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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来临，又到了减肥的
黄金季节。疫情防控期间，居
家隔离和减少出门活动，让很
多人“疯狂长肉”，体重有了明
显增加，家中运动减肥成为一
种新的生活方式。

“腰间的赘肉咔咔掉，人鱼
线马甲线我都要！”最近，艺人
刘畊宏的“毽子操”火起来
了。配合着周杰伦的歌曲 《本
草纲目》，刘畊宏自创的这套

“毽子操”，动作富有节奏感，
又 能 燃 脂 塑 身, 各 地 “ 蓝 朋
友”、小学生们，甚至大叔大妈
们，也纷纷加入锻炼。刘畊宏
和妻子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健
身，每天一“开课”，不少网友
全家老小一起踏着节拍跳起
来。目前，其单个平台粉丝已
超6000万，高峰时段直播间里
有几百万人同时在线。

居家健身之所以出现“人
传人”现象，一方面，是疫情
持续时间长，缺乏锻炼和户外活
动，一些人身体变胖，甚至出现
不适，这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了
健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了
配合好疫情防控工作，很多城市
暂时关闭健身房、游泳馆等人员
密集的健身场所，让健身爱好者
也没有了“用武之地”。此外，
网络健身直播，动感十足的音
乐和健身教练行云流水的动
作，也让很多不掌握运动技巧
的网民兴趣大增，愿意花时间
和精力去尝试居家锻炼。

其实，不光是“毽子操”
出现“人传人”现象，适合在
家中练习的瑜伽、跳绳、太极
拳、乒乓球等，也都出现“人
传人”现象。居家健身的人多
了，与居家健身相关的软件、
硬件设施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时
期。电商平台唯品会数据显
示，近期健身设备的搜索热度

大幅上扬，健身、瑜伽等成为
搜索热词；同时，我国庞大的健
身人群中，大多数人正在使用在
线健身APP，其中在家跟随视频
运动和打卡的比率非常高。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
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
更多的人通过网络加入到居家
健身的队伍中来，应该点赞。
可喜的是，国家体育总局等单
位把握居家健身潮流，趁热打
铁加强健身宣传、丰富健身方
式、支持新兴运动，和互联网
平台共同开展“全民健身线上
运动会”，自4月28日正式启动
以来，通过明星运动员的积极
引领，各中心、协会、体育部
门的积极响应，在多个互联网
平台，“居家科学健身”已经成
为热门话题，成为这个特殊

“五一”假期的鲜明体育印记。
居家健身是好事，但是要

选对健身方式，包括“毽子
操”在内的很多运动，都暗藏
风险。老年人不妨打太极，小
学生多练习跳绳，年轻人可以
学跳街舞……推动全民健身，
体育部门和网络平台应着力于
对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健
康状况的对象制定针对性运动
指南，利用全媒体平台和多元
传播方式，打造更为科学便捷
高效的专属运动“处方”，提升
全民健身的积极性和专业性。

健身是个力气活，居家锻
炼也不光是轻松的音乐、舒适
的器械，必须“出力流汗”，还
要长期坚持才有效果，这考验
着我们的体力和耐力；同时，
居家健身时，身后可能就是沙
发，身边可能有电脑，冰箱可能
装满美食，面对的各种“诱惑”更
多，也在考验我们的意志力。希
望现在跳“毽子操”的你，疫
情过后，依然天天锻炼。

居家健身“人传人”，点个赞！
□ 胡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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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坚决”潘从正是新华社原社长穆
青生前报道的全国十大典型人物之一。
上世纪 50 年代，时任宁陵县万庄乡乡
长、石桥公社民政员的潘从正辞去公
职，毅然扎根到黄河故道荒滩植树造
林，把曾经风沙遍野、寸草不生的“万
碧风口”变成了万亩丰林，被时任林业
部部长罗玉川称赞是“林业上的有功之
臣”。潘从正去世后，穆青在为他撰写的
碑文中写道：“他默默奉献的一生，是我
国一代农民的风范。他为国家为人民缀
网劳蛛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当前，商丘正处于全力推进“十四
五”规划实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全
市“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的目标要求
和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迫切需要广大
基层党员干部传承弘扬潘从正“心系百
姓、艰苦创业、敢为人先、百折不挠、
无私奉献”的缀网劳蛛精神，践行初心
使命，提升能力水平，转变工作作风，
以“商丘之问”凝聚“商丘精神”，以

