袁枚《苔》

【原典】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释义】

在这首咏物小诗中，清代“性灵派”诗
人袁枚从毫不起眼、别人都容易忽视的苔
藓中捕提到了生命怒放的渴望与坚持，他
以拟人化手法赋予其积极进取的生命意
识，揭示了生命的平等与尊严。

“白日不到处”，概括了苔藓生长环境
之恶劣。但就在这个阳光照不到、生命不
宜长成的背阴处，苔藓的“春天”并未缺席,
它兀自倔强地生长，萌出春的绿意。“恰自
来”说明苔藓的美丽绽放是靠它自力更生
争取来的。尽管苔花如米粒般微小，但那
也是春天的绽放，是生命的胜利。“也学牡
丹开”，传达出苔花的笃定与自强。虽然它
其貌不扬，无法跟高贵的牡丹相比，其生长
条件也无法跟牡丹比，但苔花却凭一己之
力于逆境中开放，它为自己拥有旺盛的生
命力而喜悦，为能和牡丹一样装扮春天而
自豪。

这 首 小 诗 托 物 言 志 ，整 体 的 意 思
是：春天明亮的阳光照不到的背阴处，
生命照常在萌动，照常在蓬勃地生长。
即使那如米粒一般微小的苔花，一点也
不自暴自弃，一点也不自惭形秽，依然
像那美丽高贵的牡丹一样，自豪亦自信
地在盛开。

【启悟】

苔花米小竞芬芳，带给人很多生命的
感动和启迪：我们生长的环境或许不能选
择，但对待生命的态度却可以选择。再卑
微的生命，也会有怒放的能量，也应有盛开
的姿态。选择积极的生活态度就会“青春
恰自来”，像苔花一样通过不懈奋斗实现人
生价值。

平凡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曼德拉
说，“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
蛆虫”。对生命最大的敬重就是活好自己，
就算平凡也应有努力绽放的光华和温暖他
人的力量。凭借坚定执着的信念、勤奋专
注的钻研和点滴恒久的坚持，普通人也能
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出彩。“保洁是生计，画
画是生活”的保洁员画家吴立娣；极大提高
分拣效率，被评为高层次人才的快递小哥
李庆恒；熟练讲解颐和园古建筑特色，被称
为“最强扫地僧”的张旭……普普通通的他
们，正是因为不曾磨灭心中的热爱与执着，
造就了不平凡的荣耀与光彩。

伟 大 出 自 平 凡 ，平 凡 造 就 伟 大 。 平
凡 与 伟 大 的 辩 证 关 系 就 在 于 ：把 每 一 项
平 凡 工 作 做 好 就 是 不 平 凡 ，把 每 一 项 小
事做好就是大事业。机床工陈行行数十
年如一日，坚持夜以继日的反复练习，终
成大国工匠；王继才夫妇秉持“守岛就是
守 家 ，国 安 才 能 家 宁 ”的 信 念 ，守 岛 卫 国
32 年，终成时代楷模；火锅店老板栾留伟
救 落 水 儿 童 牺 牲 后 ，市 民 排 长 队 就 餐 表
达对英雄的怀念与敬意……无数事例表
明，有始终如一的追求极致，普通工人也
能 成 为 大 国 工 匠 ；有 默 默 无 闻 的 长 期 坚
守，平凡岗位也能成就不凡事业；有关键
时 刻 的 挺 身 而 出 ，身 边 小 事 也 能 闪 耀 最
美的人性光辉。

苔花自有香。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普
通人恰如苔花，没有华丽的外表，却有顽强
追求的内核；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却有默
默无闻的奉献。他们渺小但伟大，平凡却
真诚，用自己的选择和坚持照亮了生活的
大道，汇聚起实现美好未来的磅礴力量。

（哈丽琴）

【一家言】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当前，我国各地秋粮陆续进入
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
大头，各地各部门因地制宜、多措
并举，增加秋粮生产科技成色，全
力以赴夯实秋粮稳产基础，秋粮

