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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热议热议

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叶嘉莹女士日
前辞世。许多见过、听过、读过叶先生
讲诗词的人们表达了深情缅怀，感谢
她为公众打开了一扇门，通往美好、高
洁的中国诗词殿堂。

文以修身，诗以养心，古典诗词中
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可这些优美隽永
的文字又有相当的“进入门槛”，无论
是自己琢磨，还是听人讲解，都很需要
静心凝神。就在追忆叶先生讲诗写
诗，“把即将失传的吟诵留给后学者”
的同时，很多人也在追问，现在还有人
读古典诗词吗？

在这样一个快餐文化泛滥的时
代，一切都追求“短平快”，大众生活习

惯似乎与诗的精神相去甚远。高强度
的感官刺激，浅表化的过载信息，随手
可及的数据检索，让思维的专注、深刻
与 记 忆 力 ，都 在 遭 遇 前 所 未 有 的 挑
战。调查显示，当代人的连续专注时
长已下降到了 8 秒。与此相应的信息
获取习惯则是——脑中往往尚未建构
起真正的意义，手指与目光已匆匆滑
往下一个目的地，似乎看了很多却鲜
少沉淀下有价值的内容。尽管中国被
称为“诗的国度”，但互联网的深刻介
入，似乎正在冲击古老的文化根脉，让
我们与诗词的审美体验渐行渐远。

或许有人会说，在这样一个“诗歌
无用、诗意无存”的年代，读诗有什么

用？对此，叶先生曾朗声作答：“让人
心灵不死。”作为个体，每个人都难免
迷茫困顿，进而质疑世事的无常、追问
生命的价值。而古典诗词之中，恰恰
就有某种永恒的意义。盛唐已去，但
留下了李杜诗篇；大宋不再，但传承着
宋词清丽。古典诗词里，承载着超越
时代的文化认同：那些我们曾经或正
在经历的千般思绪、百种况味，前人早
就那么深刻地体验过、描摹过，也排解
过、超然过。也正是因为“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只要认真去读，每一代人
总能被古典诗词中精妙的境界、细腻
的情感打动，找到内心的静好，丰盈精
神的世界。诚如所言，“世界永远焦

虑，诗却是一种定力”。
人生难免忧患，面对纷繁遭际，叶先

生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弱德”指的
不是“弱者”，不是放弃、躺平，而是每每在
困难的时候，总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撑。就
像石缝里钻出的小草，看着柔弱，却默默
生长，最后甚至能掀翻石块。“我的莲花总
会凋落，我要把莲子留下来。”传递这份永
恒的诗心，也会让更多人获得“走过忧患
的一种力量”，懂得欣赏每个路口的花开
花落、过好生命之旅的岁岁年年。

微 评

人民热评

据报道，在上海举行的“中法匠艺游园会”
展览活动中，中法传统技艺工匠展示两国精湛
技艺与工艺，如法国古老的萨克斯按键安装，
中国非遗螺钿镶嵌工艺等。在相似材质的艺
术品中，法国工匠与中国匠人之间呈现出技艺
和美学的强烈碰撞，展现中西方艺术相互交融
又各具特色的特征。

当前，中国共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
第一，其中很多是传统技艺。传统技艺主要是
指传统手工艺，最早的手工艺品可以追溯到远
古先民的劳动工具，为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需
要而产生，展现了不同区域人们如何处理人与
自然的关系。

传统技艺通过艺术美感促进民心相通。依
托传统技艺的手工艺品凝结着人类对艺术的追
求。在西方语境中，“艺术”这个词本义是“人
为”或“人工造作”；中国古人常说“鬼斧神工”

“天工人其代之”等，都表明手工技艺的美感。
传统技艺源远流长，背后传承的是智慧和匠心，
体现出人们对美的追求。传统手工艺品以审美
的方式表达人类情感，以情感共鸣打破人与人
之间的界限。正是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造就
了各民族不同的艺术风格，展现出不同的文化
精神，从而形成不同美学风格的相互碰撞。

