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一部电视剧讲的是居委
会的故事， 由于反映百姓生活，
因而颇有好评。 不过， 与周边朋
友聊起， 却一致认为不如此前热
播的 《人世间》 好看。 除了编导
演阵容 、 水平的差异 ， 更因为
《人世间》 表现工人生活的真实、
鲜活与深刻， 包括工人生存的艰
辛与烦恼， 特别接地气， 因而引
起更多人的共情。

由此说到关于工业、 工人题

材文学作品的话题。
毋庸讳言， 在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的今
天， 有关工业、 工人题材的文学
作品不是多了， 而是少了。 究其
原因， 有人说， 是因为工业、 工
人题材 “不好写” “难以写出深
度、 精品”。 那么， 接下来的问
题就是： 为什么？

同样毋庸讳言， 很多专业作
家虽然生活在经济发达的城市，
身边不乏企业、 工人， 但他们对
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的了解， 远
不如自己更熟悉的市井百态， 仅
靠肤浅的日常观察和点滴积累，
很难深入了解工业生产的真实状
况， 也很难把握工人们的所思所
想， 当然也就 “难以写出深度、
精品”。 当年以工业小说 《乔厂

长上任记》 一举成名的作家蒋子
龙曾经形容 ， 许多作家面对工
业、 工人题材， 如同刘姥姥进大
观园， “眼花缭乱”， 不知所措，
因而 “聪明一些的都绕开工业去
寻找灵感和激情”。 作家不肯或
不愿深入生活， 才是工业、 工人
题材文学作品少的根本原因。

文学作品少， 不等于现实生
活乏味。 社会发展到今天， 特别
是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
神、 工匠精神的背景下， 工业、
工人题材更加丰富多彩， 大有文
章可做， 也确有有心人在做。 既
然专业作家缺席， 业余作家就承
担起了写工业、 写工人的责任。
这些业余作家大多出身于相关行
业、 产业， 甚或自己就是工人，
他们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工业

生产、 工人生活的切身体验、 感
受， 进行着积极、 认真的创作，
尽管可能由于 “非专业”， 作品
的文学性较弱、 可读性不够， 难
有力作、 精品， 但却实实在在填
补了文学作品中的空白， 也给专
业作家们一种鞭策。

电视剧 《人世间 》 热播之
后， 中国工人出版社的领导、 编
辑拜访了该剧作者梁晓声， 共同
探讨工业、 工人文学作品的创作
问题 。 梁晓声说 : “工人阶级只
要被 ‘看见’ 他们就很好了， 不
要总想着去教育他们。” 这句话
颇具深意 。 “让工人被看见 ”，
似乎很简单 ， 但看见他们的什
么， 看到哪层深度， 却考验着作
家的眼力、 功力， 其背后则是对
工人 、 对劳动的认知和感情 。

“不要总想着去教育他们”， 说的
是文学作品重在真实表现生活，
而不是 “教育读本”， 其背后则
是作家的立场 、 态度和创作方
法。 总之， 写好工业、 工人题材
文学作品， 要用心、 用情关注工
业发展， “钻进” 工人生活， 真
实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

文学即人学， 重在表现人 ，
优秀文学作品更要揭示人的共
性， 工业、 工人题材也不例外。
要出力作、 精品， 就不能停留在
对工业生产、 工人生活的简单描
摹， 而是要像 《人世间》 那样，
虽然再现劳动场景， 写的都是普
通工人， 但却由此切入， 表现了
社会生活的深邃、 复杂， 呈现出
人世间的真实 ， 以此打动了读
者、 观众， 引起广泛的共情。

记者10日获悉， 根据网络巡查和群众举报情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有关部门查实并关停了
14个仿冒网站， 其网站名称、 网址及页面内容与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技能类 “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查询官方网站高度相似， 容易误导社会公
众。 目前， 上述14个网站均已被关停。 （10月10日
新华社） □朱慧卿

“亲爱的老公，见字如面！家
里一切都好，勿念！你一个人在外
工作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时时刻
刻注意安全， 你的平安是我们最
大的心愿。”9月30日，开滦吕家坨
矿业公司掘进二区掘进工马龙接
到妻子的安全家书时，先是惊喜，
后是感动， 而这封安全家书也迅
速在吕矿公司微信群内热传。（10
月12日《河北工人报》）

据报道， 针对随着安全生产
周期不断拉长，员工易出现“松松
劲儿”“歇歇脚儿”等松懈、骄满、
盲目乐观等思想问题， 该企业工
会超前发力，开展“一封家书寄安
全”活动，以家书的形式，为员工

与家人搭建交流和情感表达的平
台， 用亲情和关爱为员工安全思
想、行为念好“紧箍咒”，营造同把
安全关，共担安全责的浓厚氛围。
掘进工马龙收到的家书， 是该活
动征集到的144封家书中较有代
表性的一封。

这封家书之所以在员工微信
群内热传， 是因为虽然只有短短
百余字，却情真意切，不仅感动了
马龙， 也感动了每一位阅读该家
书的员工， 引起了他们内心的共
鸣。 尤其对于那些家住外地的员
工，不仅缓解了他们的思念之情，
还构筑起了集“夫妻情、父母爱、
子女愿” 于一体的亲情安全生产

