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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卖水果摊贩多部作品获“山花奖”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作风建设贵在常、长二字

每个生命的褶皱里，都该埋着一粒梦想的种子。心中有梦，不懈努力，梦想终成现实热点 话题

据央视新闻报道，4月 23日
是世界读书日，一位曾经卖水果
的摊贩引发关注。在四川省蒲
江县箭塔村，年近五十的卢树盈
走出了一条堪称传奇的路——
她仅有小学学历，很长时间里做
卖水果的摊贩，在 33 岁那年她
提笔写作，就此点燃作家梦。17
年来，她已出版多部作品，2024
年获得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
项——“山花奖”。

水果摊电子秤上，有两摞不
同的砝码：一摞是橘子香蕉的现
实生计，一摞是诗歌文学的遥远
梦想。十来年间，卢树盈每天在
两摞砝码间寻找平衡。

仅有小学学历的她，写箭塔
村的传说、写顾客口中的趣事、
写自己的父亲，无数质朴的文字
铺陈开来，就有了《箭塔村故事
集》《草原上的婚礼》《重生》，这
些无疑是对“艺术源于生活”最
生动的诠释。

有人劝卢树盈道：“卖水果
的女人，不要做摄影师的梦。”可
水果摊恰恰成了灵感的温床；卢
树盈很多字不会写，也毫无写作
技巧，可那不加修饰的原生态风
格，却吸引了一批批读者；女儿
问的习题，她半天也答不出来，
可做出改变的想法却在心里扎
了根。

“卖水果的就不能有自己的
梦想？”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
梦想，年龄多大都不算晚，职业
如何都不算差。每个生命的褶
皱里，都该埋着一粒梦想的种
子。心中有梦、不懈努力，梦想
终成现实。

从籍籍无名的水果摊主，到
荣获“山花奖”的作家，卢树盈的
人生也因此变得开阔从容。现
在的她，不仅坚持写作，还开始

接触电视情景剧等领域的创作，
也成了女儿的榜样，以及村子里
孩子们的公益课老师。文字力
量，不仅能改变个人命运，也能
感染众人、启迪众人，传递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

素人写作不乏成名者。“育
儿嫂”范雨素写下《我是范雨
素》，84岁的杨本芬奶奶写下《我

本芬芳》……他们的作品既接地
气，也有“诗和远方”。俯拾皆文
章，期待更多人能不惧艰难、为
梦奔赴。

33 岁的卢树盈在电脑上敲
下第一个字，却走出了漫长精彩
的文学旅程。梦想的力量力透
纸背，这是小小水果摊上结出的
一颗文学硕果。 评论员 韩静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要求推进作风建设常
态化长效化。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
反复性，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只有坚定决心信心，将八项规定
作为铁规矩、硬杠杠抓常、抓长，方能
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

从整治“会所里的歪风”、狠刹
“舌尖上的浪费”到严查“车轮上的
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
八项规定作为作风建设的破题之

举，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
题一个问题突破，以小切口促成大
变局，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
民风持续向好。

与此同时，当前作风建设仍然
面临不少挑战：做了不少工作，但有
的只是破题，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
触及；一些不良风气一时压下去了，
如果不较真还是会卷土重来；一些

“四风”问题隐形变异，违规吃喝“转
移阵地”、超标报销“改头换面”、送礼
收礼“披上外衣”、公款旅游“声东击
西”等现象时有出现；有的地方和单
位患上“疲劳综合征”，松劲歇脚，以
致旧弊未除、新弊又生等。

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面
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
们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
心，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

长效，推动社会风气好转。
抓常，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

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
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
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
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
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
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
上还是要靠制度。要从体制机制上
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
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彻底走
出“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
来”的怪圈。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广大党
员干部要切实强化攻坚战、持久战
意识，保持韧劲、善始善终，不断取
得作风建设新成效。

南方都市报：
尊重准时打烊的咖啡店
也是守护自己的下班自由

近日，武汉一咖啡店因准时打烊被
顾客差评一事引发热议。当事顾客称：

“这家店 7点半准时关门，没吃完的让你
打包滚，一分钟都不可能耽误下班的。”
对此，咖啡馆老板卢女士回应，该店严格
遵守劳动法，强调员工只能工作8小时。

看到这样的新闻，不少打工者的想
法可能是：我怎么遇不到这么好的老板？
目前，职场中工作入侵个体生活边界的现
象大面积存在，一些劳动者“5+2”“白加
黑”并不鲜见。回归到事件本身，当事顾
客的权益被侵害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他可能会不舒服，但既然店家明示了
营业时间，无异议即视为认可，他应该为
自己进店消费的决策承担后果。事件更
深层的启示在于，公众要理解和跟上社会
协作逻辑的进化。文明社会的进步，不仅
体现在我们能获得多少服务，更体现在我
们是否愿意守护彼此的“下班自由”。

新京报：
“虚拟相机”骗过人脸识别
安全隐患要警惕

据报道，近日，一起“帮助网约车司
机非法改装手机”的刑事案件再次引发
了对AI技术滥用的关注——犯罪嫌疑
人通过非法改装“虚拟相机”应用程序，
再结合AI换脸技术，便帮助被封号司机
绕过了网约车平台的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技术如今广泛应用于安全
执法、金融支付、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
通过生物特征认证来提升效率与安全
性。然而，在交通出行领域，多个网约车
平台上的人脸识别防线，却轻易就被一
款“虚拟相机”应用程序突破，这意味着
平台的人脸识别功能被架空，给平台和
消费者带来安全隐患，亟须引起重视。
治理这种技术作恶，需要平台、监管部
门、公检法机关形成合力。从平台角度
来说，既要检视人脸识别功能漏洞及时
补漏，也要对非法入侵者依法维权。从
监管角度看，既要督促相关平台履职尽
责，又要考虑完善技术标准，全面提升人
脸识别防御能力。

北京青年报：
迎合健康焦虑的网络自诊
是有毒流量

“8 种迹象表明你已陷入工作性抑
郁”“中10种以上，你可能是ADHD（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一段时间，短视频
平台涌现大量心理疾病自诊内容，宣称
能帮助用户判断心理状态。专家建议，
心理疾病需专业医学诊断，切勿轻信网
络自诊。

不是精神科医生却打着旗号进行伪
科普，明明心理健康知识是“小白”却深谙
流量密码，迎合公众健康焦虑的网络自诊
说到底就是打着自测的旗号，干着牟利的
事情。类似的网络自诊背离专业、科学的
原则，不仅会给消费者造成一定的经济损
失，还会让他们承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
苦与伤害。心理疾病的诊治并非易事，需
要相应的资质认定。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为了流量百无禁忌，看上去很火爆的网络
自诊亟须降温。网络自诊不仅需要消费者
擦亮眼睛，需要平台戴上“紧箍咒”，还离不
开公共部门履行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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