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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言

媒体 聚焦

话题热点 自娱自乐，自我放松，如果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安全隐患，家长、学校又何必紧张兮兮

常住人口突破1300万
活力郑州“以城聚才 以才兴城”

小学生玩玩“烟卡”
大可不必条件反射式紧张兮兮

4 月 8 日，郑州市统计局发布的
2023年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郑州市常住人口已突破
了1300万大关，达1300.8万人。这个
数据一经发布，便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我们都知道，人口是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核心资源，人口规模是城市
集聚和辐射能力的体现，也是城市竞
争的一大基础。郑州市常住人口突破
1300万大关，已进入全国城市人口第
一方阵。

同时，2023年郑州常住人口增加
近20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4%，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7%——这些不
断增长的数字，不仅展现了郑州市的
繁荣与活力，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在吸
引人才、集聚人才方面的强大魅力。

郑州常住人口、经济总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三大指标成串跃升，意

义重大。这是城市发展战略定力稳健
的标志，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稳步提
升的表现。

作为建设中的现代化国家中心城
市，在诸多国家战略和政策加持下，郑
州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营商环境、
宜居环境等持续改善，加快了资本、人
才和技术等要素向郑州流动，带动郑
州经济总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常住人口规
模的增长，郑州市的人口结构也在不
断优化。公报显示，城镇常住人口已
经超过1000万，达1040.65万人，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也达80%。这些数字充
分说明，郑州城市化进程已取得显著
成就，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
实基础。

奋力打造四大“高地”，为广大青
年人才搭建“干事”大舞台；坚持把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不断
为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筑牢产业
根基；发布“郑聚英才计划”，诚邀广大
青年人才来郑留郑创新创业；启动人
才驿站运营，为来郑求职青年提供暖
心“第一站”；实施人才首次购房补贴,
全力解决人才来郑留郑发展的后顾之

忧……
近年来，随着人才政策不断迭代、

人才服务不断升级，郑州市人才虹
吸效应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年
人才用脚投票，选择来到郑州、留在
郑州、扎根郑州，与郑州携手奋进、
共同成长。

目前，全市每年力争来郑留郑大
学生20万人，全市常住人口平均年龄
34.7岁、年轻度位居全国第五，全市人
才总量达282万人。“年轻郑、科技郑、
时尚郑、活力郑”正成为郑州的显著标
签，郑州“以城聚才 以才兴城”的良好
态势正在加速形成。

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
展。随着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人口
数量的增长，人口人才的双重红利必
将成为郑州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转
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所在。

以此作为稳固支撑，相信郑州必
定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各类人才
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让各类人才创
新活力竞相迸发、创造动能蓬勃释放、
聪明才智充分涌流，最终让郑州成为
有利于各类人才成长进步、有利于各
类人才创业发展、有益于各类人才工
作生活的大美之地。

近日，有家长向媒体反映，自
己的孩子和周围同学现在流行一
种“烟卡游戏”，就是通过搜集不同
烟盒顶盖的纸张，用手扑打的形式
来决定输赢，他对此非常忧虑。

“烟卡游戏”，就是利用成年人
抽完烟的烟盒制作成卡片进行玩
耍。事实上，售卖香烟的地方都明
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香
烟”。家长担忧的是孩子为了玩这
种游戏会去购买香烟吗？这种推断
未免过于武断。也许有些家长就是
停不下焦虑。孩子成绩不理想，焦
虑；孩子被老师批评，焦虑；孩子太
胖了或太瘦了，焦虑……焦虑似乎
成为很多家长的常态化情绪。

当下的孩子着实不容易，他们最
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繁重的学习任
务，学习之外的娱乐被大大压缩。手
机不给玩、电视不给看，这个不准、那
个不行，各种校纪、各种家规，孩子们
过得相当辛苦与憋屈。在有限的时
间里，有些孩子好不容易“发明”了一
些放松身心的方式，比如玩“萝卜
刀”，比如“烟卡游戏”，至少可以得到
片刻的放松。就是这样，不少家长依
然忧心忡忡，怕这个、怕那个。

