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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声]

编辑同志：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 ，

统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 布 局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 这 一 重 大 部 署 ，是 对
乡村生态价值的重新认识和
灵 活 运 用 ，指 明 了 新 时 代 乡
村建设的方向。

纵观全市现状，美丽乡村
建设问题依然很多。比如：规
划编制有“数量”欠“质量”、重

“面子”轻“里子”、乡村产业赋
能美丽乡村建设须增强等，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面子要
美丽得体，里子更要充实丰富。

要把全市村居整合成若干
个大小不等的单元，道路体系
共通、设施服务共享、乡村特色
共塑、发展载体共联、长效管理
共抓，片区化推进和美乡村建
设，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充分考
虑乡土特征、发展现状、资源禀
赋等因素，不搞“一刀切”，打造

“山、水、林、田、家”浑然一体的
格局，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

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基本
公共服务、人居环境上持续发
力，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
活。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加
快推进综合服务、物流、水利等
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建管
并重，切实用好、维护好。提供
便利的基本公共服务，加大城
乡公共资源梯度配置力度，着
力加强薄弱环节，聚焦教育、医
疗、养老等短板。

要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
济，以农民增收为目的，突出
乡 土 特 色 ，走 差 异 化 发 展 路
子 ，推 动 形 成 一 村 一 业 或 多 业 的 庭 院 经 济 发 展 格
局。县镇层面布局培育，把好资源做成好品质，把好
品质做成好品牌，把特色产业做成优势产业，拓宽农
民就业和增收渠道。

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涵育乡风民风家
风，加强思想引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农
民生活，完善村规民约，广泛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并
利用传统节日等节庆节点，组织农民开展富有农味的
文娱活动，让农民乐参与。

读者 南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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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提倡

人往高处走，有利于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和
昂扬向上的斗志，使人的聪明才智得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但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人才的
成长必须从低处起步，干事创业也只有从低
处打好基础，才能行稳致远。我党之所以历
来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鼓励干部常
往低处走。

常 走“ 低 处 ”，是 人 生 增 长 智 慧 之 源 。
“坐在办公室，看到的都是难题；走到群众
中 ，听 到 的 都 是 办 法 ”。 人 民 群 众 在 创 造
实 践 中 获 得 的“ 真 知 识 ”、总 结 的“ 金 点
子”、闯出的“新路子”，往往能为解决问题
提 供 启 示 。 领 导 干 部 工 作 中 遇 到 了 难 以
破解的问题，常往低处走，多搞调查研究，
多 拜 群 众 为 师 ，就 会 有 攻 坚 克 难 的 智 慧 ，

就 会 有 解 决 问 题 的 办 法 。 焦 裕 禄 、谷 文
昌、姜仕坤、杨善洲、黄文秀这些优秀人民
公仆，就是靠迈开双脚，深入基层，扎根群
众，访民问计，找到因地制宜的脱贫之路，
才有了兰考锁风沙的梧桐树、东山遍野的
木黄麻、晴隆脱贫的“晴隆羊”、大亮山的
万亩林场、政和的“发展速度”、百坭村的

“ 民 情 地 图 ”，他 们 在 深 入 调 研 中 发 现 问
题、解决问题、增长智慧，不断把为人民造
福事业推向前进。

常走“低处”，是人生历练之要。参天
大树，靠的是强大的根系；摩天大楼，必须
有 深 厚 的 地 基 。 人 才 的 成 长 也 要 在 基 层
多磨炼、多摔打，在基层多熏“烟火味”，从
民 间 汲 取“ 营 养 汁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回
忆成长经历时，时常提到自己得益于青年
时期在陕西延川县梁家河村锻炼的 7 年，

从群众中学到了受益终身的东西。20 世
纪 80 年 代 ，他 又 主 动 要 求 从 北 京 的 机 关
到 河 北 正 定 县 工 作 ，他 蹲 在 基 层 、扑 在 一
线 ，踏 遍 了 全 县 所 有 的 村 庄 ，与 人 民 群 众
结下深厚的友谊，为人民群众做了许多实
事 好 事 ，深 切 地 读 懂 了 什 么 是 中 国 的 农
村 ，什 么 是 百 姓 的 喜 怒 哀 乐 ，什 么 是 中 国
的基本国情。“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
于 卒 伍 ”，讲 的 就 是 提 拔 到 高 处 的 领 导 干
部 必 须 经 过 低 处 的 历 练 。 只 有 经 过 基 层
这个“练兵场”操练，在群众这个最好老师
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干部，才能熟悉基层情
况，深知百姓所需所求、所急所盼，才能有
效地履行党的宗旨，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常走“低处”，是人生的境界。是贪恋高
处的“高职高位高薪”，还是乐往低处与百姓
交友交心，亦能彰显一个人境界之高下、人

品之优劣、胸怀之大小。那些图谋私利的
人，上则喜形于色，下则牢骚满腹，甚至在仕
途升迁、上调机关上苦心钻营、斤斤计较。
只有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牢记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才乐于往低处走，带着真情实感融入
群众中，勤问民苦，关心群众的衣食冷暖；勤
察民情，知道群众的喜怒哀乐；勤解民忧，为
群众的事说办就办，在为人民造福的事业奋
斗中，不断抬高理想追求的标杆，达到人生
境界的高处。

