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约粮食不仅是一个物质层面的行为，更是一种精神
层面的导引。在中国文化里，它重合于积善积德、留有余
庆的道德范畴；引申为取之有度、知足常乐的价值取向；演
化为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的哲学警示。对物的节俭爱惜，
体现着一个人在“道”的层面上的内敛自省，谦让于人；而
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则传递出内心欲望的无度扩张，个人
索取超过了与他人的界限，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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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岁末，粮食喜获丰收再次成为全
年经济工作的一大亮点，总产量再创历史
新高，仓廪充实，积粟盈余。但与此同时，
现实中的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人在

“吃播”中靠过量进食吸引眼球，有人认为
“光盘”丢人。事实上，谁觉得“光盘”丢人
谁才丢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节约粮食、
反对浪费都应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一种良
好风尚。

我们说节约粮食，当然首先节约的是
粮食这种人类赖以维持生命的物质必需
品。这些年来，中国人彻底告别饥饿、人
人都能吃饱饭了。对年轻人来说，吃饱饭
好像天经地义，但这不过是短短几十年的
事，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曾亲身经历过饥饿
的滋味。而在漫长历史中，饥饿更是常
态。《世说新语》里记载，晋代名士郗鉴因
德行高，在饥荒中得到乡人供养，但只够
供他一人，于是他“辄含饭著两颊边，还，
吐与二儿”，才让两小儿活了下来。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
即便现在我们的科技发达了，粮食年年丰
收了，但从供需形势来说，紧平衡仍将是
一个长期趋势。因此，对粮食这个关乎国
计民生的战略物资，容不得半点浪费，节
约粮食应该成为每个人脑子里时时绷紧
的弦。

再往深一层，我们说节约粮食，节
约的只是粮食本身吗？当然不是。节

约粮食不仅是一个物质层面的行为，更
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导引。在中国文化
里，它重合于积善积德、留有余庆的道
德范畴；引申为取之有度、知足常乐的
价值取向；演化为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的哲学警示。

所以，有面包店宣称不卖隔夜面包，
新鲜面包当天卖不完就被扔进垃圾桶里；
有连锁咖啡店使用长流水清洗杯子被顾
客拍摄下来……这样的事情，在消费主义
潮流下本是商家的宣传点，借此宣传自己
追求品质、注重卫生，不料事件爆出后却

“翻了车”，引发批评如潮。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表面上批评的是

餐饮浪费，本质上，还深刻表达着对人与
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追问
与反思。

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前所

未有的高度，人对自然的影响力也达到一
个前所未有的强度。人与所处的生态系
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人类不可
否认是金字塔尖上的强者，但地球是一个
万物共生的系统，强者也仍然只是系统中
的一个环节，受系统规律的影响。节约粮
食，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与内省。如果
靡费物用、不加克制，去过度开发环境、漠
视其他物种，一旦失去底线、无所顾忌，最
终还是会反噬人类自己。“良田万顷，日食
三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这正是古人
留下的智慧。我们要学会敬畏历史、敬畏
文化、敬畏生态。

惜粮惜物、勤俭节约也标示着个人与
他人关系的界限与取舍。古人说：历览前
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奢靡无度为
什么会与“败”连在一起，乃至成为败家亡

国的起因？难道钟鸣鼎食之家、赫赫扬扬
之国当真都是“吃穷”的？当然不全是，准
确地说它更像是一种寓意、一个风向标。
对物的节俭爱惜，体现着一个人在“道”的
层面上的内敛自省，谦让于人；而穷奢极
欲、贪得无厌，则传递出内心欲望的无度
扩张，个人索取超过了与他人的界限，引
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节约粮食，也映射着一个人与自我的
关系。我是谁？我在人群中处于什么样
的位置？人生在世，首先要认知自我、定
位自我，才能制驭自我、实现自我。我们
看到一些一掷千金、铺张浪费的行为，很
多是为了所谓面子，为了凸显自己的财
富、凸显自己的大方，带有很强的目的
性。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别人的认可，
又用外在认可去标榜自我的坐标，但这恰
恰说明了自我认知的不清晰、不确定，自
我价值的不认同、不自信。所以，与其为
了面子挥霍，倒不如大大方方地节俭。当
然，节俭并不是一味克制、清心寡欲。老
友相见，点一桌美食，食尽其味、物尽其
用、光盘见底，这也是节俭。