回想小时候，学习之外，可以
做很多让自己开心的事，包括但不
限于打卡片、滚铁环、跳房子、抓光
棍儿、爬树掏鸟窝、下河游泳、制造

弹弓打鸟、扯牛尾巴毛等。正是儿
时的这些活动，才有机会深入了解
乡村的动物、植物、人与动植物的
关系等。而现在家长的普遍认知
是，爬树，危险，万一摔下来怎么
办？游泳，危险，万一溺水怎么
办？……以安全为名，对孩子们的
玩乐进行各种干预、禁止与禁锢。
殊不知，这会让孩子们与自然和社
会之间竖起一堵无形的墙，让孩子
们远离勇敢、试错、探索、求知、坚
持、坚强等重要品格，变得畏手畏

脚、胆小怕事、谨小慎微。
此前，有一些年轻人流行起了

遛纸狗、夜爬，某种意义上，这都是
应对各种压力的一些创新性手段，
整体上，社会给予了宽容与理解。
同样道理，现在的孩子普遍面临提
高成绩及升学考试等压力，在各种

“严禁”“不准”“不宜”“不要”的既定
条件下，孩子们自己想出一些法子，
自娱自乐，自我放松，如果不存在什
么明显的安全隐患，家长、学校又何
必紧张兮兮？ 据《南方都市报》

光明网：
考公年龄放宽到40岁
对谁都不是坏事

近日，媒体评论河南、山东等省
市放宽省考岗位年龄限制的举措，认
为这为打破 35 岁职场歧视做出了示
范。“公务员部分岗位年龄调整到 40
周岁”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多个媒体
号就此发起微博投票，“支持”是投票
的主基调。

实际上公务员省考招录的限制放
宽，正是基于划分中年、青年的那条时
间轴的变化。35岁公务员报考限制，来
自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社会的人
均预期寿命只有60多岁，而今天是78.2
岁；当时普通个体的受教育年限还相当
短，而目前中国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
等教育的比例已达五成。允许40岁前
的人参加公务员招考，是顺从社会时间
结构的选择。公务员是一种综合素质
要求较高的职业，服务性和示范性都
很强。这个群体既要有“年轻人”式的
精力，又要有“中年人”式的经历，才能
以巨大的同理心和共情力，和老百姓
一起深耕未来。

北京晚报：
识别AI诈骗
不能靠老人“听力”

据报道，一些不法分子利用AI技
术向老年人实施诈骗。有的模仿“孙
子”声音，有的仿造“战友”人脸，很多
老人根本发觉不了以致被骗。

AI技术发展迅速，眼见耳听都不为
实的困惑只会越来越多。老人现在的
困境，其实也是年轻人未来的困惑。识
别骗子不能总指望老人提高“听力”，建
立高效、便捷的反诈屏障势在必行。比
如，严厉打击任意挪用他人声音、肖像
等隐私信息的行为，让AI仿无可仿；网
络平台也要按照规定，在AI合成视频
的“合理位置、区域进行显著标识”；警
方应建立和优化防控拦截机制，为老人
筑起一道坚固的保护层。AI也好，其他
智能技术也罢，骗子利用高科技手段，
最后都是伸手要钱。于老人而言，无论
是谁，打电话要钱，咱都要慎之又慎，多
打个电话、发个短信、连个视频确认一
下，总没坏处。

人民日报：
合力治理“药盒里的浪费”

调查发现，由于针对家庭过期药
品目前尚未有健全的回收处置体系，
药品过期后随意丢弃现象较为普遍。
药品浪费不仅给患者增加了不必要的
经济负担，由此产生的过期药品也给
社会带来副作用。

造成药品浪费的原因不少，比如，
家庭盲目囤药、包装剂量过大等。遏制

“药盒里的浪费”，要避免盲目囤药，引
导公众科学合理购药用药；对医院处方
开药行为严格规范；进一步推进药品拆
零销售，鼓励小包装药品等。除此之
外，还要解决过期药品处理难题。要完
善相关法规制度，建立科学回收处置体
系，健全过期药品管理长效机制，出台
相应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消费者参与
过期药品回收。比如，畅通过期药品专
门回收渠道，规范集中处理流程。只有
凝聚各方合力，多措并举、疏堵结合，建
立长效机制处置家庭过期药品，才能标
本兼治遏制“药盒里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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