读者 辛恒卫

常往“低处”走 方能成大业

编辑同志：
轰轰烈烈的全国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作

文题目是每年高考期间的热议话题，今年也
不例外。其中新课标 II 卷，要求根据本试卷
语言文字运用提到的“安静一下不被打扰”的
想法写一篇文章，这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的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日益激烈，青
少年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尤其是在
学习和生活中，各种挑战、竞争、考验不断涌
现，使得青少年们感到非常疲惫和焦虑。此
时，他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静谧空间。

“安静一下不被打扰”的想法在当代青少
年中十分普遍，这说明了青少年们渴望拥有
一个私人的空间和时间来放松自己，沉淀自
己，健康成长。这不由让人想起一句歌词：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
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是的，这个属于自
己的空间并不需要豪华奢侈，只需要温馨舒
适就足够了。比如，可以在房间里摆上一张
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些书籍、音乐或者
画画工具等，让青少年们能够在这里安心学
习和休息。同时，这个空间也可以是青少年

开心的理想空间，比如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
子，使其更能体现出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特点。

在这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里，青少年们可
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看书、听音
乐、绘画、写作或者思考。这个空间可以让他
们获得心灵上的宁静和放松，同时也能够培
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个性。

当然，这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并不意味着
不能和家人和朋友交流互动。相反，它应该
成为青少年们和家人、朋友沟通的桥梁，促进
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这样能够帮助青少

年们更好地适应社会，成为有责任感、独立思
考和自信自主的人。

在“安静”的空间沉淀蓄势，让“后浪”
的梦想振翅腾飞。“安静一下不被打扰”对
于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使他
们获得内心上的平静，也能帮助他们提高
自 己 的 综 合 素 质 和 个 性 魅 力 。 这 样 ，“ 后
浪”们就能够更好地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
环境和各种挑战，奔向“星辰大海”，走向
阳光的未来。

读者 张忠德

给青少年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

编辑同志：
盲道，是城市帮助盲人行走的道路设施。时下，随

着城市规划的不断完善，许多道路都修建起了盲道，极
大地方便了盲人的出行。但是，有部分城市的盲道设
计不规范、管理跟不上、违规停车占用情况严重，让盲
道成为摆设，也给盲人出行埋下了安全隐患。

笔者认为，盲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应该得到更
多 的 关 爱 。 盲 道 虽 小 ，但 却 是 一 面 城 市 文 明 的 镜
子。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强盲道知识的宣传教育，利
用城市宣传牌、报纸等媒体做些公益广告，普及盲
道常识，宣传乱占盲道的危害，增强公民尊重残疾
人的意识。要有严明的管理制度，把盲道建设好很
重要，更重要的是做好后期管理维护工作，执法部
门要履行职责，对违法损毁、侵占盲道的行为必须
严格惩治，决不姑息，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通报一
起、处罚一起。

铺 设 盲 道 体 现 着 社 会 对 残 疾 人 的 尊 重 ，同 时
也是考量一座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程度的重
要指数。只有提高素质，强化对残疾人的关怀，重
视 盲 人 事 业 ，才
能 让 盲 道 畅 通 无
阻 ，让 社 会 更 加
文明、和谐。

读者 杨远彦

保障盲道畅通

编辑同志：
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每年夏

季，全国各地都会发生学生溺水事故，教训十
分惨痛，发人深省。笔者仔细梳理近年来身边
发生的溺水事故，会发现这些事故多发生在脱
离家长监护和学校老师管理时段，孩子们私自
跑到河里游泳造成的。因此，父母作为孩子暑
期的监护人，是预防孩子溺水至关重要的一道
防线。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暑期孩子外
出，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要知道他们到哪里
去、干什么、与谁在一起、有哪些危险。教育部
门提出，对孩子行踪要做到“知去向、知同伴、
知内容、知归时”。这就提醒家长，一定要多从
细节上发现问题，针对孩子思想出现的倾向
性、苗头性问题必须及时纠正，严防溺水风险。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溺水事
故会给家庭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造成无法弥
补的损失。暑假里，家长的一点点麻痹大意与
疏忽，都有可能给孩子的安全埋下隐患。因
此，家长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年龄与身心特点，
选择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联系身边的事例来告知孩子溺水的危害性
以及对家庭带来的伤害，只有孩子思想重视，
才能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

学校要做好宣传与督查，利用班会讲解防
溺水教育，通过班级微信群，发放告家长的一
封信等宣传防溺水知识。在容易发生溺水的
区域张贴防溺水标语，悬挂防溺水标识牌。

防溺水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携手，各司其职，齐抓共
管，构建防溺水“铜墙铁壁”，只有这样，才能合力保障孩子们暑期安
全，切实抓好防溺水工作落实，保障广大学生度过一个欢乐、安全的
假期，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读者 杨远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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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丹凤县竹林关镇中心小学组织100多名学生及家长到竹林关村家风家训馆参观学习，接受红色家风家训
的熏陶和洗礼，引导家长重视家风家训建设，教育学生养成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争做优良家风的传承者。

（本报通讯员 刘 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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