文化和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在某种
程度上很好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源于日常
生活的传统技艺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让人们发现虽然肤色不同、地域不同，但曾经都
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只是由于各自生活条件差
异而有不同的回答。比如刺绣工艺，中国刺绣
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以精细、雅致著称；中亚
地区的金线刺绣图案繁复，色彩鲜艳；爱沙尼亚
刺绣以其鲜艳的花卉图案闻名……不同地区刺
绣技艺体现了各国民族对自然、宇宙和生命的
共通感知，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基础。

传统技艺的对话功能根本在于其可传播
性。由于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传统技
艺可以共享和传播，具有较广的受众范围。例
如，受到海内外网友喜爱的短视频博主李子柒，
近期通过在视频中展示成都漆艺、缫丝、植物拓
染、蜀锦、绒花等手工技艺，再度回到大众视野，
体现出传统技艺在现代科技、传播技术加持下
的强大生命力。在海外，这些传播传统技艺的
视频助推中国向海外传达全人类的文化价值共
识，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中华文明中“真、善、美”
的表达，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风俗
习惯的理解，增进不同国家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和尊重，拓宽国际交流合作空间。

为了让这些“老手艺”在跨文化对话中焕发新活力，首先需
要玩出“新花样”。传统技艺传承人需要拥抱新设计、新平台、
新市场，为产品开拓“出海”渠道、争取打造更多应用场景，让中
国传统技艺产品更好地融入世界人民的生活。其次要加强传
统技艺国际传播，充分运用传统技艺资源，讲好中国非遗故
事。一方面，加强传统技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提高国际传播
人才的专业素养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比如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设立非遗技艺传承与体验中心，将非遗充分整合进入境旅游
项目，增强外籍游客体验感。另一方面，引导文化出口企业、对
外文化贸易基地等，通过技术创新突出外向型产品的文化属
性。比如，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丰富在线展览方式，
激活传统技艺传承和传播的生命力，使其更易被国际观众接触
和体验，真正实现跨文化语境下的心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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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微杜渐，方能避免重蹈覆辙。
——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了一

份湖南长沙县卫生健康局向他出具的《依法履
职处理意见书》，该文件仅200余字，竟有7处
错别字，且存在明显语法错误。《中国青年报》
发表评论，此事折射的工作作风问题，应当引
起足够的警惕。该事件再次提醒政府相关部
门的工作人员，应当时刻保持认真、踏实的工
作态度，将更多精力放在关乎老百姓利益的事
情上，加强审核与纠错机制建设，力戒浮躁的
工作作风。

校园管理，尤其是直接针对学生的管理，还
是要更多体现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而不是“管理
本位”。

——近日，有网友发布“辽宁大学化学院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其中，冬季扫雪缺席
次数多于30%的该学院研究生，将取消学业奖
学金评审资格，引起广泛关注。光明网发表评
论，“扫雪和奖学金挂钩”所引发的争议或并不止
于事件本身。它所投射的，更是当前社会对于高
校的一些做法和管理理念的“分歧”。即便有更
多的学生受挂钩规则的约束去完成扫雪“指标”，
这到底能够带来多大的所谓“劳动教育”的价值，
恐怕依然存疑。

租电动轮椅实在不该成为任何景点的游玩
秘籍。

——有游客吐槽，在上海迪士尼园区看到不
少年轻人使用电动轮椅作代步工具，嘻嘻哈哈地
行驶，甚至上演“碰碰车”，影响了正常秩序。《北
京晚报》发表评论，法律上没有非伤残人士不得
使用轮椅的规定，景区也难以禁止健康人使用轮
椅，但每个人都应该把公共秩序和他人利益装在
心上。那么多游客愿意花钱去租轮椅，反映了景
区布局上的不合理和服务上的欠缺。游览路线
能否实时优化、排队长廊可否增加座位等问题是
所有景区都要思考的。

