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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议

节后招工难、留人难是当
前不少企业面临的难题，在福
建省厦门市，一场旨在化解企
业“用工难”问题的联合行动正
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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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日起窜访台
湾。这位以“撒谎、欺骗、盗窃”为荣的

“过气”美国政客，罔顾中美人民根本利
益和中美关系大局，在台湾问题上翻云
覆雨、肆意操弄，企图借“台湾牌”增加个
人身价、谋取政治私利。蓬佩奥之流可
谓是机关算尽，但注定只会白费心思。

蓬佩奥是什么人，国际舆论早有定
论。他就是那个公开宣示“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我们偷窃”的“美国史上最差
国务卿”，就是那个美国国内外舆论认
定的“政治纵火犯”。在任期间，蓬佩奥
屡屡插手台湾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留下斑斑劣迹；任期结束之际，他还
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宣布解除美台
官方交往限制，给中美关系长远健康发
展“挖坑埋雷”；下台之后他依旧不甘寂
寞，频繁发布涉台不当言论，借纵容支
持“台独”势力的政治秀刷存在感。就

是这样一个造谣抹黑无底线、为政荒谬
无下限、搞乱世界无极限的“过气”政
客，却被台湾当局当成“香饽饽”，当成
倚美谋“独”的对象，甘愿跟其沆瀣一
气，真是贻笑天下。

几乎和蓬佩奥窜访台湾同时，美政
府也派出一些前美国政府官员窜访台
湾，再次显示美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言行
不一。去年以来，美方多次向中方承
诺，“不支持‘台独’”，实际却是说一套
做一套。言而无信，不知其可。美方应
该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源本义，切实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规定，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
来，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
纵容支持“台独”行径，切实维护台海和
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中国人民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
坚定不移。美方派任何人展示所谓“对

台支持”注定徒劳。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私利，一心贴靠

美反华势力，甘心充当其遏制中国发展
的“马前卒”。他们在勾连外部势力谋

“独”方面可谓心思用尽：借所谓“议会
外交”拉拢渗透外国议员，借所谓“过
境”进行谋“独”操弄……他们企图制造
其谋“独”行径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假
象，以此欺骗岛内民众、左右舆论。其

“独”欲熏心，在挟洋自重的邪路上越走
越远，是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导致两岸
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注定遭到历史的
审判和严惩。

几十年来，两岸关系虽然历经曲折，
但始终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行。祖国大陆
不断发展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
素。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
主张国家统一的力量这一边。台湾问题
因民族积贫积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

复兴步伐的更加坚定有力而终结，这是
时代的大势，是历史的必然。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没
有妥协的空间，对此任何势力不要心存
侥幸。历史终将证明，民进党当局逆民
族大义而动、逆炎黄子孙的坚强意志而
动，误判两岸关系发展大势而一意孤
行，跳得越高，也必然摔得越重。无论
民进党当局与外国势力如何勾连表演，
都阻挡不了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
统一的历史大势。

无论美方如何操弄台湾议题，都无
法撼动国际社会一中格局，无法改变台
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中方敦促美
方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不
要在打“台湾牌”的路上执迷不悟，慎重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
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严重损害中
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美“过气”政客打“台湾牌”注定白费心思
新华社记者

2022年全国两会如期而至，新华网
调查显示，反映民生期待的热词位居榜
单前列。2022全国两会热词中，收入分
配、住房保障、高质量教育、就业创业等
热词备受网民关注，反映了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热词年年有，年年有新变。“两会热
词”既包含国家发展的“大图景”，也包
含着每个人的“小目标”。从就业增收
到乡村振兴，再到住房制度、教育等等，
透过这些热词，可以切实感受当代中国
的脉动，以此去更好地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民之所盼锚定方位。
“两会热词”是洞察时代、透视社会

的直观窗口，也是民意诉求的重要表
达。民生历来是“两会”的高频词，连续
几年位列热词榜。面向“十四五”，一项
项民生制度勾勒着奋进的坐标，社会保
障网越织越密，百姓日子越来越安稳，
幸福指数也将越来越高。从“两会热
词”中既能触摸到强劲的时代脉搏，又
能感受到枝叶关情的民生温度。

“两会热词”折射出国家发展与个
人幸福之间的同频共振，更凸显网民对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殷切

期盼。随着国家发展强盛，人民群众在
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从加大
民生领域投入，到深化教育、社保改革，
一项项政策落地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具
获得感，并带来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
幸福感。

