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刚过， 就提出这样一个
问题， 是不是有点故弄玄虚？ 请
看新闻：

2月20日 （正月初五 ） 起 ，
人社部、 国务院扶贫办、 全国总

工会、 全国妇联共同开展的2018
年 “春风行动” 在全国范围内启
动， 今年的主题是 “促进转移就
业， 支持返乡创业， 助力增收脱
贫。” 如果落实， 是不是意味着
会有一部分农民工留在家乡就
业， 不再回到城市打工呢？

农民工返乡就业、 创业， 是
劳动市场的一个新趋势。 这不仅
是产业转移或乡土观念使然， 还
因为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加速， 农
村城镇化的推进， 客观上需要更
多的劳动力。 吸引在外务工人员
返乡， 不仅增加了人力资源， 而
且带回了新的技术、 技能和新的
思维、 观念， 其中有些人还可以
凭借在外务工积累的才干、 资金
或经验， 自己创业的同时创造一
些就业机会， 带动更多的乡亲改
善生活质量。

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符合

决胜脱贫攻坚战的方向， 而且背
后还有劳动力供求问题 。 这一
点， 从今年春运动态可以看出端
倪———为了使农民工顺利、 安全
返乡过年， 各地采取多种措施，
提供贴心服务， 不仅帮助购票、
负责接送， 甚至开通专列、 专车
……为什么 ？ 除了体现一份温
情， 更有 “留人留心” 的意图。
在这方面， 农民工输出地表现得
更为积极、 主动。 譬如安徽在全
省组织开展的 “接您回家 ” 活
动， 宣传主题却是 “就近工作就
是好， 照顾家中老和少” “创业
何必去远方， 家乡就是好地方。”
主办方明确宣示， “引导更多的
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 支持更多
的企业家回乡创业兴业， 力争实
现 从 老 龄 人 口 回 流 到 中 年 劳
动 力 回乡的转变 ， 让人口红利
更多服务安徽经济发展。” 就是

说， 不等农民工 “告老还乡” 即
吸引他们回乡效力， 而且对象并
不限于农民工， 还包括在外的大
学生、 企业家， 可见是一个长远
人才战略。

我国社会老龄化加速， 人口
红利减少乃至消失， 是一个客观
现实。 可以预见， 今后各地对劳
动力的需求与争夺会越来越激
烈。 现在， 农民工输出地已经意
识到这一点并且采取了行动， 那
么， 类似北京这样需要不断补充
劳动生力军的城市怎么办？ 纾解
城市功能， 产业更新转移固然是
出路之一， 但却不能完全取代必
要的人工需求， 必然面临如何应
对农民工返乡， 劳动力短缺的课
题。 春节期间， 北、 上、 广、 深
四大城市至少空了半座城， 除去
外出旅游的因素， 也从一个侧面
印证了外来人口对于这些城市运

转的巨大影响。
要留住城市生产、 生活不可

或缺的外来人口， 就必须改变他
们的生存状况， 根本的办法是让
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成为名副其
实的新市民 ， 其中包括解决户
籍、 住所、 就业、 教育、 社会保
障、 市民待遇等一系列问题， 需
要统筹规划， 周密安排。 否则，
每年的迁徙、 流动、 更替， 对于
任何相关方都是无谓的成本与负
担。 与此同时， 作为具有辐射功
能的大城市， 理应带动、 帮助周
边地区的发展； 作为 “全国一盘
棋” 的中心， 首都理应为解决发
展不平衡起表率、 示范作用。 因
此 ， 又应该积极支持农民工返
乡 ， 并且努力帮助他们创造条
件， 带动更多的乡亲脱贫致富。
兼顾以上二者， 不仅需要未雨绸
缪， 更需要实际行动。