在这快速变换的舆论场中，我们更需要多一
分理性，防止被层层迷雾迷惑了理性看待事物的
双眼。

——近日，一名老师因给上课爱说话的学生
戴“小蜜蜂”扩音器的视频走红，但因未给学生视
频打码等原因，她表示迫于压力选择离职。当地
教育局回应称，该老师为聘用制老师，已自愿离
职，且离职在视频拍摄前，目前，多部门已介入调
查。《中国教育报》发表评论，面对涉及教育的“热
搜”，不妨请先放慢脚步，等等“小蜜蜂”这类事件
的真相。这不仅是对事件本身的尊重，更是对个
人权利与尊严的尊重，我们应以更加理性、负责
任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热点事件。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12月1日，全国医保正式上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
冠心病、病毒性肝炎、强直性脊柱炎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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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巴占片，难治性癫痫的“救命
药”，在今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中
每片从2.43元降至2.11元。

别小看这几角钱的小调整，背后
是医保服务民生的大进步。近日发布
的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91种药
品，其中肿瘤用药 26 种（含 4 种罕见
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用药15种（含2
种罕见病）、罕见病用药13种、抗感染
用药7种、中成药11种、精神病用药4
种，其他领域用药21种，为更多患者家
庭带来温暖和保障。

除了药品价格和目录的调整，还
有药品的迭代升级。糖尿病患者通常
每天就要“扎一针”，新增药品中，一款
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的创新药，一周仅
需注射一次。国家用“真金白银”支持
创新药，努力营造支持真创新、真支持
创新的氛围。

这些变化，都反映出做好医保工
作的基本思路：以民生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赋能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参
保人争取最大利益。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背后，是国
家对罕见病患者小群体的不漠视、对
慢性病患者大群体的不忽视。随着国
家医保局成立以来的一次次目录调
整，全民健康得到一步步更好保障。
医保目录调整，不会一蹴而就，未来还
需有更多填补短板、提升疗效的药品，
及时以合理价格纳入医保目录，进一
步提升保障水平。

药品虽小，百姓健康事大。笔笔
小账，累积成人民健康的大账。今年
谈判或竞价成功的药品，平均降价
63%，叠加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因素，
预计2025年，新版目录实施将为患者
减负超500亿元。

期待每一次医保药品小变化，都
能促进健康保障的大进步，给群众带
来更具幸福感的“大礼包”。

为党员干部消解“影子焦虑”
吴佳祺

社会观察

这个时代还需要“诗以养心”吗？
杜梨

据大河网报道，近期，郑州、商
丘等 5 市相继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党
员干部开展澄清正名，旗帜鲜明地
为清白干事者撑腰、为担当作为者
鼓劲，获得了干部与群众的点赞和
支持。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
但在现实中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只
管身体正不正，而不在意影子斜不
斜。当我们的党员干部在遭受误
解、诽谤时，能不能及时为他们正
名，帮助他们摆脱“影子焦虑”，让他
们轻装上阵，一心一意干事业，就显
得格外重要而又必要。

毋庸讳言，在现实中仍有不少
党员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子焦
虑”，一些勇担当、敢作为的党员干

部在干事创业、推进改革发展过程中，
难免会触碰某些群体的利益、动了他
们的“奶酪”。有的人仅仅因为自身诉
求未能兑现，便借信访举报之名行诬
告诽谤之实，故意捏造“黑料”、搜集所
谓“问题线索”，采取造谣传谣、恶意中
伤等伎俩来诬告陷害、打击报复党员
干部，让他们的“影子”变斜。这样的
诬告陷害严重背离了举报监督的初
衷，浪费了行政资源，破坏了当地的政
治 生 态 ，挫 伤 了 干 部 干 事 创 业 的 热
情。如果对无事生非、造谣生事的诬
告陷害视若无睹，就是对有担当有作
为者的伤害，也会伤及公共利益。

铲除诬告陷害滋生的不良土壤，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既是党内政治

生态建设的紧迫任务，也是全面从严治
党的现实课题。虽然在党内政治生活
中，我们不反对依据事实向上反映问
题，也提倡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实名
举报，但是坚决反对无中生有、歪曲事
实的诬告，因为此举既挫伤了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又破坏了社会风气
和政治生态。因此，在坚定不移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我们
既要“打虎拍蝇”，也要对诬告者打击震
慑，让歪风邪气无所遁形。

