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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斩断IP代改灰色产业链

集思录

微 评

让孩子体悟劳动的无限魅力
贾梦宇

规范“露营旅游”
应当扎紧“监管帐篷”

吴睿鸫

养老服务呼唤
更多“一人一册”

许君强

“诗意两米线”彰显疫情防控的温度
康 乾

教育部近日印发的《义务教育劳动课程
标准（2022年版）》提出，劳动及其所占课时
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并
根据不同学段制定“清洁与卫生”“整理与收
纳”“烹饪与营养”等目标。此标准于今年秋季
学期开始执行。（综合近日多家媒体报道）

同样的年纪，有的孩子已经会做很多
菜，有的却连荷包蛋都不会煎，更别提做一
道西红柿炒鸡蛋，炖一锅骨头汤。此前有媒
体调查显示，我国小学生平均每天的劳动时
间只有12分钟，煮饭炖汤、修理家电、种菜养
禽……对于很多中小学生来说，都属于“未
开发领域”。日常劳动教育的缺位，让越来越
多的孩子逐渐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宛若

“温室里的花朵”。
“离开劳动，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小

学生不会剥煮熟的鸡蛋、不会拿扫帚扫地，
大学生把衣服带回家让家长洗、请家政公司
来宿舍搞卫生……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
现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
现象，根源就在于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时
下，很多地方中小学的劳动教育要么直接缺
失，要么流于形式，仅限于拍照打卡了事，让
人难以对劳动有更多切身的体验和感受，背
离了劳动教育初衷。此次，教育部发布相应
方案，将劳动课对象延伸至小学生，确定不
同学段的不同目标，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
性，给学校和家长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行动
指南”，体现了教育理念的进步。

劳动究竟能给孩子带来什么？一个名叫孙
佳瑞的10岁女孩给我们带来启示。她8岁开始
学习炒菜，如今已经会做五六十道家常菜，短视

频平台上的粉丝近90万，被网友称为现实版
“中华小当家”。她之所以能引起热议，不仅在
于其娴熟的炒菜技艺，更在于背后的故事。正
是因为心疼从事餐饮行业的父母，孙佳瑞8
岁就开始了自己的厨艺之路。她用的炒锅重
约4斤，操作起来既需要力量也需要技巧，为
此，她足足练习了一个暑假，人都瘦了10斤。
通过劳动，她不仅锻炼了意志、培养了精神，更
理解了感恩父母、感恩社会等深意，成为在
劳动中学会成长的典型，更生动展现出重视
劳动教育、加强劳动教育是多么重要和必要。

只有搬过重物才会思考省力的方法，只
有亲手制作过陶艺才能更加体会艺术的价
值。劳动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孩子们“生活
能够自理”，而且是成长的必须。通过劳动，孩
子能够认识社会、感悟自然、观察生活，培养

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人生观，提升综合素
质、实现全面发展。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劳动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
开设劳动课，是“双减”教育改革的重要一
环。青少年时期是学习技能的黄金时期，尊
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就应该从教育开始，
在他们心中种下“劳动光荣”的种子。放开
手脚，让孩子体验劳动之乐，体悟劳动的无
限魅力，他们就能从劳动精神中汲取勇气、
力 量 、奋
斗 等 成 长
养 分 ，不
断 成 就 充
盈 、闪 光
的人生。

“十五彩衣年，承欢慈母前”“黑发不知
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少年易老学难
成，一寸光阴不可轻”，一首首意境深邃的经
典诗词，出现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处核酸检测
现场的两米线上。海淀莲花小区的高中生沈
俊博，近日自费打印了近 40 张带背胶的诗
词贴纸，以两米为距，逐一贴到采样通道的
地面上。这份诗意的呈现得到社区居民的
一致点赞。（综合近日多家媒体报道）

这些隽永优美的古诗词，使核酸检测
间隔线更加醒目，让现场不少市民放下手
机，或边排队边默读，或给孩子进行讲解。
小小的诗词贴纸，带给人们的是书香、是乐
趣，更是暖意、是温情。