进入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
裕备受关注今年调查显示，“乡村振兴”
受到广泛关注。民生要改善交通需筑
基，经济要发展交通要保畅。交通是社
会建设发展的“血脉”，高铁建设则是血
脉中的“动脉”和“躯干”，提供着无限涌
动的力量。任何一个地方，大到一个国

家、小到一个村庄，都离不开便捷的交
通，而铁路则是交通运输体系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一环。在新的征程上，就要汇
聚更强大的基础建设力量，让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更加充实。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时代变迁日新
月异。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
要一年，期待代表委员们更精准地把握
群众的所需、所急、所盼，奏出激荡人心
的“春天交响曲”，书写不愧人民厚望的
时代光辉。

读懂“两会热词”背后的民生期待
李喆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蚌埠市
第一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总校校长崔建梅带来了《关于
国家编写统一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材的建议》。
她在建议中说：“目前我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形
势仍不容乐观，中小学生抑郁、自卑、厌学、逆反等现
象高发，自杀、自残等行为屡见报端。”

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2021年3月，中科院发布
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报告显
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
度抑郁17.2%，重度抑郁为7.4%。也就是说，每5个孩
子中就有 1 个有抑郁倾向。在这令人心惊的数据背
后，还伴随着一桩桩青少年自杀事件。中国儿童中心
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儿童蓝皮书：中
国儿童发展报告（2021）》中，也有一组调查数据：10~16
岁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知识的平均分只有 62.88 分
（百分制），约33.1%中小学生得分低于60分。特别值
得注意是，正确率最低的是关于预防自杀的心理健康
知识。调查还发现，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越高的中小学
生抑郁风险越低、心理韧性越高，且越愿意寻求专业
心理帮助，而越是有抑郁倾向的学生越不愿意向外界
求助。

由此可见，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必须及时跟
上。教育部几年前就要求学校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和
开设心理咨询室，但问题是，有的学校有咨询室却没
有专职心理老师，由班主任或任课老师兼任。不少老
师和家长吐槽，有些学校的心理课或心理咨询室只是
摆设。

教育部去年进一步下发通知，要求高校把心理健
康纳入公共必修课中，而中小学校则将心理健康教育
纳入校本课程，还明确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1
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可即使解决了专职心理
老师的问题，没有可以信任的教材，老师们上课就只
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此前在网上，有学校的心理课老师向众人求教，
没有现成的教材，市面上的心理学书籍又多又杂，
该怎么选择呢？心理学在中国是近几年才逐渐发
展起来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少，专职心理学师资也
不丰富，很多年轻老师即使考取了资格证，也还欠
缺实践经验。所以，科学权威的统一教材不仅是给
孩子们看的，更是给老师们上好心理健康课的辅
助。

当然，有了统一教材也不可能万事大吉，有些学
校名义上开了心理健康课程，却上不了几个课时；
有的学校发了教材，却只能放在书架上落灰。更重
要的是，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全指望学校的心理
健康课。

当下，依然有人不把心理健康当回事，只以“脆
弱”二字概括之。很多时候，解开青少年的心结，
是需要整个家庭一起配合治疗的。青少年心理健
康的重要一环牵在家长的手里，调查显示，33%的
青少年自杀原因是家庭矛盾。孩子如果生理上感
冒发烧等，父母容易发现，也会积极治疗，不会因
此责怪孩子，可如果是心理上“感冒”，待遇可能大
不相同：要么是对孩子的求助信号视而不见，要么
就是劝孩子“想开点，坚强点”之类的大而无用的
道理。

统一教材也好，心理健康课也好，都是当前非常
迫切的教育改进措施。但是，也千万别觉得只要多上
两堂课，学校更重视一些，孩子们的心理隐疾就能痊
愈，这种错误的认知也正说明，包括家长在内的整个
社会，都需要心理学的“扫盲”。

推进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统一教材只是第一步
马青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科技大学副
校长魏世忠建议，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强化互联网平台
责任，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网络暴力行为纳入公诉案件
范围，以有效遏制网络暴力这一不良现象。魏世忠的
建议立即得到众多网友的关注并冲上热搜，可见大家
对网络暴力的“深恶痛绝”。对于网络暴力，我们应时
刻保持警惕，并对此坚决说不。