■有话直说

李雪：作为孩子的压岁钱，在
如何使用上本就应该由他们自己
做主。即便孩子未成年，家长在处
理压岁钱问题上， 也应尊重孩子
的意愿，而不能一味地“没收”，或
者变相的“代管”，对孩子们的“财
产”进行肆意处置；而家长在压岁
钱处理上， 所需要的就是充分发
挥好监护和监管职责， 而不是大
搞“一言堂”。

压岁钱的情
与法不容小觑

要留住城市生产、 生活
不可或缺的外来人口， 就必
须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根
本的办法是让他们真正融入
城市， 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市
民。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辐射
功能的大城市，理应带动、帮
助周边地区的发展。因此，又
应该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
并且努力帮助他们创造条
件， 带动更多的乡亲脱贫致
富。兼顾以上二者，不仅需要
未雨绸缪，更需要实际行动。

汪昌莲：事实证明，每次发生了
地震， 都是地震部门普及地震常识
和预防方式的最好时机。 地震部门
和相关专家，应抓住这个机会，大张
旗鼓、 不遗余力地进行地震科普教
育，让信息公开更加权威、及时和透
明，让谣言不攻自破。因此，只有普及
防震知识，才能不断挤压谣言空间，
这也是一种救灾， 甚至比辟谣和打
击造谣者更重要。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节后综合征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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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为春节期间“坚守岗位者”点赞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当大多数人都在与家人团
聚，有些人仍然默默付出，坚守在
岗位上。 春节假期已过去5天，46
岁的清洁工刘福兰一直都是凌晨
2点起床，3时就开始清扫工作。广
州市海珠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强
化节日期间商品交易市场监管，
共安排值班值守人员120余人次，
出动巡查队员1000余人次。（2月
21日 《人民日报》）

诚如一句流行语 “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
行”，无论是交警、环卫工，还是重

点岗位的值班人员， 有了他们的
付出，我们的家越来越幸福，我们
的国越来越强盛。因此，为了春节
期间的岁月静好， 这些坚守岗位
者的负重前行值得尊敬与点赞。

同时，这些“坚守岗位者”更
需要保障机制跟进。一方面，无论
是加班还是值班， 相关的福利待
遇要按照法律规定， 实打实的落
实好；另一方面，也应保障他们的
休息权利， 确保他们的身体不会
“疲劳驾驶”，更能够使他们拥有和
家人团聚的机会。 这就需要用人

单位多些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
再者，更要为这些“坚守岗位

者”默默无闻付出的家人们点赞。
正是因为他们及其家人的 “牺牲
我一人， 幸福千万家” 的崇高精
神，才使得千家万户在春节假期，
享受着轻松与便利、洁净与清新、
温馨与祥和。

幸福始于奋斗。新的一年已
经启程 ，我们都要坚守好自己
的岗位 ，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
“小家”，更是为了社会的这个“大
家”。 □杨玉龙

春节假期后， 又要恢复正常的工作和学习。 长假
过后， 你会不会担心自己患上节后综合征， 提不起精
神？ 节后综合征是人们在假期之后出现的各种生理或
心理表现， 例如在节后的几天里感觉厌倦， 提不起精
神， 上班和学习效率低， 甚至有不明原因的恶心、 神
经衰弱等。 （2月21日 中国新闻网）

□闵汝明

“牵妈妈的手”何以温暖了整个春节

莫让地震谣言
抢了科普先机

说说返乡农民工回城与不回城

这个春节， 一个2分钟的短
片悄然走红。 你有多久没对妈妈
说心里话？ 你有多久没牵过妈妈
的手 ？ 平实的语言 ， 感人的画
面， 让众多网友感触良多。 这个
120秒的短片， 温暖了整个春节。
（2月21日人民日报微信）

鸦有反哺之义， 羊有跪乳之
恩，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子女
对父母的感情， 几乎应该是出于
人伦亲情的一种本能。 “牵妈妈
的手”， 于手牵手中传递亲情和
孝心， 也确实只是做了一个子女
应该做的事。