无独有偶，浙江宁波不少核酸检测点
的间隔线近日也变了新模样，印有城市历
史、养生知识、电影台词、昆虫科普等内容
的“创意一米线”让人们眼前一亮。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无论是“诗意两米
线”，还是“创意一米线”，都让普通单调的
间 隔 线 有 了 更 多 诗 情 画 意 的“ 打 开 方
式”——这不仅是秩序线和安全线，更可以

是充溢着文化、历史、知识的风景线。
核酸检测是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

隔离、早治疗”的第一道防线，在阻断疫情
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
面对常态化核酸检测，一些人难免会出现
疲惫感甚至是松懈和麻痹心态，“诗意两米
线”“创意一米线”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
这种倾向。这些凝聚着基层智慧的防疫创
新举措，就像一声声充满温暖和善意的提
醒，给核酸检测营造出更加温馨的氛围，有
助于更好地织密疫情防控网、夯实疫情防
控基层基础。

同疫情作斗争，既要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各项举措，也要关心关爱群众，通过精神
慰藉、人文关怀等方式，缓解疏导他们的心
理压力和焦躁情绪。这不仅考验着相关部
门的管理智慧，也是对其为民初心的检
验。“诗意两米线”“创意一米线”启示我们：
在疫情防控中，可以多探索一些类似这样
充满人文关怀并温馨有趣的创新举措，关
心呵护好所有为战疫贡献力量的人，这样
就能更好凝聚起群众内心最强大的力量。

海外博主的IP归属地却在国内，各省吃喝玩乐博主的IP归属地都在湖南……
随着IP归属地功能的上新，在各网红大V惨遭翻车的同时，IP代改业务也随之出现，
记者发现最低花费13元就可以更改IP归属地。（据《新华每日电讯》5月8日报道）

IP代改业务背后存在安全隐患，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IP代改不能成“生
财之道”，必须尽快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针对 65 岁以上独居或空
巢老人，自 2021 年开始，武汉
市洪山区关山街道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南湖社区制定关爱老人
服务记录本，一人一册记录重
点老人日常需求和社区服务内
容。截至今年 5 月，辖区内累
计有 83 名老人享受一人一册

“待遇”。（据《长江日报》5 月 8
日报道）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
达2.64亿。如何解决好老年人
尤其是高龄和独居老年人养老
问题，是一项紧迫的社会课题。

不同的老年人对养老服务
的需求是有差异的。比如，有
的老年人长期患病，在求医、治
疗和购药等方面需求更多一

些；有的老年人身体状况较好，
但精神上空虚，需要更多的精
神关爱。从“需求侧”出发，“一
人一册”制定服务记录本，结合
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这
样有针对性的服务，能够满足
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有利于
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安享幸福美满的晚年，是
每位老年人的期盼、每个家庭
的关切，也是整个社会的责
任。“一人一册”为老人提供了
一项暖心服务，也为我们养老
敬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类似这样的举措多些、再多
些，就能更好解决老年人的

“急难愁盼”，把他们的养老
“体验度”拉满。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露营火了。在全国很多地方，露
营地、河湖边、公园里，各式帐篷
密密匝匝。然而，一些露营者选
择不具备基础条件的地点露营，
由于缺乏专业的规范引导，产生
了植被损伤、环境污染、用火隐
患等问题。（据新华网 5 月 7 日
报道）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露营成为旅游新风口，催生“露
营经济”蓬勃发展。踏足荒野、悠
然自得，“露营旅游”活动空间更
大、体验感更强、场景更加丰富，
满足的是人们对“诗和远方”的
向往，体现的是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不过，任何形式的旅游，都
要坚守文明底线和安全红线。随
意践踏植被，随手乱丢垃圾，不

注意用火安全……“露营旅游”
中的一些不良行为，损害的是文
明、破坏的是生态，影响旅游体
验也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必须及时予以制止和规范。

“露营旅游”充满野趣，但
不能“野蛮生长”。目前，已有一
些地方出台了规范性文件，强
化对露营活动的管理。在此基
础上，还应进一步扎紧“监管帐
篷”。一方面，可以细化“露营
旅游”的行业评定标准，建立分
级管理体系，提供必要的服务，
为露营人员提供露营安全和环
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
还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
定，督促和倒逼游客们自觉维
护身边美丽的环境，努力做到

“无痕露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