“光盘”不丢人，谁觉得“光盘”丢人谁
才丢人。今年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
案》，可以说是“国家喊你要‘光盘’”了。
让我们一起努力，珍惜每一粒稻谷、每一
株麦穗，不辜负大自然的钟灵毓秀、不忘
却修身养德的绵延文明。

谁觉得“光盘”丢人谁才丢人
□□ 江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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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出现了野猪泛滥的情况，人猪冲突严重，多地下发了“野猪通缉令”。近日，本报“观点”版也就
野猪频出没的情况进行了评析。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本次名录调整，以科学评估陆生野生动物物种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为核心，充分考虑种群变化动态、面临威胁、社会关
注等多方面因素，提出了名录调整要坚持生态优先、维护科研需要、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在征求意见稿中可以发
现，曾于2000年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猪已被删除。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野猪退出“三有”野生动物名录，也不可滥捕滥杀，既需要遵循相关法律，也需要根据各地实
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这正是：
野猪泛滥频出入，人猪之间多冲突。
多地下发“通缉令”，拟被“三有”名录除。

文@铁锤

作者：朱慧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党中央强调，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
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
件传承和弘扬好。”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
了精神命脉。”“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
了我们的基因。”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践
行时代精神紧密结合，有利于进一步凝聚砥砺前行的
正能量、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 后 皇 嘉 树 ，橘 徕 服 兮 。 受 命 不 迁 ，生 南 国
兮。……”《九章·橘颂》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传世名
篇，虽只有一百余言，但其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却穿越时
空，给予我们深刻的思想启迪和持久的奋进动力。当
前，我们正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深度、广度和
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打好乡村振兴这场持久战，
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滋养，离不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用而不觉的精神提振。投身乡村
振兴一线的党员干部涵养《九章·橘颂》所彰显的品格
追求，强化使命担当，与老百姓共同奋斗，乡村振兴的
秀美画卷将会徐徐铺展开来。

始终厚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为民情怀。“深固难
徙，廓其无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赞美
橘树身固其根，难以迁徙，心胸开阔，其无私的品行，可
以与天地相比。放弃大城市的优越生活、用生命谱写
脱贫攻坚青春之歌的黄文秀，在悬崖峭壁上用7年时
间凿出8公里“绝壁天路”、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的

“当代愚公”毛相林……他们“秉德无私”，将大爱播撒
乡间，托举起老百姓美好的明天。投身乡村振兴一线
的党员干部应牢固树立以百姓心为心的理念，把老百
姓当成自己的亲人，把老百姓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
事。要俯下身子，迈开步子，经常性走进老百姓家中，
聊一聊家长里短，听一听急难愁盼，既关心老百姓物质
上是否充裕，也关心老百姓精神上是否富足，通过实打
实的行动赢得老百姓的信任，让自己真正成为老百姓
的“贴心人”“心上人”。

始终葆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坚守。“深固难
徙，更壹志兮”所表达的是橘树执着专一的志向。从
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柑橘之父”——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章文才走进屈原故里秭
归县的大山深处，致力于秭归柑橘产业的发展；到今天章文才教授的学生——中国
工程院院士邓秀新带领专家团队接续致力于秭归脐橙的品种改良、品质提升和品
牌打造，为了秭归脐橙产业的发展和秭归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华中农业大学柑橘团
队近60年的秭归脐橙之缘从未间断，在秭归大地一直传唱着一个团队支撑一个产
业的动人故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无论是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乡村人
才，还是繁荣乡村文化、推进乡村环境整治，抑或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治
理，都有不少任务需要绵绵发力才能做实，都有不少难题需要久久为功才能破解。
投身乡村振兴一线的党员干部应涵养对乡村沃野浓浓的深情，将执着坚守写入心
田、融入事业；明确奋斗目标，带领老百姓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棒接着一棒干，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