“商丘精神”引领“商丘之为”，以“商
丘之为”推动商丘高质量发展。

守牢初心使命，就是对“缀网劳蛛
精神”的求本溯源。一诺践初心，一贯
守使命。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潘从正一
心想的就是让沙滩披上“绿装”，造福子
孙后代。在辞官回乡植树防沙的 30多年
时间里，硬是一锄头一锄头种出了万亩
林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当前

“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持续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成为农业农村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
历史使命。站在新的起点上，广大基层
党员干部要像“老坚决”潘从正一样，
既然选择了农村工作，就要扎根农村、
奉献农村，与广大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沉淀下来，沉心静气，把一
线当“战场”，拿基层做“舞台”，锤炼

“真本领”，下足“绣花功”，以功成不必
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真挚情怀，矢志
不渝地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

坚持迎难而上，就是对“缀网劳蛛
精神”的生动诠释。潘从正在世 87 年，
却有半个世纪抛家离舍同妻子住在沙荒
地培育苗圃，植树造林。风沙曾掩埋过
他，断粮几乎使他送命，病了他不肯离
开，老了还趴在地上拖着土袋修了 50米
坡路。就是这种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
精神气概，让沙漠荒滩变成了万亩丰
林，凭一己之力，潜移默化，影响带
动，让宁陵县一跃成为中国酥梨之乡、
全国优质酥梨生产基地。历经天华成此
景，人间万事出艰辛。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要像“老坚
决”潘从正一样，知不足而奋进，望远
山而力行，直面困难、解决困难、勇于
亮剑，而不能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
难往后退，要始终饱有“舍我其谁”的
特质和“敢闯敢拼”的劲头，敢于啃硬
骨头，敢于下深水、攀险峰，面对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攻坚克难，甘于
奉献，以实际行动切实解决好群众的烦
心事、揪心事、操心事。

始终凝心聚向，就是对“缀网劳蛛
精神”的深刻把握。认准一样事，不管
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挑战，抛除私心杂
念，一心一意向前，什么时候都不晚。
1953年，潘从正已年过五旬、担任过万
庄乡乡长、石桥公社民政员，在乡邻的
心目中，大小也是个“官”，辞官不干，
跑到沙滩盐碱地住下，开始培育苗圃，
植树造林。这在当时，乃至现在会有很
多人“想不开”。而“老坚决”潘从正认
准的事儿，谁说也不听，说啥都不回
头。专一方能致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要像“老坚决”
潘从正一样，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
量，着眼于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
任务——乡村振兴，找准支点和方向，
立即行动起来。“日日行，不怕千万里；
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保持足够的耐
心，俯下身子，干字为先，踏实为要，
不囿面上了解而辄止，不因事有烦难而
懈怠，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
行，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干
群众之所需，用双脚丈量民情，用实干
推动振兴，一定会迸发惊人的力量，取
得最佳成效。

做到慎终如始，就是对“缀网劳蛛
精神”的践行承继。30多年里，潘从正
始终坚守党员信念，从容不迫、慎终如
始，辞去干部公职，扎根在风沙肆虐的
盐碱地里，育苗、造林，风吹不走他，
困难吓不倒他，几经劫难，四次造林，
硬是种下了数十万棵树苗，将寸草不生
的荒地打造为如今的万亩丰园。江山留

胜迹，我辈复登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我们更应像“老坚决”潘从正一
样，从一而终、慎终如始，碰到困难和
问题不灰心丧气，不妄图一蹴而就，不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始终保持热情、昂
奋干劲。“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
不慎终也。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持之
以恒的坚守、始终如一的付出，像孺子
牛一样扎根乡间泥土，涵养“泥土芬
芳”，强化实践养成，经常“坐在同一条
板凳上”缩短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住在
农家的炕头上”查看生活实情，“脚下粘
的泥土”沉淀对群众的真情，把基础打
得更牢一些，马步扎得更实一些，功夫
下得更深一些，在披星戴月中赶赴光
明，在知重负重中收获尊重，以实实在
在的工作业绩彰显自身价值、展现时代
担当。

