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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扫雪，不离“自愿”“安全”两个基础；奖惩评审，不离“公平”“科学”两项原则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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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瞭望塔

□据《北京青年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
费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7年，粮食
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更加健全，粮
食损失和食品浪费统计调查制度、
标准规范和指标体系不断完善，粮
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损失率控
制在国际平均水平以下。《方案》提
出，开展“青春守护中国粮”全国青
少年节约粮食行动，通过持续努力
和全民参与，推动节约粮食、反对浪
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节俭、反对
浪费，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青年当
仁不让。在单位食堂，适量取餐的
人群中可见越来越多青年的身影；
在饭店餐馆，剩余食物打包的顾客
中青年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外卖订
餐时，选择小份餐品；在储存食材时
按需采买；在朋友圈分享美食图片
时不忘顺手晒一晒“光盘”，也已经

成为不少年轻人的生活日常。从80
后、90后到00后，理性、适度的健康
消费文化正潜移默化融入他们的头
脑，并不断转化为实际行动。越来
越多的青年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为
节约粮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
以勤俭节约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树立了正确导向。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
吃得饱、吃得好早已不再是难事。
但也要看到，虽然我国粮食生产连
年丰收，但供需紧平衡的格局没有
变。在日常生活中，粮食浪费现象
依然存在，有的还相当触目惊心。
这当中，既有婚宴上讲排场、比阔
气、大手大脚的奢侈浪费，也有朋友
聚会大吃大喝、过量点餐的“舌尖
上”挥霍，还有互联网上宣扬暴饮暴
食等浪费食物行为的节目或音视频
信息。让青年从践行节约粮食“关
键小事”中领悟粮食安全“国之大
者”，一刻也不能放松。

青年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
者。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
德，自觉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从节
约一粒米、一滴油、一颗盐，到珍惜
一碗饭、一盘菜、一桌餐，不攀比，不
显阔，力戒过度消费、奢侈浪费，是
以青年示范行动带动更多人践行勤

俭节约美德的有效路径。青年作为
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时代的先锋和
民族的希望，青年的思想观念、行为
习惯和精神面貌对社会风尚的形成
具有深远的影响。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现代
社会文明风尚，意味着在获取资源
时应该有限度，不贪婪，不浪费，在
使用资源时应该有节制，不奢侈，
不滥用。这是一种倡导节约和可
持续发展的生活态度。当前，资源
环境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趋紧，
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不仅有利
于稳产保供，强化粮食安全，也有
利于节地节水、节肥节药，保护生
态、减排降碳，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青
年作为构建节约型社会的积极引
领者，必将成为绿色发展的一支重
要力量。

青春守护中国粮，引领节俭“新
食尚”。无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
水平，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
能丢，“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
的观念，不仅是传统的，更是时代
的。引领营造粮食节约和反食品
浪费的社会风尚，青年既责无旁
贷，更大有可为。

青年要做节俭“新食尚”的引领者

据央广网消息，11月 26日，
有网友发布辽宁大学《化学院硕
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
引发关注。该份《细则》对学业奖
学金评审资格进行了规定，其中
包 含 冬 季 扫 雪 缺 席 次 数 多 于
30%，将取消其学业奖学金评审
资格。对此，该学院工作人员回
应称，扫雪是研究生应该具备的
劳动能力，“没有完成一个研究生
应该具备的劳动教育，这是不应
该的”。

师生主动参与扫雪，无疑是冬
日暖心的画面。站在学校的角度，
将扫雪与奖学金挂钩，能够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这是因为，奖学金作
为一种荣誉与物质激励，与扫雪等
任务关联，能促使更多学生投身到
校园公共事务中来，提高他们的劳
动意识与集体责任感。学生既扫
了雪，又接受了劳动教育，乍听上去
确实有合理之处，但仔细品读，总
觉得初衷再好也容易变味。

学校虽然没说强制，但把扫
雪与奖学金挂钩，相当于变相把
压力给到了学生。学生扫雪是为
了做好事，还是为了评奖学金？
学生有特殊情况，也会被取消资
格吗？一定程度上，将劳动任务
与评定条件直接挂钩，可能使奖
学金评定标准出现偏差，违背鼓
励学术进步的初衷，并且，此举也
不利于学生真正理解劳动价值与
意义，或使劳动变得相对功利。

