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作为城市不可获
缺的群体，不仅要关心他们的
工作、 生活等基本权益问题，
更要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生
活等更高层面的需求和权益，
这不仅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
康， 对构建和谐的城市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着
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庆中秋节期间， 记者跟随贵州省黔东南州纪委在基
层督查了解到， 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创新反腐方式， 从源头
抓作风建设， 用 “科技＋制度” 让反 “四风” 成常态。 节
日期间， 在麻江高速公路收费站， 麻江县纪委和麻江县机
关事务管理中心联合调取公车使用情况。 记者在现场看
到， 一输入某辆公车的车牌号， 该车辆出入收费站的情况
一目了然。 （１０月７日新华网） □朱慧卿

李雪： 近日， 路女士在登陆
新浪微博时突然发现， 自己莫名
其妙地关注了近千个陌生博主，
细看一下全是什么 “奢侈品高仿
复刻原单” “韩式氧气眉专业工
作室 ” “专业抵押车二手车买
卖” 等营销账号。 保护好正常微
博用户的合法权益， 除去微博运
营方切实拿出杀手锏， 且敢于亮
剑， 也需要微博用户 ， 尤其是
一些营销账号多些自律， 想吸
粉， 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想推
广产品发大财， 也应该尊重他人
的权益。

■老许图评

■网评锐语

一目了然

□杨玉龙

多为农民工提供“定制化”文化服务

“你会来工地看我么？” 一首
情深意切的歌曲回响在礼堂，深
深打动了台下农民工观众。日前，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举办了第十届
职工文化节，经过10年的发展，针

对企业发展和职工需要， 该企业
努力打造出集体育比赛、 技能比
武、 品牌活动于一体的职工文化
节， 为农民工文化生活提供更多
“定制化”服务。（10月9日《工人日
报》）

职工需要文化， 而农民工这
一群体同样需要丰富的业余文化
生活。 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受教
育程度、职业期望和对物质、精神
享受的要求都和他们的父辈不
同， 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
农村的认同， 对文化生活也表现
出更高的渴求。这也就意味着，为
农民工提供的文化大餐更需要多
元化，才能迎合他们的口味。

但同时， 农民工文化生活现

状并不容乐观，比如，一些用人单
位舍不得在农民工文化上投资；
加之农民工分布在各行各业，工
作繁忙，居住分散等特殊性，健康
丰富的文化生活往往是一种奢侈
品。 这就导致了大部分农民工业
余生活是“睡觉”和“闲聊”，也就
谈不上读书看报，“干活累、 没事
睡” 更成为诸多农民工生活的真
实写照。

让农民工的精神世界强大起
来，文化生活丰富起来，不仅需要
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更需
要突出精准性，多些“定制化”文
化服务。一方面，用人单位应认识
到文化生活对农民工的重要性，
通过开展体育比赛、技能比武等，

让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不仅融
入到企业文化之中， 更能够在享
受文化大餐时提升其自身的综合
素质。

另一方面， 也需要动员社会
的力量。比如，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文化行政部门为主体、 多部门协
同的组织领导体系， 加强部门间
协作， 逐步建立改善农民工文化
生活状况的长效体制， 从根本上
消除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
孤岛现象，为他们创建起更多的文
化生活“绿洲”，如此才能让广大
农民工均等享受文化发展成果。

再者，对于农民工自身而言，
也应注重文化素养的提升， 尤其
是在互联网时代， 学习和交流的

平台和机遇，越来越便捷，工作之
余不妨借助网络提升自己； 或者
走进城市中的图书馆、文化馆、博
物馆、影剧院等，就会发现生活不
仅有劳碌和奔波， 更有着丰富多
彩的诗和远方， 也就会发现自己
的城市梦并不遥远。

总之， 农民工作为城市不可
获缺的群体， 不仅要关心他们的
工作、 生活等基本权益问题， 更
要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这
不仅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对构
建和谐的城市文化、 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
用。因此，对农民工文化生活不仅
要重视，更应该多为他们提供“定
制化”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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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微信“朋友圈”别变成拉票圈

■每日观点

邓海建： 10月8日晚 ， 西藏
自治区林业厅公布了 “越野车追
赶藏羚羊” 的最新调查结果， 并
依法对7名涉事人每人处以15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共计105000
元。 有钱任性的游客， 是该对法
律与规则有所敬畏， 收收自己的
小性子了。 惊扰藏羚羊就该祭出
大罚单， 这个共识还须以可复制
的常态执法来护航。

微博圈粉
须遵循法律边界

惊扰藏羚羊
就该祭出大罚单

■世象漫说

带徒传艺这个传统不能丢

如今在微信朋友圈存在大量
的投票链接， 如 “××之星评选”
“最佳××” 等， 其中一部分更是
涉及未成年人的投票。 为给孩子
拉票 ， 有的家庭发动所有关系
网， 将投票链接转发到N个群以
求点击。 有的家庭则走捷径， 通
过刷票公司、 买票等操作让孩子
的票数高高在上 。 （ 10月 9日
《新京报》）

QQ群 、 微信群 、 朋友圈拉
票， 如今已经几乎形成了常态，
而且花样百出， 令人生厌， 原本
是好友、 同事或具有相同爱好的
网友之间用以沟通与交流的 “朋
友圈” 也生生地被某些人经营成

