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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首村歌，唱出农牧民的心声，唱出乡村发展的变化；一场场展演，唱
响村歌乐民、村歌富民、村歌润民的乡村振兴之路；一次次传唱，让村歌里
的好品德、好作风沁入人心、融入生活，真正实现文明乡风进万家

饱含家乡热爱，聚焦幸福生活，憧憬美好
未来……9 月 19 日至 21 日，“村歌嘹亮”主题活
动 2024 年全国集中展演举行，来自全国 30 个
省、市、自治区的 55支代表队齐聚鄂尔多斯，一
首首唱响时代主旋律、唱响乡村振兴的嘹亮村
歌响彻大美草原。

“火红的日子唱起来，唱出一片天地喜笑
颜开；火热的激情唱起来，村歌嘹亮唱响幸福
未来……”一首首村歌，唱出农牧民的心声，唱
出乡村发展的变化；一场场展演，唱响村歌乐
民、村歌富民、村歌润民的乡村振兴之路；一次
次传唱，让村歌里的好品德、好作风沁入人心、
融入生活，真正实现文明乡风进万家。此次

“村歌嘹亮”以全国性活动加以开展，就是要积
极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传播的文艺品牌，提升
新时代基层群众的自豪感、幸福感、获得感，弘
扬时代新风，推进移风易俗，不断夯实基层精
神文明建设基础。

村歌何以嘹亮？在其品牌的塑造。早在
2020 年，内蒙古以“村歌嘹亮”为示范引领的

“我们的美好生活‘9+N’”新时代文明实践文
艺志愿服务项目，为乡村搭起了文化大舞台，
让农牧民当上了主角，有力提振了农牧民精气
神，探索出一条新时代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新
路径。短短几年时间，全区已有近千个嘎查村

（社区）跟进落地“9+N”模式，组织新创村歌
500 余首，广受基层群众欢迎。可以说，今天的

“村歌嘹亮”，已成为内蒙古“我们的美好生活
‘9+N’”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亮点品牌，是乡
村振兴的一种标识，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达，
是精神共富的一种符号。

村歌何以嘹亮？在其独特的魅力。乌兰
察布市四子王旗“杜尔伯特”组合献上经典草
原歌曲《赞歌》，他们身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
深情歌颂伟大祖国；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
春堆乡卡东村合唱团演唱的《大家来庆贺》，淳
朴清澈的歌喉充满力量，把群众的丰收喜悦之
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湖南省怀化市“月照侗音”
合唱团演唱的《一路追光》曲调婉转，唱出了侗
族儿女对家乡美好生态环境的赞美之情……

“村歌嘹亮”就像一面面镜子，折射出时代风
貌、社会生活与百姓心声，展现出活力满满、热
气腾腾、其乐融融的各族人民幸福生活图景。

村歌何以嘹亮？在其积极的实践。从村歌

大擂台到全国集中展演，作为“强基工程——文
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村歌嘹亮”始终聚焦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
两件大事，充分发挥凝心聚力、培根铸魂作用，
致力用文艺助力乡村振兴。文化振兴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基石、是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源
泉。系统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把内蒙古
乡村的历史、人文、美景、生活和发展写进歌里，
打造推出一批有特色、接地气、留得住的文艺精
品，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向奔赴、乡村与艺术的
珠联璧合，必将释放更多能量，为中国式现代化
内蒙古实践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有人说，村歌是用歌声换心声的歌。的确，
以文化人，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把艺术的舞
台放到乡村，让文艺的资源创造价值，不断探索
文旅融合、农艺融合新业态新模式，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精彩的文体活动、更丰厚的精神滋养，

“村歌嘹亮”一定能唱遍乡村、唱响全国。

嘹亮村歌唱响时代新声
◎安华祎

在“金九银十”招聘旺季，多
位应聘者反映自己遇到了“看不
见的门”：有的公司在招聘时提
出，此前有过劳动仲裁经历的应
聘者不予录取;有的公司在招聘
时提出，应聘者名下不得有超过
10 万元以上的贷款……就业歧
视让很多有能力的应聘者望而却步，他们在
就业之路上遭遇“隐形门”“玻璃门”和“旋转
门”，这些门看似能过，而真的想过时却毫无
例外地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障碍。