“丰”景已然在望。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民为国

基，谷为民命。粮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
基础，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行稳致远，关系亿
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在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
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我国夏粮丰收、早稻生
产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
础。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三，
夺取秋粮丰收是一场硬仗。奋力书写秋粮稳
产丰产“金色答卷”，要坚持科技护航，强化科
技赋能，用厚重的“科技色”确保全年 1.3 万亿
斤以上目标不动摇，稳住农业基本盘，筑牢

“三农”压舱石。
人才下乡、技术下田，为秋粮丰产铺陈

科技“底色”。在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的稻
田里，放眼望去，眼底尽是翠绿，农技人员
走进田间地头“把脉问诊”，指导农户开展
水稻施肥 、除草 、防虫等田间管护工作，切

实 解 决 种 粮 户 田 间 管 护 的 技 术 难 题 ，确 保
水 稻 丰 产 丰 收 。 加 强 农 业 与 科 技 的 融 合 ，
精准服务“三农”，强化先进适用技术的示
范 推 广 ，秋 粮 生 产“ 技 ”高 一 筹 ，希 望 的 田
野洋溢着科技范儿，丰收图景、强农画卷底
气更足。

科 技 聚 集 新 要 素 ，为 秋 粮 丰 产 添“ 亮
色”。河南周口项城的 5G 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田间分布的小微型农业气象站、重大病害
检测仪等监测仪器，将收集的数据实时上传
至智慧平台，生成“处方图”。四川眉山用智
能化农业装备逐步替代人工作业，通过扩面
积、提单产等方式增加粮食产能。内蒙古、安
徽、江苏等地也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无
人机等现代农业技术，为秋粮生产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支撑。黄牛下田变机器耕地，凭经

验变成靠大数据，新技术落地、
新农机驰骋，科技赋能为粮食生
产提供了更多保障。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
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将科
技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才能更
好带动粮食丰收。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指出，“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当前，我
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至 63.2%，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4%，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高产品种、高新技术
为粮食增产做加法，绿色防控、机收减损给粮
食 生 产 做 减 法 ，科 技 支 撑 粮 食 产 能 稳 步 提
升。持续推进科技兴农，为粮食丰收添上“科
技色”，不断夯实秋粮稳产丰产基础，“中国饭
碗”就能越端越稳。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科技赋能助力秋
粮生产，谷满仓盈，“丰”景在望。进一步挖掘
农业科技增产潜力，在“底盘技术”、核心种
源、关键农机装备等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攻
关，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把粮食生产抓
紧抓实，我们有信心、有底气绘就更加壮丽的
丰收画卷。

【洞见】

科 技 助 力 秋 粮 增 产 丰 收
◎丁铁

■画里有话共有精神家园

放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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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语】

《左传·子产不毁乡校》记载：郑人游于乡校，以
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回答
说：“老百姓议论执政的好坏，说我们好的我们就执
行，说我们不好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啊，
为什么要把乡校毁掉呢？对于老百姓的议论，我们
就把它当作可以治病的良药吧。”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
身处实践最前沿，对情况了解得更具体，对事物的
观察也更直接。群众的批评乃至骂声，有警醒、有
营养、有民心，传递着一种诉求、一种期待，对于我
们的工作来说，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知道其中存
在的错误和不足，是我们倾听民意的最好路径。能
不能耐住性子听听群众的意见，善不善于从群众的
意见中改进工作，不仅是我们做好工作、赢得群众
支持的前提，也是对党员干部作风、修养、气度和胸
襟的考验。

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好话”大都经过修饰美
化，未必是真心话，可能是场面上的奉承话、讨好
话。如果不加分辨地听取，并信以为真，很容易导
致头脑发热、自我陶醉，甚至掉入陷阱而不能自
拔。群众的意见有的直截了当，有的刺耳难听，但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谔谔之言虽不
中听，让人如芒在背，却有利于清除作风之弊、思想
之垢，有利于党的事业发展和个人成长进步。反躬
自省，查漏补缺，在骂声中汲取教训经验，在骂声中
感知民情民意，把骂声转化为前行的力量，才能今
后少犯或不犯错误。

