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 自媒体创作者 “打工仔小张” 发布的
“手把手教你坐高铁” 视频在网上爆火。 如何坐高
铁、 如何乘地铁、 如何租房子……这些大众习以为
常的 “小事”， 可能就是进城农民工的知识盲区。
专家认为， 开设一门 “教你如何融入城市” 的常识
课是必要的， 城市运转的关键逻辑其实是互助、 契
约、 包容。 （3月3日 《工人日报》） □王琪

“今天成立的困难职工贴心
关爱驿站， 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
服务项目， 感谢党和政府一直以
来对我们的温暖和关爱。” 3月1
日， 河南杞县总工会、 杞县妇幼
保健院共同建设的困难职工贴心
关爱驿站揭牌， 困难职工代表李
明霞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3月3
日 《河南工人日报》）

据报道 ， 河南杞县设立的
困难职工贴心关爱驿站， 主要为
在县总工会建档立卡的困难职工

定期提供心理疏导、 减压排忧、
免费体检等服务， 为他们建立全
方位 、 方便 、 快捷的 “绿色通
道”。

困难职工常常承受着工作和
家庭的双重压力 ， 心理压力更
大， 精神负担更重， 如何不断创
新工会服务方式方法， 加大帮扶
救助力度， 全方位、 多角度让困
难职工感受工会 “娘家” 的贴心
和温暖？ 笔者以为， 杞县设立困
难职工贴心关爱驿站的做法， 不

仅强化了工会服务职能， 提升了
工会服务质量， 可以实现困难职
工帮扶工作常态化、 长效化、 社
会化， 让困难职工获得感和幸福
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而且也为困
难职工提供了心理疏导、 减压排
忧的场所， 有利于减轻他们的心
理压力， 促进身心健康。 同时，
困难职工的心理、 生理健康， 还
既保证了安全生产， 又提高了企
业的效能。 这样的做法， 值得学
习和借鉴。 □费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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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中考不能偏离了
“育人跑道”， 而要回归这
一跑道， 才能真正补上学
校体育教育的 “短 板 ” 。
要 让 体 育 真 正 融 入 教
育， 融入学生生活， 让孩
子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未
来。

■世象漫说

过去几年， 周末游、 周
边游等 “微度假” 成为旅游
消费市场的全新增长点。 进
入2023年， 随着年轻人社交
需求的增加， 他们同样不再
执著于空间距离上的 “远
方”， 而是选择在城市及周边
发现新潮玩法， 进行深度体
验。 “微度假” 被认为是下
一个旅游风口 。 （ 3月 5日
《北京青年报》）

所谓 “微度假”， 是以城
市为中心， 辐射周边的， 近
距离、 短时间的旅游休闲方
式， 和传统的省外游、 出境
游等等比起来， 这种以近距
离 、 短时间为基本特征的
“微度假” 有其自身的优势。
比如不管是时间、 精力还是
经济上， 所耗费的成本更低，
因此进行 “微度假” 的频率
也就可以更高， 从而获得更
高的满意度、 幸福感； 再比
如 “微度假” 距离自己生活
的城市比较近， 如果家里或
者是单位遇到什么紧急情况
需要处理， 可以马上赶回来，
不会耽误正事。

必须承认， 当越来越多
人开始选择 “微度假”， 这对
当前的旅游生态和旅游目的
地的接待服务能力等， 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也对当地经
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
契机 。 “微度假 ” 的 “微 ”
仅仅是时间、 距离上的， 但
是从旅游活动的深度上来说，
“微度假” 反而更加接近体验
度高的 “深度游”， 从而为当
地农家乐、 民宿等等的发展，
创造了更多的机遇。

当然了， 农家乐、 民宿
要想在 “微度假” 盛行的前
提下得到更好的发展， 也对
政府部门各方面的服务和监
管提出了更多更新的要求 。
包括农家乐、 民宿的卫生条
件、 服务标准以及经营管理
者能否坚持诚信经营等等 ，
都需要当地有关方面给予必
要关注， 加强市场监管。

□苑广阔

融入城市“第一课”

“贴心关爱驿站”让困难职工感到温暖

李雪：据媒体报道，网上售卖
的很多宠物粮配料组成模糊，有
散装宠物粮包装上只有产品名称
和生产厂商， 甚至有不良商家把
掺有土和锯末的宠物粮加入大量
诱食剂卖给消费者。对宠物粮市场
乱象不能小觑，需要依法治理，要
从生产、加工、质量检测等方面形
成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标准或行业
规范，为企业生产经营划出红线。

宪认：3月4日是世界肥胖日。
近年来， 青少年的体重问题逐渐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些家长
担心孩子学习辛苦，常以“加强营
养”的名义给孩子进补。不少孩子
也更爱“宅”在家里，逃避户外运
动，导致身材“横向发展”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小胖墩”多，对孩子
身体健康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要让“小胖墩”瘦下来，需要多方
参与，形成全社会合力，不断提升
未成年人体质健康水平。