在求职的道路上不少应聘者发现，除了
能力、学历、经验等常见的衡量标准外，类似
上述的“隐形门”也在阻碍着他们的步伐。
甚至在一些奇葩招聘中，求职者还需“付费
上班”。这些现象不仅损害了求职者的合法
权益，也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就业市场秩序。

就业是民生之本，公平是就业的基石。
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都是对公平原则的践
踏。劳动仲裁本是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正

当手段，却成为某些企业拒录的“污点”，这无
疑是对劳动者维权行为的打击和压制。而名
下有贷款成为求职的减分项，更是对个人经
济状况的过度干涉和不合理限制。至于“付
费上班”，则完全背离了劳动关系的本质。

这些“隐形门”的存在，不仅阻碍了求职
者的个体发展，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就业环
境和人才流动。当有能力、有潜力的求职者
因为种种歧视而被拒之门外时，社会的人力
资源配置效率无疑会受到影响。长期下去，
不仅会损害企业的长远发展，也会制约社会
的进步和创新。

因此，拆除这些“隐形门”势在必行。有

关部门应加大对就业歧视行为
的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为求职者提供有力的法律保
障。同时，企业也应承担起社会
责任，摒弃不合理的招聘标准，树
立公平公正的用人导向。此外，
社会各界也应共同营造尊重劳

动、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让每一个求职者都
能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展现自我、实现价值。

当然，求职者自身也要积极应对就业歧
视现象。在遇到不公时，要勇于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和支持。
同时，也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以更加
优秀的表现来回应那些无理的歧视和偏见。

就业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需要
政府、企业、社会以及求职者共同努力来维
护其公平与高效。只有我们携手拆除这些
阻碍求职路的“隐形门”，才能让每一个人都
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让社会的人才资源得
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和利用。

【来论】

别让“隐形门”阻碍求职路
◎王琦

【出处】

先秦《诗经·豳风·鸱鸮》

【原典】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
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 天 之 未 阴 雨 ，彻 彼 桑 土 ，绸 缪 牖
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
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
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释义】

《鸱鸮》（chī xiāo）是周公写给周成王
的一首寓言诗，描写一只母鸟在鸱鸮（俗称猫
头鹰）抓去其幼雏后，为防御再次被侵害，忍住
悲痛，不辞劳苦修筑巢窠的情景。

全诗四章，每章五句，通篇以母鸟的口吻展
开。开篇就是母鸟痛斥鸱鸮的呼号：猫头鹰你
这恶鸟，已经夺走我的孩子，再不能毁去我的窝
巢。继而是伤心的呜咽：我含辛茹苦哺育孩子，
已经操劳致病了！第二章写母鸟从丧子破巢的
哀痛中毅然振作起来：我趁着天未阴雨,啄取桑
根，牢牢缚紧门窗。看你们树下的人，还有谁敢
欺负我！三四章是母鸟自述辛劳：为了筑巢，爪
子拘挛，喙角累病，羽毛稀落，羽尾枯槁。可见，
为修筑家园，母鸟付出了巨大代价。

此诗对后世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寓言诗的
源头。其中，“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
牖 户 ”后 来 引 申 出 成 语“ 未 雨 绸 缪 ”。 迨
（dài）：趁。绸缪：紧密缠缚，引申为修缮。牖
（yǒu）：窗户。整句话意思是，趁着天还未下
雨，啄取那桑皮桑根，缚紧门窗、加固巢穴。比
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预防意外的事情发生。

【启悟】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居安思危、未雨绸
缪的理念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从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认识，到“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告诫；从“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
做事态度，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处
事方法；从“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的
警世箴言，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的醒世恒言，都彰显了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的
忧患意识。