诚然，干事创业需要正面的激励与鼓舞，但直
面批评时更要有听得进、理得清、辨得明的情怀和
胸襟。听到骂声，不惧怕、不排斥、不逃避，正确对
待，清醒分析，善从群众批评声中听到“弦外之音”，
从家常话、牢骚话、吐槽话中找出自身工作的差距
和不足。要主动与群众面对面沟通、心连心交流，
拉家常、话冷暖，把听取群众批评声音当作分内之
事，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情绪，发现真问题，收集真想
法；要鼓励群众把意见建议讲出来、说明白，同群众
坦诚相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与人民群众一道破
解发展难题。

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挑战越来越
艰巨、任务越来越复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更趋多样化，我们不能被鲜花与掌声蒙蔽双眼，
要把群众的逆耳忠言当成一剂良药、一面明镜、一
盏明灯，以宽广的胸襟从各种批评中听出民声，提
炼民意，解除民忧，让各项工作更接地气、更顺民
意、更得民心，如此才能把每一次骂声转变为实实
在在的赞扬声，以实绩实效真正取信于民。

味苦起沉疴
◎李昱

接娃放学，校门口拥堵，家长停车难，车辆
通行难，常常乱作一团。浙江义乌多所学校，将
接娃场地拓展到地下车库。增设座椅，供家长
休息；安装电子屏，滚动显示各班放学信息。工
作人员领着学生在闸机口等待，方便家长开车
前来，即停即走。此举不仅有效提升了接娃速
度和体验，让家长和孩子免受风吹日晒雨淋，也
有助于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可谓一举多得。

——据《人民日报》
锐评：微创新解了老大难。“地下车库接

娃”为学生和家长减了负，为城市治理加了分，
不失为一个好示范。

下班也得盯微信，周末还要写方案，弹性
工作成随时待命……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工
作场景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办公室内。移动办
公、远程协作成为新的趋势，使得工作与生活
的界限日益模糊。劳动者“休而不息”“无偿加
班”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休
息权。

——据中工网
锐评：下班也得在线，劳动者岂能“休而不

息”？改进管理方式，提高工作效率，摒弃超长
加班、无效加班，才能让工作与生活相得益彰。

“点了一份 6毛钱的保险，实际一年需要
缴纳 300 多元。”据媒体报道，宣称“首月 0.6
元”就有百万保额的某款互联网保险，却变成
了风险之源。其实这是“首月 0元”保险的变
种。近年来，监管部门已下发多个文件，叫停
了该业务。但披上“魔方业务”外衣后，这一模
式又卷土重来，以免费赠险或以低保费、低保
额、高免赔保险等方式吸引客源，引导客户“升
级”投保常规百万医疗险。

——据《南方日报》
锐评：看似处处让利，实则步步是坑。“免

费赠险”并不保险，消费者需要擦亮双眼，监管
也要来个斩草除根。

今年，首届养老专业本科生毕业，不出意
外地受到了养老机构的热烈欢迎。招聘会上，
岗位数量远远大于毕业生数量，甚至出现多个
岗位抢聘 1名毕业生的情况。通过契合市场
需求的学习和实践，这些“青春养老人”具备扎
实的专业基础和实践能力，实现了从校园到工
作岗位的无缝衔接。

——据《工人日报》
锐评：让“朝阳”守护“夕阳”，以更专业、更

持久的力量托举老人的幸福晚年，为养老人才
培养开了个好头。但也必须看到，高层次的养
老专业人才既要“招得进”，更要“留得下”。

病友是假扮的、药是动过手脚的、小诊所
天价药品原价仅几十元……近日，贵州网友黄
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表示，自己在贵州贵
阳、六盘水等地公立医院附近发现“医托”的存
在，并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在社交平台上，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医托”的行为属于诈骗
行为，严重侵害了患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法
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据央广网
锐评：“医托”既谋财又误病，可恶至极。

必须对“医托”及其背后的罪恶利益链加大治
理力度，坚决不能任其“久治不绝”。

今年秋季新学期，不少地方已将课间 10分钟延长至 15分钟，甚至 20分钟，孩子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走出
教室。同时，各地学校还采取各种措施，让孩子玩得开心、家长放心。 新华社发 王琪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