了追求一己之私的 “名利场”。
不仅如此， 还有不少人利用

亲情、 友情、“红包” 诱惑等进行
“绑架式”“传销式”拉票，着实让
人左右为难， 不胜烦扰。 更有甚
者，个别投票链接点开以后，还要
求投票者必须点击关注其公众号并
输入手机、身份证号码等个人真实信
息，以达到收集公众个人信息继而
进行广告“轰炸”甚至利用个人信
息进行非法谋利活动。 可以说，
“朋友圈”拉票行为的泛滥已经不
仅让亲情蒙羞，让友情变味，还给
人们的个人信息安全甚至财产安
全带来了十分巨大的隐患。

前不久， 笔者应某论坛编辑

之约写了一篇关于五年来身边的
改革成就与变化的有奖征文， 可
到了评奖阶段， 主办方竟然发起
了微信投票， 并且规定， 若想投
票， 就必须关注他们的公众号，
且须提供真实个人信息， 着实让
笔者吃了一只大大的 “苍蝇 ”，
唯有果断选择放弃。

“朋友圈” 拉票不仅让亲情、
友情遭到无端绑架， 让公民信息
面临泄漏风险， 更让各种评比当
中本来应有的公平失去了应有之
义。 所以， 笔者奉劝那些热衷于
利用各种 “朋友圈” 进行疯狂拉
票的 “朋友” 们一句， 该收手时
就收手。 □乔英杰

■有话直说

抗日影片遭冷遇的警示
《捍卫者》是一部以真实历

史改编的电影， 讲述的是1937
年淞沪会战中，国民革命军营
长姚子青奉命率部守卫宝山
县城，在装备落后，没有援军
的情况下，以寡敌众，血战七
天， 五百多将士壮烈殉国。这
样感人的故事拍成电影，却观
者寥寥 ， “票房惨到不好意
思”，连相关影评都少见。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面
对亡国亡种的危机， 以14年
艰苦卓绝的全民抗争、 两千
万人的牺牲换来的胜利。《捍
卫者》的故事就是这段惨痛、
悲壮历史的真实写照。然而，
今天的人们却对此不感兴
趣。这很令人忧虑，也给我们
警示。

抗战胜利72年了，时间确
实有些遥远， 但这不应该成
为我们淡漠那段历史的理
由。 因为那是民族沉痛的灾
难，也是民族重生的起点。今
天， 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努力， 怎么能够忘记
曾经的屈辱，曾经的抗争？不
知因何沉沦，又何谈复兴呢？！

如果说，年轻人对于历史
缺乏兴趣 。那么 ，连 “手撕鬼
子”之类戏说历史的“抗日神
剧”、虚构的历史“英雄”都有
人捧场， 为什么真实再现历
史的正剧却遭到冷遇呢 ？那
些大牌明星出场，演绎宫斗、
宅门生活的电视剧都火爆异
常，为什么宣扬民族精神、歌
颂民族英雄的作品却不受待
见呢？

笔者无意贬低正剧之外
的其他作品。但是，一部好的
文学作品， 愉悦受众的同时
总会传播某种积极意义 ，潜
移默化地给人以启迪， 形成
社会氛围，促进社会进步。反
之，“娱乐至上”， 八卦流行，加
之某些传媒推波助澜， 同样
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 ，但
方向却是相反的。可见，作品
倾向、 舆论导向有着重要作
用。 当我们沉湎于今天的安
乐时， 不要忘记那是前人经
历了苦难与牺牲换来的 ，珍
惜和铭记历史是社会进步的
动力。 □一刀（资深媒体人）

古建彩画， 美术学院少有开
课， 建筑学院不甚擅长， 这门充
分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 竟
被长期冷落 。 吴书瑞 ， 坐冷板
凳 ， 一坐 30余年 。 板凳虽冷 ，
但想坐好了， 可不容易。 古建彩
画， 讲究精细， 从现场勘查、 揣
摩图样 ， 到制作图谱 、 沥粉贴
金 ， 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 。
（10月9日 《北京日报》）

现如今， 科技高速发达， 早
已进入网络时代。 特别是像建筑
业， 已经摆脱以前的传统手工作
业方式 ， 连最先进的3D打印技
术都用上了。 建一座房子， 不用
搭脚手架， 而是将打印机与电脑
连接， 由一个巨型的三维挤出机
械构成， 挤压头上使用齿轮传动
装置来为房屋创建基础和墙壁，

直接制造出建筑物。 高科技技术
的普遍应用不但提高了生产效
率， 也使原本复杂的工艺变得相
对简单。 但是， 再先进的机器设
备也代替不了人的技艺， 特别是
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
技术、 艺术领域， 只有经过高师
言传身教， 自己刻苦学习， 再经
过多年磨练， 才能成为某个行当
的 “大拿”。

吴书瑞在古建彩画这行干了
30多年， 从师傅手中学会了过人
的技艺。 天安门城楼、 故宫、 天
坛 、 中南海都曾经留下他的彩
画。 但毕竟他离退休的日子已经
屈指可数了。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带徒传艺， 把传统文化和老祖宗
的手艺传下去。 其实， 现在许多
企业都普遍存在着这个问题， 那

就是传统手艺面临失传的困境，
随着身怀绝技老师傅的退休 ，
有些已经失传。 所以， 我们呼
吁： 一是企业应该建立健全带
徒传艺机制， 在企业中形成人
人学技术 、 尊师爱徒的氛围 。
二是在年轻人中树立 “艺不压

身 ”、 “积财千万 ， 不如薄技在
身” 的理念， 争做传承中华民族
文化技艺的践行者。 三是根据企
业的实际情况， 制定带徒传艺规
定办法， 严格考核管理 ， 使更多
的年轻人真正学到技艺。

□许庆惠 （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