正所谓“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
来”，只有在灾祸没有萌生的时候，就做好预判
评估并提前加以防范，才能在灾祸危害发生时
从容应对。日常生活中，积谷防饥、曲突徙薪
等成语故事，以及“晴带雨伞，饱带饥粮”“未晚
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池塘积水须防旱，田土
深耕足养家”“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
时”等民间谚语，无不蕴含着劳动人民朴素的
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成为人们日用
不觉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忧患意识在先，便会生出主动作为的责任
担当，便会激发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纵观中
华民族历史，正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
意识与不满足现状、不甘于落后的求新求变思
想交织融合，铸就了伟大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精
神，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的动力之源。增
强忧患意识，充分看到发展中的困难、问题和
不利因素，不是消极泄气，而是要避免犯脱离
实际、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错误，真正做到既
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历史充分证明，忧患意识任何时候都不可
或缺，而且形势越好、发展越顺利，越要克服懈
怠情绪、增强忧患意识。今天，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但这一目标绝不是轻轻松松就
能实现的，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强化风险
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掌握斗争策略、练就斗争
本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做到居安
思危、未雨绸缪，如此方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
动仗。 （哈丽琴）

【一家言】

迨天之未阴雨
彻彼桑土 绸缪牖户

煮豆浆时，往往没烧开就会
沸腾，因为豆浆中的皂素受热膨
胀会产生大量泡沫，使人误认为
已 经 烧 开 。 这 种 现 象 叫“ 假
沸”。各地各部门为基层减负，
也必须防“假沸”。

会议数量少了，但是“一个
会议五个标”，开会时间没少；红头文件少
了 ，但 便 签 、通 知 多 了 ，需 要 落 实 的“ 准 文
件”依然很多；以单位名义建的工作群减少
了，但以部门、以个人名义单独建的工作群
却增加了，指尖负担并未减轻……前不久，
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地方在为基层减负时，
有的统计时搞变通，有的单纯以统计数据反
映减负成效，结果出现数据很漂亮，但实际
情况是基层仍被文件、会议缠身，这种基层
减负中的“假沸”现象必须引起重视。

“假沸”现象的出现，说明为基层减负
的复杂性、艰巨性。减负之所以难，根子还
是在极个别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不端正、工

作 作 风 不 扎 实 ，部 门 本 位 主 义 思 想 严 重 。
在为基层减负的大背景下，一些党员干部
虽然把减负挂在嘴上，但并没有真正落实
到行动上。各部门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各
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要各的“账”。加
之受“不开会就是不重视、不传达就是没落
实”等思维影响，一些基层干部习惯性通过
会议、文件等形式传达落实、推进工作。说
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自然难以真正落地
落实为基层减负。

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基层组织处
于群众工作第一线，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
巨繁琐，每件事情都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

需要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切
实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到谋实招、
办实事、求实效上。如果基层减
负出现“假沸”现象，基层党员干
部表面上是减负了，但实际情况
却可能不减反增，基层干部依然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
上”，依然是忙于留痕留迹、考核迎检、表表
册册等，他们哪里有时间精力去走村入户、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面对面去解决群众的
真问题。

为基层减负要防止“假沸”，一方面需要
提高认识。要认识到形式主义是顽瘴痼疾，
极易复发反弹、纠而复生。基层减负绝不能
一阵风，必须长期坚持，久久为功；另一方面
需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避免矫枉过正，谨
防“数字减负”。此外，也要强化监督监管，
确保各项减负措施的落地落实。最后还要
加强引导，让领导干部打破思维定式，切实
改进工作方法。

【洞见】

为 基 层 减 负 需 防“ 假 沸 ”
◎江武

■画里有话共有精神家园

助力

【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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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班超生于文学世家，父亲班彪是著名的史
学家，哥哥班固是《汉书》的作者，但成年后的班超
却志在像傅介子、张骞一样立功异域，以取封侯。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毅然选择了投笔从戎，走上
和家中大多数人不同的道路，最终成就了一世英
名。如果班超缺乏主见，盲目追随父亲和哥哥的脚
步，始终停留在自己不感兴趣的文学领域，恐怕难
以成就一番事业。

不善思考，就会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就会胸无
成竹、目无全局。所谓行成于思，不论做什么事善
于思考才能成功。满足当“搬运工”，上传下达、照
抄照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愿动脑筋、不善于
思考、不去想问题，缺乏新思路、新点子、新办法，那
么办事往往抓不住根本，工作难免流于平庸。推动
工作干出实效，尤其需要我们多动脑子勤思考，透
过现象看本质，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如此
方能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也。”学习与思考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当今时
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幅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
新事物层出不穷。只有拥有充足的知识和广阔的
视野，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前才能保持清醒头脑，
不随波逐流、盲目跟风。这就需要我们坚持把学习
作为人生追求、生活习惯、工作常态，始终保持如饥
似渴、一刻不停、孜孜不倦的学习状态，既读“有字
之书”，也读“无字之书”，以基层的鲜活经验打开自
己的思想空间，以群众的生动实践拓宽自己的工作
思路，秉轴持钧、以一持万，为开展工作找准“金钥
匙”和“定盘星”。