“扎根群众，缀网劳蛛”信念精神字
字千钧，幻化成一个个闪亮的坐标，散
发着信仰的光芒，赋予商丘广大基层党
员干部强大的精神力量。“朝受命、夕饮
冰，昼无为、夜难寐。”接过历史的交
接棒，接续先辈们未竟的事业，传承
老坚决的精神风骨，做一名“团结奋
进 、 克 难 攻 坚 、 善 作 善 成 、 勇 创 一
流”的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以挺拔
的英姿坚定抗稳扛牢扛实乡村振兴重
任，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广大农村
率先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幸福传感先行区
的新路子，让振兴力量在商丘大地上迸
发出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为中共商丘市委组织部）

记者 5月 8日从全国妇联获悉，2022年 5月 15日国际家庭日所在周为首个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
全国妇联、教育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9日至15日宣传周期间，以“送法进万家 家教伴成长”
为主题，面向广大家庭广泛开展家庭教育宣传展示和主题实践活动。 新华社发 王 鹏 作

据新华网 5 月 5 日消息，近
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劳动
课程标准 （2022 年版）》。其中
根据不同学段制定了“整理与收
纳”“家庭清洁、烹饪、家居美化
等日常生活劳动”等学段目标，
于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

劳动也是育人，劳动教育是
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大
家知道，“德智体美劳”是评价学
生的主要方面。所以，我们能从

“德、智、体、美、劳”这五个字
中，也能看出，劳动是评价学生
素养中的一项。

劳动不止是一种能力，更是
一种品格。劳动是立身之本。一
个人如果不爱劳动，那么，他何
以成就一番事业？然而，现实情
况是：某些一二年级的学生不会
系鞋带、初中的孩子不会收拾被
子、高中的学生不会自己做饭炒
菜，这是多么尴尬啊。所以，现
在有些孩子，劳动能力真的堪

忧，需要加强锻炼。即便是学生
时期，也不能只埋头学习，也要
学会劳动，热爱劳动，帮父母做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当然，之前的教育也重视劳
动；并且，培养孩子的劳动能力
和劳动习惯，也基本形成共识。
但是，有些家长还是更重视考试
成绩，忽略了孩子的劳动教育。
再者，之前的劳动教育主要以课
本理论为主，学生容易眼高手
低，纸上谈兵。那么，从《社会
实践课》独立出来的《劳动课》，
有哪些亮点呢？

笔者以为，这次新版 《劳动
课》的主要亮点是：首先，它是
以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为主，而
不再是看重理论学习。其次，每
个年级都有“劳动清单”，都有清
晰的劳动任务。劳动任务总共有
10个群，每个劳动群的任务，根
据年级不同，难易程度也不同。
比如烹饪与营养，一、二年级要

求会洗菜、摘菜等简易劳动；而
到了五、六年级，则要求学生用
简单的炒、煎、炖等烹饪方法制
作2—3道家常菜。

炒菜炖汤修家电，学生劳动
课该有的样子。但是，要想落实
新的《劳动课》，肯定还有很多难
点，让人担忧。比如，劳动任务
会不会成为形象，家长帮忙摆拍
造假？比如《劳动课》的专任教
师咋解决？能不能利用课后延时
的时间，聘请家长做劳动课教
师，来讲授炒菜、耕种、养殖等
方面的内容？再比如，劳动课内
容的地区局限性咋解决？难道要
让城市的孩子去农村练习种植、
养殖？

毫无疑问，如果不能真正落
实，那么，新版的《劳动课》必
然成为秀场，公众的期待落空。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劳动
课》不是肥皂泡，而成为提高劳
动素养的教育。

新版《劳动课》，正确的“开课”方式
□ 黄齐超

网络直播“打赏”
被戴上了“紧箍咒”

□ 李方向

发扬缀发扬缀网劳蛛精神网劳蛛精神
做做““老坚决老坚决””潘从正潘从正式的基层党员干部式的基层党员干部

□ 李成友

画 中 话

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
□ 刘 浩

众 议

锐 评

5月7日，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
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提出了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
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优化升级“青少年模式”等一系
列新的要求和工作举措。备受争议的网络直播“打赏”被
戴上了“紧箍咒”。（据5月8日《北京青年报》）