当前，我们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时期，既面临挑战，更充满机遇，
需要各级党员干部心无旁骛、干事创
业，凝聚加快发展的正能量。各级党
组织应加强教育、管理和监督，及时咬

耳朵、扯袖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
觉践行初心使命，真正解决干部的倾向
性、苗头性问题，彻底祛除诬告陷害的歪
风邪气，帮助党员干部消解“影子焦虑”，
营造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干事创业环
境。与此同时，广大党员干部也应主动
提升人生境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
容人容事的大气量，真正做到“心底无私
天地宽”，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推动改革发
展、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上，放
在多做利长远、打基础的好事实事上，切
实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临近岁末，结算工资、回家过年，是许多人实实在在
的期盼。

为切实保障好劳动者工资报酬权益，当前治理欠薪
冬季行动正在全国开展，在2025年春节前集中治理欠薪
问题。各地各部门应切实扛起责任，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进而帮助劳动者过好“年关”。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前三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949746亿元，同比增长4.8%。但面对复
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部分行业欠薪有所抬头。除工程
建设领域欠薪风险外，经营不善、拖欠账款等带来非工程
建设领域的欠薪问题增多。

今年1至9月，重庆共查处欠薪案件2825件，为1.83
万名劳动者追回工资2.41亿元；河北办结欠薪案件1.7万
件，为6.2万名劳动者追偿工资6.8亿元……一笔笔欠薪
的解决，为的是捍卫劳动者的尊严，守护好一个个家庭的
温暖。

眼下，进入工资结算高峰，劳动者按时足额拿到报酬
的诉求更加迫切。各地各部门务必出硬招、求实效，真正
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劳动者化解心忧。

对无故拖欠、特别是恶意欠薪行为保持“零容忍”，涉
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的，做到有案必查、有罪必惩。
对政府、国企项目，要督促其带头遵守法律法规、优先清
偿欠薪。对确因生产经营困难等造成的欠薪问题，在保
障农民工基本报酬权益基础上，引导劳企双方互相理解、
共渡难关。

欠薪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不管是老问题还是新情
况，用心用情治理、齐抓共管推进，就能最大限度维护群
众权益，彰显社会治理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临近岁末，让劳动者
安“薪”少忧“酬”
新华社记者 姜琳

近日，“7万余件儿童羽绒服里竟没有真羽绒”的新
闻引发消费者关注。据涉事企业负责人交代，他们用

“粉碎毛”以次充好。吊牌上标着70%绒，实际含量基本
为0%。

“老婆饼里没老婆，夫妻肺片里没夫妻”，被网友们
当笑话来讲。但羽绒服里没羽绒，就让人笑不起来了。

羽绒服市场良莠不齐，一些羽绒服装企业商家偷工
减料、制假售假，不但让消费者丢了金钱、坏了心情，还
威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扰乱相关行业发展。

从警方通报和媒体曝光的信息看，目前被查处的伪
劣羽绒服，多数具有低价、网售的特征。一些商家打着
大牌“平替”的旗号在各大电商平台招摇过市，在直播
间展示的是“好绒”，发的却是假货。主播们嘴上说着

“把价格打下来”，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有的以次充
好，用飞丝、粉碎毛等混合物代替羽绒；有的短斤少两，
标注绒子含量90%，实际连50%都不到；有的恶意造假，
干脆用蓬松棉、聚酯纤维等物质填充；有的伪造各类标
识和质检报告……

寒冷冬日，不能让伪劣羽绒服寒身更寒心。
这几天，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和许多媒体发布了辨别

“真假羽绒服”的小技巧，为消费者选购羽绒制品提供参
考。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技术手段的运用，进一步完
善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对伪劣产品的源头追溯和精准
打击。

不能让“假羽绒”寒身更寒心
新华网记者 尹思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