事实上，扫雪属于学校管理
的职责范畴。该院一学生透露：

“准确地说不是铲雪，是铲冰。”这
种情况，找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
扫雪铲冰也许更合适。此外，激
发扫雪积极性，也不妨换个思路、
换种方式。例如，设立专门的扫雪
奖金、为志愿者提供热饮等，用更
暖心的举措呵护学生的一片热心。

据了解，同一所大学内，法学
院等其他学院并没有扫雪相关规

定，这值得玩味。诚然，解释权在
各学院手里，但“各扫门前雪”该
怎么扫，却考验着管理水平和教
育理念。学校当然可以鼓励学生
扫雪，但不必“一刀切”，不必以变
相强制的方式，让想要评优评先
进的学生不得不去扫雪。

无论如何，学生扫雪，不离
“自愿”“安全”两个基础；奖惩评
审，不离“公平”“科学”两项原
则。 评论员 韩静

新京报：
整治“霸总”短剧
拒绝“向下的流量”

据报道，日前，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
发布管理提示，要求加强对“霸总”微短
剧的管理，压缩数量、提升质量，不以“霸
总”之类的字眼作为片名吸睛引流。

客观说，冠以“霸总”字眼的微短剧未
必就一定代表着剧情的荒诞。但发展到今
天，大量微短剧创作以“霸总”为卖点，仿佛
找到了“流量密码”，一窝蜂地涌向该“赛
道”，持续强化着一种同质化和低质化的创
作倾向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与社会主
流价值形成冲突，其实也是在为微短剧的
行业形象和声誉“招黑”。因此，相关部门
适时出台针对性的管理提示，并不是为了
限制微短剧行业的发展，而是为了给有泛
滥之嫌的“霸总”微短剧去去“狗血”，最终指
向的是整个行业的健康长远发展。对此，
从平台到行业和创作者都应该作出积极响
应。同时，微短剧行业和创作者也应该有
更多的创新思维和对品质的坚守，探索和
开辟更多“叫座又叫好”的创作新赛道。

人民网：
因“纵火”取暖被处罚
是提醒更是警示

近日，有网友拍摄到，部分登山者为
了取暖，在大牯牛山上砍伐树枝烧火。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
报称：“对涉事违法人员予以行政处罚，
并要求限期进行植被恢复。”

以这种方式“火”遍全网，被广大网友
谴责，不知这12人是否后悔？特别是受到
行政处罚，承担恢复受损植被的责任，是
否愧疚于心？有网友把当事人山上生火
行为，称为“纵火烧山”，遣词未免夸张，但
不可否认，这种行为于法不容，遗患无穷：
一来，极易破坏植被，伤害生态环境；二
来，容易引发火灾，酿成山火事故，后果不
堪设想。这12人被处罚，既是提醒，也是
警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类似教训并
不罕见，值得警惕。防范类似事件再现，
除了提醒登山者养成良好习惯，遵守法律
法规，也需要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强
化源头治理。当地调查组已表示，将加强
监管，改进工作。

扫雪与奖学金挂钩，初衷再好也容易变味

辽宁大学化学院《细则》部分截图 央广网 图

成都商报：
座椅只能坐半个屁股
服务椅怎么成了“防民椅”

近日，有老人反映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附近的公交站椅子设计不合理，只能
容下半个屁股。据报道，属地交通局工
作人员对此回应称，这样的设计，是防止
乘客在候车时躺卧在座椅上。

客观而言，这种由 5 根圆柱铁管组
成的椅子，视觉上没有任何美感，坐上去
更没有任何舒适感，入座困难且有滑落
风险。设计这种只容得下半个屁股的座
椅，其全部“精髓”或许就在于让人不能
好好坐着。为了防止有人躺卧，设计者
可谓煞费苦心，或可称之为“防民椅”。
公交站台的座椅是用来服务乘客的，最
核心的功能就是坐，而现在偏要设计一
种让人不能好好坐着的椅子，显然是本
末倒置。就像半蹲式窗口一样，站在管
理的“高度”，似乎市民的意见不重要，管
理的意图才重要。小座椅连着大民生。
说到底，本末不可倒置，民生实事要办
好，千万不能将“防民”置于惠民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