始终保持“一片冰心在玉壶”的修身自好。“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屈原告诫
后人要保持清心谨慎自重，便不会有什么过失。“时代楷模”黄大发曾经这样说：“我
修‘天渠’的时候，给自己最低的要求就是记清每一笔账，公家的财产分文不取。”为
了不占公家半碗水泥的便宜，黄大发厉声喝止妻子。基层工作与老百姓的切身利
益息息相关，投身乡村振兴一线的党员干部应注重自我修炼、自我净化，夜深人静
时，面对璀璨星空，经常问一问自己的内心是否依然纯净？与身边典型对标，经常
问一问自己是否在严于律己上存在差距？面对各种利诱，经常问一问自己是否都
理直气壮地说“不”？主动接受老百姓的监督，主动听取老百姓的批评意见，让老百
姓做自己的“保健医生”。只有自身腰杆直、行得正，一碗水才能端的平，为老百姓
办事才更有底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项难点任务才更硬气。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在秭归，数十万亩的秭归脐橙
已经成为老百姓致富的“黄金果”，广大党员干部正带领老百姓续写着新的《橘颂》
故事。使命在肩，惟有奋斗。坚持人民至上，不忘为民初心，与老百姓始终干在一
起，投身乡村振兴一线的党员干部一定能够以汗水为墨、以实干为笔，书写乡村振
兴的《橘颂》新篇。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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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执法不能用
“外包”理由打发

□□ 巩淑云

近日，在江苏南通海门区三星镇，一位 73
岁老人的甘蔗被一群穿着“静通市容”制服的
人哄抢，老人无奈嚎啕大哭。“卖蔗翁”事件发
生后，当天三星镇人民政府就此事发布情况说
明称：身着保安制服的为三星镇购买服务的第
三方市容公司人员，按合同承担市容管理相关
工作。目前，三星镇已暂停该公司相关责任人
员工作，启动程序开展调查，并依照规定进行
问责。

虽然该事件已有后续处理，但还是有很多
值得反思的地方。当地政府将事件归责于外包
公司，这样做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将责
任彻底厘清。因为市容管理是政府部门职责，
不管是城管正式执法人员，还是“外包”的临时
执法人员，使用的都是政府部门执法的公权，代
表的是政府部门。如此恶性的围抢事件，严重
影响了政府的声誉和公信力，也暴露出管理上
的问题和漏洞。因此，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不
能将责任往“外包”公司身上一“推”了之。

再进一步分析，城管执法也不应一“包”了
之。按照行政强制法规定，围抢老人甘蔗并暂
扣符合该法第九条中的“扣押财物”，属于强制
措施。但是根据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
托。也就是说，第三方市容公司人员没有权利
实施强制措施。且不说第三方公司没有执法
权，即便在执法过程中，其野蛮粗鲁的行径也是
违法的。既然存在多重违法行为，那么，政府部
门在处理该事件时就不应只是将责任推到“外
包”人员身上，而是应该厘清政府公共服务外包
与行政执法的关系和边界，加强和完善文明执
法与公共服务工作。

城市管理不是自上而下的粗暴管理，不是
将手无寸铁的人逼到哭泣，而是和人民共同维
护城市的平稳运行。我们呼唤温情执法，也希
望执法的人能够起码遵循法律。

近年来，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深度
发展“互联网+农业”已成为必然趋势，数字
技术正在展现着日益强大的新动能。特别是
直播助农的火爆，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使
得农村产业市场深度拓展，传统农产品销售
模式得到根本性转变，加快了原有产业的转
型升级。