工作是一个埋头苦干、推进落实的过程，也是
一个慎思明辨、探求规律的历程。毛泽东同志曾
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我们党之所以能够
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思考，不断总结
经验。享有“常胜将军”美誉的粟裕，1940年指挥黄
桥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当别人兴高采烈地庆祝
时，他却坐在煤油灯下认真总结这一仗的得失，得
出 8 条经验、12 条不足。安于做思想懒汉，惯于照
猫画虎，难以保证工作高质量推进。只有举一反
三、反躬自省，从过往工作经验和失误教训中汲取
宝贵财富，才能不断调整提高自己，增强工作的前
瞻性和预见性，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是干事创业的基本功。迈向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我们应大力倡导开动脑
筋、勤奋思考、创新思路、扎实工作的良好作风，坚持
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工作，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
律、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善思才能善为
◎李志泽

地图导航软件上线轮椅导航功能，为用户
提供超过 9500万次无障碍路线规划；657种
药品列入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名
单，“字小如蚁”的药品说明书有了大字、盲文等
无障碍格式版本；多地影院配置无障碍放映设
备，视障观众可以佩戴耳机收听旁白解说……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施行一年多来，我国无障碍
环境建设驶入了快车道。

——据《人民日报》
锐评：无碍的尽头是有爱。以法治护航无

障碍环境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必将进一步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AI绘画、科研写作、生活助手……人工智
能技术一日千里，带动许多行业飞速发展，也
不可避免埋下诸如换脸骗局、数据侵权、炮制
谣言等一系列法律、道德乃至伦理层面的隐患
风险。如何使其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
前不久，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1.0版，引发广泛关
注。

——据《南方日报》
锐评：科技从来都是“双刃剑”，是好是坏，

是益是害，关键看握剑的人准备怎么用。为 AI
系好“安全带”，让其成“帮手”而不是“帮凶”，
更要加强治理和规范。

说是免费安装实际不免费、高空费材料费
“套娃”收费……近日，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
反映，自己本是高高兴兴换新家电，却被安装
费“刺中”，有的安装费甚至高达商品本身价格
的四成。专家建议，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持
续推进，家电企业应同等重视安装等售后服
务，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

——据新华社
锐评：家电安装费是否规范收取涉及老

百姓的切身利益，不能成为一笔糊涂账，更不
能任由“安装刺客”稀释家电“以旧换新”的善
意。

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普日如约而至，今年的
主题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协力建设科技强
国”。全国各地通过举办“千馆展览探未来”

“万场报告话前沿”“千万 IP创科普”等重点活
动和系列联合行动，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
神，激发创新自信，培育创新文化，筑牢科技创
新的群众基础，为建设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据《光明日报》
锐评：以“走心”科普将科学的种子播撒向

广阔大地，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科学内容送到
公众身边，才能有力推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
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

“上午种牙下午吃肉”“当天拔、当天装、当天
用”“无痛拔牙，一次解决所有问题”“种植牙价格
低至百元”……有媒体报道，部分口腔机构在宣
传时夸下海口，导致一些老年人不明就里上了
当，连完好的牙齿都拔掉了。一位老人原本只要
拔一颗牙，却被口腔诊所拔了全部29颗牙。

——据《法治日报》
锐评：公众口腔要健康，口腔医疗机构首

先要健康。牙科诊所补上违法的窟窿，拔除无
良的医生，干干净净开展执业活动，才能换来
社会的信任，实现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不让科技成果躺在图书馆睡大觉，帮助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是技术经理人的主要工作。技术经理人的概
念可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来往于上海与长三角城镇企业之间对接技术需求的“星期天工程师”，便是其雏
形。40多年来，这支队伍不断壮大。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