古语有云：“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
乎？”如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信息的广泛传播提
供了更多的可能，这无疑是时代的巨大进步。但是，
凡事总是利弊兼存，比如说网络审判和网络暴力就
是。一事当前，不问是非曲直，私自定性，无限上纲，
毫无底线。标题党满天飞，甚至罔顾事实真相，不惜
用煽动性的语言恶意歪曲，误导舆论，干扰正常的调
查和处理，大则致人死亡，小则让当事者欲辩无言，声
名狼藉。这样的例子在大家网上冲浪、“吃瓜”时并不
少见，我们更应对此保持警惕和清醒，以免让更多无
辜的人承受伤害。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对网络暴力进行界定、制约和惩处，让“网络不是法外
之地”逐渐深入人心。但随着网民规模迅速扩大，信
息场日益复杂多变，网络暴力依然时有发生，而且造
成了严重后果。究其根由，就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
在网上口出恶言不用负责任，不会付出什么代价，也
就是说，法律惩处的震慑力不足。

目前，网络暴力维权大多依靠行政执法和民事自
诉，被侵害者取证艰难，追责困难，要付出大量的时间
和经济成本，但加害者却往往不会受到很严重的惩
罚，责与罚完全不成正比。而且，这类案件往往时间
周期很长，但是网暴却不会停下来等，受害人在维权
过程中，还要忍受排山倒海的网络暴力侵袭，其中的
痛苦和压力可想而知。

对于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让所有人深恶痛绝
的恶行，司法应该有主动作为，重拳打击的决心和力
量。只有在严重的网暴案件中，依法启动公诉程序，由
公权力对违法者进行追究，才能体现出司法对于受害
者的有力保护，对施暴者的绝不容情，让那些躲在暗处
为非作歹之人无处遁形，不敢造次，让公平正义之光照
亮清朗的网络空间。

对网络暴力坚决说不
马政

3月5日，最高法院联合全
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
部、司法部、卫生健康委共同
发布了《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
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根据该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强
化依法干预家庭暴力的观念
和意识，加大家庭暴力警情处
置力度，强化对加害人的告
诫，依法依规出具家庭暴力告
诫书。注重搜集、固定证据，
积极配合人民法院依职权调
取证据，提供出警记录、告诫
书、询（讯）问笔录等。被申请
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尚不
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

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
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
下拘留。医疗机构、学校发现
有疑似遭遇家庭暴力被害人
的，应当及时向公安等部门报
告。

虽然《反家庭暴力法》已
经于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并规定了人身保护令等保护
措施。但现实中，一些家暴受
害者基于各种原因忍气吞声，
导致持续受到侵害。主要原
因在于，很多人尚存在这样的
观念，即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
害者，均认为家丑不可外扬，
受害者羞于向他人诉说，更少

选择救济。
此外，由于家庭内部生活

的封闭性、私密性，即便公权力
介入，也难以有效搜集证据，进
而判定孰是孰非，以至于“清官
难断家务事”。同时，很多受害
人没有取证意识，既不愿及时
报警求助，也不知道有效固定
证据，以至于让施暴者长时间
逍遥法外。

在反对家暴方面，当前存
在的种种现实因素，足以压制
受害者的勇气。而构建一个完
善且强有力的人身保护令机
制，可有效解决弱者所处的困
境，让其有勇气、底气向家庭暴

力说不。根据前述意见，公安
机关接到报案后应当及时搜集
并固定证据。这将改变以前公
安机关不介入“家务事”的局
面，并将改变被害人提起人身
保护令或者主张其他权利时取
证难的尴尬。

同时，人身保护令属于人
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判文书，
如果行为人违反该保护令情节
严重的，可以对其拘留、罚款。
这将让人身保护令长出“牙
齿”，让施暴者切切实实感受到
人身保护令的严肃性，进而能
够反思自己的行为。

此外，根据该意见，医疗机

构，学校等发现有人疑似遭遇
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登记有
关信息并向公安机关等部门报
告。该“强制报告”制度将缓解
部分被害人不敢报案、不愿报
案的尴尬和困境，有助于最大
程度上发现家暴现象并惩戒施
暴者。现代社会，家务事不再
是家暴的“避风港”和挡箭牌，
任何人都是独立的权利主体，
都应受到尊重和保护。构建多
部门共同参与和发力的体制机
制，将让人身保护令切实发挥
作用，为家暴被害人构筑坚实
的保护屏障，让其不再沦为沉
默的羔羊。

让人身保护令成为弱者护身符
史洪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