在数字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
村电商不仅成为三农发展的引擎，还能够有
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成为数字乡村的助推
器，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
培育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很多农产品基
本实现了线上销售，为农民就业、创业、增收
起到了积极作用，引领农业生产向主流化趋
势发展。

例如，在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腾讯公司
发起的“丰收好物”计划，与中国优质农产品
开发服务协会合作，借助企业资源与能力帮
助各地建设和完善农产品上行数字化通路，
推动山东烟台、江西上饶、广东新会等地特色
产业振兴，帮助40余款特色农产品打通数字
化销售渠道、提升市场认知，并通过微信小程
序、视频号直播、商品包装设计、广告投放等
方式促进农产品品牌建设，树立了数字化助
农的标杆案例。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农村电商起步较晚，
电子商务领域依然存在落后环节，其中的问
题亟须得到重视。如农产品电商尚未形成统
一标准，产品质量无法保障，增加了产品销售
的难度，造成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足；乡村产
业链延伸还有待继续完善，物流配送网络建
设落后，没有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集群；虽然农
村电商人才不断涌现，但高端人才仍存在巨

大缺口，引进难度较大等等。
因此，如何更好地抓住数字助农的风口，

并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探索乡村数字化的
新业态，这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进程中需要思考和逐步解决的问题。从实
际情况来看，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善有利于逐
步提升数字助农的效果。

品牌就是影响力。要依托互联网模式所
提供的内生动力，积极引进知名电子商务企
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推动电商品牌和农
产品品牌建设，并借助品牌定位升级、产品视
觉升级、品牌故事宣传推广等手段，借助媒体
和社交平台宣传推广，不断扩大农产品品牌
传播声量。

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数字
化的上行通路，为农产品搭建数字化销售平
台。在销售过程中，持续跟进销售情况和市
场反馈，在产品卖点、定价、促销、售后服务等
方面，帮助特色农产品完善数字化上行通路，
保障产销对接有序进行，让农产品得到消费
者的关注和认可。

此外，还要推动互联网企业数字化助农
模式创新。基于“数字化销售平台搭建+数
字化宣传推广支持+数字化人才培养支持”
的路径，不断总结特色农产品全链路数字化
推广与销售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并结合各地
区的实际特点，将数字化上行经验应用到更
多县域农产品，发挥数字化助农项目的示范
功能和可持续应用价值。通过电商企业、培
训组织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等多渠道引进人
才，培养有农产品电商数据科学应用能力的
人才，为人才发展赋能，为乡村振兴蓄力，使
数字助农走得更加长远。

发挥示范功能，探索数字助农新业态
□□ 姚大栗

起床、做饭、喂狗、赶大集、磨豆腐、
炖小鸡……近日，视频博主“张同学”（以
下简称“张同学”）火了。从 10 月 4 日到
12 月 12 日，账号开通仅两个多月，发布
作品数量也只有 46 个，粉丝却暴涨近
1600 万，平均每天涨粉 20 多万，获赞高
达近5000万。

有网友沉浸其中观看，直呼“不知道
在看什么，但就是想再看看”。与此同
时，也有网友质疑，视频中满眼的陈旧布
置，如磕掉一块的搪瓷缸、泛黄卷边的日
历画报、掉了漆的红色木柜、老式电视机
等，分明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场景，哪里是当下农村的普遍面貌？作
品中出现的房屋破旧、杂物乱放、卫生堪
忧等各种“脏乱差”场景，又岂是人们追
求向往的乡村生活？还有网友担心，拍
摄“片场”是“张同学”爷爷的老屋，视频
塑造的是农村单身汉略带懒散的生活，
本不是真实记录和现实还原，但无处不
在的即视感和沉浸式效果又让人感觉很