关于未成年人打赏问题社会反响强烈，现在国家四
部门联合出台《意见》，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是
对社会关切的回应，一些家长会为此喜极而泣。近年
来，网络直播作为新兴业态迅速崛起，但因平台监管责
任缺失、主播质量良莠不齐等原因，未成年人沉溺于网
络直播，疯狂打赏主播的案例时常见诸报端：去年疫情
期间，一名 16岁女孩打赏主播 55万元，将家里积蓄全
花光；2019年，深圳一名 11岁才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孩，
竟然先后打赏主播近200万元，等等。

关于未成年人打赏问题也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
度重视，202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
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二）》
明确指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
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
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
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在政
策、司法、舆论支持下，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大部分案
例最后获得全额返还，但问题的反复出现，令不少未成
年人父母忧心忡忡。

虽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也曾发文明确未成年
用户不能打赏，由于罚则较轻是导致一些平台诱导和吸
引未成年人打赏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这次《意见》明
确提出“对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网站平台
应当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及时查核，属实的须按规定办
理退款”，无疑再给未成年人直播打赏之门再添一把
锁。《意见》也加重了处罚措施——“发现网站平台违
反上述要求，从严从重采取暂停打赏功能、关停直播业
务等措施”。不管是主播还是平台，打赏是赚钱和盈利
的主要途径，暂停打赏功能、关停直播业务就等于切断
其收入渠道，这对未成年人保护和规范打赏都是一记重
拳。

“徒法不足以自行。”《意见》出台了还需要执法部
门加强监管做到零容忍严处罚，倒逼平台以技术的形式
禁止未成年人打赏。也希望家庭和学校加强对未成年人
的教育让其认清打赏的本质，从而正确看待打赏避免成
为被收割的韭菜。

家教伴成长

微 评

@人民时评

【勠力同心巩固抗疫成果因时因势做好精准防控】

常态化疫情防控是一项艰巨繁重又需要持久坚持的工作，
必须深刻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要保持战略定
力，严格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举措，提高科学精准防控
本领，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付之东流。要发扬斗
争精神，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拼劲，继续攻坚克难、迎难而上、顽强奋战。要坚决克服麻痹
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铸就起团结一心、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精神防线。

“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
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
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
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
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
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
密切联系群众、增强群众观念、
提升群众工作本领指明了方向。

近段时间以来，国内疫情形
势严峻复杂，作为年轻党员，我
们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志愿
投身抗疫一线，全力协助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在与基层干部并肩
作战、同心抗疫的过程中，他们
干工作、抓落实的方式方法让我
对“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一是向人民群众学说话，会
用群众的语言搞宣传。在疫情防
控政策宣传中，通过广播、电视
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等方式，
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政策
文件是规范的书面语言，如果照
本宣科，难免生硬难懂。这难不
倒基层干部，卡点的宣传小喇叭
把防疫政策精炼到四句话 24 个
字，直白明了，通俗易懂，来听
听社区干部的原创广播“出门戴
口罩，进门请扫码，非必要不出
门，外来人员禁止入内”结合浓
浓的商丘口音循环播放，书面语
言转化为群众语言，老百姓听得
见，听得懂，十分接地气，宣传

成效明显。
二是向人民群众学办事，会

用群众的智慧干工作。为落实上
级要求，对于如何管控外来人
口，基层干部充分发挥群众智
慧，创造性施行出门证制度，不
分本地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对全
村常住人员登记颁发出门证，本
地居民大多熟悉，便于管控，但
租住人员流动性大，面孔生疏，
管控不便，出门证的出现就很好
解决了这个问题。

三是向人民群众学沟通，会
用群众的真诚交朋友。年轻干部
要想在基层打开工作局面，融入
群众之中，就要多与基层群众交
朋友，特别是能说心里话的基层
干部，跟着他们值班值勤、走街
串巷、走村入户，在现场学、在
现场思、在现场做，学习他们脚
踏实地、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学习他们将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
群众实践的本领，学习他们调动
基层群众干事创业热情的方法，
就能更快与群众打成一片，提升
与群众沟通、为群众办事的能力。

作为年轻干部，应该保持谦
虚谨慎的态度与人民群众交心，
用真心换真心，既拜人民为师，
又与群众交友，走进群众生活，
与群众建立真感情，从群众中汲
取智慧和经验，在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中展现青春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