防线。
笔者以为，现在电脑、手机已

经普及， 亲自动笔以纸质形式写
家书的确实很少见。但“一封家书
寄安全”活动，有其特殊的仪式感
价值， 特别是当下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情况下， 这种仪式感不仅以
亲情为纽带， 将异地员工家属对
亲人的思念凝于笔下，而 且 还 能
深 深 表 达 亲 人 对 在 岗 员 工 深
深的牵挂及殷殷的安全期盼。因
为亲人家书中的安全叮嘱语，往
往能胜过了旁人的千言万语。开
滦吕家坨矿业公司的做法值得点
赞。

□周家和

张淳艺： 最近， 微信小游戏
“羊了个羊” 火爆全网， 引发网
友追捧。 在广东佛山桂城中学，
高二年级化学课廖老师从中受到
启发， 利用元素周期表制作成化
学版 “羊了个羊”， 受到学生们
的欢迎。 化学版 “羊了个羊” 是
寓教于乐样本。 期待广大教育工
作者能够从化学版 “羊了个羊”
走红中受到启迪， 拿出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用于教学创新， 让学生
们都能爱上学习， 学有所获。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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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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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工业、 工人题材
文学作品，要用心、用情关
注工业发展，“钻进” 工人
生活， 真实反映他们的生
存状态。

“一封家书寄安全” 以亲情强化员工安全意识

■世象漫说

关停

日前，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旧州镇中心小
学校外劳动基地 ， 全国劳动模
范、 旧州镇寨碧村党总支书记王
清华指导学生收割稻谷。 2022年
秋季开学起， 劳动课正式成为中
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 旧州镇中
心小学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到田间
给孩子们上课， 让学生们学到了
农耕知识， 引导学生养成崇尚劳
动、 尊重劳动的品德。 （10月12
日 《工人日报》）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大
力开展劳动教育， 一方面要教育
引导学生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

懂得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 、 劳动最美丽的道
理， 增强对劳动创造幸福的理性
认知和实践自觉。 另一方面， 要
创造机会和条件、 创新内容和形
式， 通过丰富多样的劳动实践，
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以
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
的劳动观 ， 大力弘扬崇尚劳动、
热爱劳动、 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
的劳动精神 。 学生通过劳动实
践， 可以学到生活基本技能， 体
会分工协作， 培养团队意识， 还
可以增强对劳动和普通工农的正
确认识 ， 有助于营造 “劳动光

荣， 劳动伟大” 的社会风气。
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

阵地， 从学生成长成才角度看，
劳动教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

总之， 加强劳动教育， 让更多青
少年深入参与到劳动实践中， 劳
动必会赋予他们更多的成长空间
和力量。 □沈峰

潘铎印： 针对现阶段在一些
农村地区还存在高价彩礼、 大操
大办等情况， 全国妇联相关负责
人近日作出回应， 要求各级妇联
组织把推进移风易俗作为参与基
层治理、 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着
力点开展工作， 倡导文明新风，
摒弃高价彩礼、 大操大办陋习。
农村移风易俗绝非一日之功， 需
要绵绵用力、 下足功夫， 久久为
功 。 移风易俗要长期抓 、 持续
抓， 让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 孝
老爱亲、 勤俭节约等文明新风劲
吹广袤乡村大地， 更好弘扬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和文化。

化学版“羊了个羊”
是寓教于乐样本

用监管“预防针”
让“双十一”远离促销套路

期待更多更好的工业、工人题材文学作品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需要久久为功

让“劳动最伟大”赋予孩子们成长的力量

为规范 “双十一” 期间网络
集中促销经营行为， 营造公平有
序的网络竞争环境和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提
前开展行政指导， 就近年来在网
络集中促销监测监管中发现的虚
假促销诱导消费者、 夸大商品功
能、 普通美妆个护产品宣传医疗
功效等多发、 易发问题， 制定发
布了 《“双十一” 网络集中促销
合规指导书 （2022）》， 向电子商
务企业提出八方面合规要求 。
（10月12日 《北京青年报》）

“双十一” 成为 “网络购物
狂欢节”， 既是中国消费潜力释
放的结果， 也是消费转型升级的
直接表现。 近些年来， 网络购物
成为快速发展的新兴业态。 在电
商平台的穿针引线下， 消费者与
商家在直播间互动挑选商品、 在
线下单、 快递送货上门， 一气呵
成。 商家使出浑身解数推出的各
种优惠促销活动， 总能让消费者
在不经意间有意外之喜， 难以停
下 “买买买” 的冲动。

新兴业态自然带来新问题。
几乎每逢 “双十一”购物促销期，
都不乏商家忽悠消费者的满满促
销套路。 复杂绕弯弯的优惠促销
规则变成“烧脑游戏”、先涨价再
打折、强制“二选一”、信口雌黄地
夸大宣传……这些在“双十一”期
始终抹不去的促销套路， 既让消
费者权益受损， 也给监管带来了
新的挑战。 显然， 在网络购物时
代，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净化
电商促销环境， 不仅要求监管在
技术上更新换代， 更要在监管思
维上跟上潮流， 方能让消费者获
得满意度较高的购物体验感， 进
一步激活消费潜力。

“双十一” 期间的这些促销
套路， 并非一日形成。 此前， 市
场监管部门对 “双十一” 期商家
促销套路的惩治， 多强调 “秋后
算账”。 虽然此举不失为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 “规定动作 ”，
但也避免不了 “马后炮” 效应，
不能在事前对商家的促销套路实
现有力遏制。 因此， 遏制 “双十
一” 期的各种促销套路， 还应防
患于未然， 在事前未雨绸缪地对
有算计消费者歪念的商家打 “预
防针”。 □张智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