如今， 许多子女都有行孝之
心， 比如关心老人的冷暖。 现在
的老人基本上也都衣食无忧， 不
少子女因此就以为， 老人的幸福
晚年已经不缺什么。 殊不知， 现

在老人们普遍缺少的， 就是儿女
“常回家看看”、 乃至共话家常中
的亲情 ， 诸如子女 “牵妈妈的
手”， 陪着说说心里话， 当然是
老人最期盼的享受。

然而于这样的 “需求 ”， 许
多为人子女总是以为可有可无，
也总是以诸如工作忙、 没时间等
“名正言顺” 的理由推脱， 而于
成年尤其是已经中老年的子女，
更不会想到去 “牵妈妈的手 ”，
给父母精神上的慰籍 。 为人子
女， 许多人早已忘记了， 孩提时
的我们， 大人们不只是满足自己
的吃穿， 更是千方百计也要抽出
时间， 牵着自己的手做游戏、 玩
公园， 而当老人们也有这样的渴
求， 却如此地吝啬自己的付出，
乃至于不少的老人， 子女的 “常

回家看看” 竟也成了奢望。
有网友说， “走得再远， 你

我 的 原 点 总 是 妈 妈 。 这 是 走
不 出 的风景 ， 走不出的牵挂 。”
“父母在， 人生尚有去处， 父母
去， 人生只剩归途！” 一个2分钟
的短片 ， 让多少子女找回 “原
点”。 显然， 说到底 ， “牵妈妈

的手” 的内涵， 就是一个 “孝”
字， “牵妈妈的手” 温暖了整个
春节， 足以表明， 孝作为一种传
统美德， 是一切德行的根本， 无
论时移世易 ， 始终是社会的主
流 价 值 观 ， 始终根植于人们的
心底。

□钱夙伟

央 视 《舌 尖 上 的 中 国 》
开播了第三季 。 在经历了首
季拍出各种美食撩动观众食
欲引发盛赞 ， 第二季在美食
与人物故事间结合得不算太
好导致口碑略有下降之后 ，
如今， 《舌尖3》 首集的开播
又给了观众新的观感 ！ 这一
由新班底制作的 《舌尖3》， 首
集以 《器 》 为题 ， 讲述的重
点不是食物 ， 而是制作和盛
放食物的各种器具和器皿 。
（2月21日 《信息时报》）

“食因器而丰韵， 器因食
而多姿 。” 在 《舌尖3》 首集
中， 器物与美食的完美融合，
呈现出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味，
器物为美食增添了别致风味，
令美食变得更加完美 。 犹如
美食需要精细制作一样 ， 器
物也要经过精心雕琢、 淬炼、
制作 ， 耗费大量的心力和时
间， 才能制造出完美的器物，
以配得上美食。

比如《舌尖3》里的章丘手
工铁锅制造， 需要历经12道工
序，再过18遍火候，1000℃高温
锤炼，经受36000次锻打 ，直到
锅如明镜。 观众对章丘铁锅制
作工艺繁复 、手艺精湛 、品质
优异叹服之际，亦赞赏章丘铁
匠坚持传统手工制作，秉持用
心锻造、不糊弄的工匠精神。

不仅是章丘铁锅， 云南怒
江石板、四川青堤菜刀、景德镇
瓷器等， 均由工匠费尽心力手
工打造，为中华美食增添光彩，
背后都有着类似的工匠精神。
显然，《舌尖3》首集虽未聚焦于
美食，却未离开美食，而是沿着
美食拓展开来， 将以往被忽视
的器物，逐一呈现给广大观众，
让大家认识到美食的背后，不
仅有着丰富的人文故事， 还有
一以贯之的工匠精神。

《舌尖3》 在这方面的创新
突破，看似有些偏离原有轨道，
引起很多争议之声， 但这种创
作上的冒险， 丰富了美食的涵
义，提升了公众对器物的认知，
重新审视传统手艺所蕴含的工
匠精神，还是值得的。□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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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3》诠释
美食背后的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