近日，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 中煤三建机电安装公司电
焊工沈珠珠在车间里给职工传授
焊接知识。 淮北市总工会依托劳
模创新工作室， 面向广大职工开
展由劳模工匠领衔的技术交流、
技术攻关 、 技术培训等 “传帮
带” 活动， 引领广大青年职工立
足岗位、 锤炼技能， 努力打造产
业工人技术队伍， 不断推动技术
创新 。 （3月3日 《安徽工人日
报》）

劳模、 工匠是企业的宝贵财
富， 青年职工是企业的希望和未
来。 企业迫切需要劳模、 工匠对
青年职工 “传” 出技能、 “帮”
出经验 、 “带 ” 出人才 。 事实

上， 现实中很多单位推出了 “劳
模带徒 ” “工匠结对 ” 之类的
“传帮带” 活动。 但是， 因为缺
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和考核， 效果
不尽如人意。

笔者认为， “传帮带” 效果
欠佳 ， 一个重要原因是 “传帮
带” 活动缺乏激励机制———不论
做得好不好， 反正结果一个样：
师傅教得好没奖励， 徒弟学得差
也没惩罚， 如此， 自然难以让人
保持旺盛的工作激情和创新动
力。 “传帮带” 活动要出成效，
必须建立激励机制。 企业应该跟
踪 “劳模带徒” “工匠结对” 工
作的全过程， 一方面帮助师傅和
徒弟及时解决工作及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 一方面严格考核 “教”
和 “学” 的效果， 并分别给予奖
励和惩罚。 如此， 就会让师傅教
的更积极、 徒弟学的更有劲， 并
形成赶学比超、 争先创优的良好
氛围。

没有激励机制， “劳模传帮
带” 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甚至沦
为形式主义 。 有了激励机制 ，
“劳模传帮带” 才有生命力， 帮
助更多青年职工岗位成才。

□余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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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中考要回归“育人跑道”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4
日开幕。 正在北京参会的全国政
协委员、 我国冬奥首金获得者杨
扬将目光聚焦体育中考， 带来的
两份提案都与之相关。 “运动不
是为了考试 ， 让孩子们热爱运
动， 这才是第一位的。” 她建议，

要谨防体育中考走偏， 确保考试
公平， 同时做好科学研判， 审慎
决策今年体育中考及其他校园体
育活动开展事项。

杨扬认为， 近几年随着体育
中考制度在全国推广， 体育的学
科地位得到有力提升， 极大地强
化了学校、 家长及师生对体育的
重视， 对促进中学生参与体育锻
炼、 增强身体素质、 推动学校体
育教育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导
向作用。 同时她也认为， 体育中
考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
题， 需要引起重视和改进。 比如
出现 “应试化” 倾向， 一些学校
和家长临考时让学生进行超负荷
的突击、 强化训练， 不仅会降低
学生的体育锻炼积极性， 让他们
对体育产生恐惧感， 而且会对其
身体健康和身体素质发展带来负

面影响。
近年来， 体育教育开始受到

各级部门的重视， 体育教育在不
少学校得到顺利开展， 中小学生
的体质也有了明显提升。 虽然体
育教育在一些地区、 学校仍没有
得到应有的重视 ， 还有继续深
化体育教育改革的必要， 但体
育教育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但同
时， 我们也要看到， 体育教育虽
然越来越受重视 ， 但在一些地
方， 体育教育应试化现象却较为
严重， 体育教育沦为了 “应试体
育”。 比如此前有研究数据表明，
中考体育开始实行后， 初三学生
的体质是初中各个年级中最好
的， 高一学生的体质也是高中各
个年级中最好的。 应试体育让学
生体质提升 “只能管用一阵子，
不能管用一辈子”。 短期的超负

荷突击、 强化训练， 这既可能让
学生对体育产生畏难情绪、 恐惧
心理， 还可能损害学 生 的 身 体
健康 。 这严重影响了学生体质
提升计划， 让体育教育的效果大
打折扣。

体育教育、 体育中考不能在
“应试跑道” 上一路狂奔， 不能
由 “育人” 变成了 “伤人”。 重
视体育教育， 不仅要增加体育考
试成绩的权重， 更要培养学生热
爱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 让学生
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 爱上体育
运动。 否则的话， 如果只是一味
增加体育考试成绩的权重， 却不
能遏制体育应试化， 只会加重学
生负担， 反倒不利于学生健康成
长。 所以， 要袪除体育教育的功
利性， 要让 “应试体育” 向 “终
身体育” 转变。

这就需要改变唯分数论， 防
范体育应试化， 要建立健全多元
评价体系。 从教育部门、 学校 、
家长， 都要认识到教育是为了培
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要重视的是
学生的学习过程， 而不是考试成
绩。 同时， 还要提高体育教育的
软硬件基础， 比如提高对中学生
体育教师的专业化要求， 加强对
校园体育场所、 器材的建设投入
力度等等。

既要增加体育权重， 加强学
校体育工作， 还要祛除体育教育
功利化倾向， 让体育教育回归育
人本质 。 体育中考不能偏离了
“育人跑道 ”， 而要回归这一跑
道， 才能真正补上学校体育教育
的 “短板”。 要让体育真正融入
教育， 融入学生生活， 让孩子能
够拥有一个健康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