“真实”，这会不会让人对农村产生误读、
带偏公众的认知？

质疑也好，推崇也罢，不可否认的
是，“张同学”成功掀起了乡村题材短视
频创作的又一波热潮。而热潮背后值得
深思的是，以东北农村小伙日常琐碎为

创作视角的作品为什么能火？“张同学”
镜头里的乡村生活，真是我们想要的
吗？短视频平台上需要什么样的乡村题
材创作？

从短视频记录的内容来看，充满了
农村地道的乡土味儿：约上好友去小河
边抓鱼，出门前把钥匙藏在窗台边的鞋
里 ，三 五 个 玩 伴 席 地 而 坐 共 饮“ 爽 歪
歪”……看似“流水账”的记录，却在每期
集中表达一个主题，如“六畜兴旺”“车在
囧途”“大雪封门”等等，以代入感极强的
细节，将一幕幕原生态的农村物产、传统
农民生活场景展现在公众面前。网友看
完直呼：感同身受，返璞归真，喜欢这种
纯粹的乡村生活。

从公众的观看心理层面来讲，作品恰
恰切中了公众的心理情绪。“张同学”瞄准
乡村的镜头，不但打开了城市大多数人观
察和了解农村的新视角，让他们看到，乡
村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更是立体多元的，
乡村不止有“李子柒”镜头中精致的田园
诗画，理想而令人向往，也可以有“张同
学”镜头中粗糙的烟火气，质朴又接地
气。同时，这些作品也唤醒了拥有农村生
活经历人群的童年记忆，触动了几代人内
心深处的乡情，拉近了公众与乡村的空间
距离和情感距离，进而表现出对乡村的深

切关注和共鸣。
专业的拍摄手法、带感的剪辑节奏

也是“张同学”让人上头的重要因素之
一。“张同学”呈现的内容虽然粗糙，但拍
摄和剪辑却相当精致和高超，电影式手
法的运用，一个视频竟有多达300个分镜
头。这也正是有人怀疑他背后有强大的
专业团队的原因。不过，有媒体专程到
现场解密后发现，的确是“张同学”自己
拍摄剪辑，所谓的“团队”就是几个没有
视频拍摄基础的同村村民。短视频时代
让不少有独特才华的农村人脱颖而出，
也让我们看到“张同学”这样的普通人的
用心和努力。

从“李子柒”到“华农兄弟”，从“彼得
洛夫董德升”再到“张同学”，另外还有很
多其他的自媒体大V，他们通过农产品直
播带货、乡村旅游、农民摄影展等多种形
式，展现着不同视角下的乡村形态和乡村
风格。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乡村题材的创
作受到更多关注和青睐，成为一片流量蓝
海，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乡村题材的创
作，不能流量至上，不能以下沉“收割”农
村为终点，而是需要把真正的乡村文化、
生活、环境、产品传播出来，推动农产品销
售、乡村旅游乃至乡村整体发展，让乡村
与城市产生共鸣。

更需要追问的是，“张同学”镜头下
的乡村生活真的是我们所向往的吗？如
果把你抛入真实的这种情境中，你还会
乐此不疲而不是“叶公好龙”吗？实事求
是地讲，视频中展现的生活并不美好，是
承载着上一代人痛苦记忆、人们想要极
力摆脱的苦难过去，这种生活可以回味，
但不应该被推崇、被追捧。也正是出于
对更加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近几十年
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我们国家不断加大
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持续加强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地区
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张同学”视
频中的乡村生活，不能代表当前真实的
中国乡村社会，更不是应该倡导和追求
的乡村生活。

关注乡村发展，讲好真实的乡村故
事，我们希望有更多“张同学”出现，通
过更多普通人的视角，立足农村的实际
情况，发挥扎根农村的优势，使用专业
的技术，采取喜闻乐见的方式，去挖掘
现代美丽乡村的魅力。我们更希望在
吸引更多人关注乡村、重视乡村的过程
中，流量持续下沉，有更多年轻人到乡
村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助力乡村振
兴，反哺乡村未来发展，让我们的乡村
更宜居更美丽。

“张同学”镜头中的乡村生活，是我们想要的吗？
□□ 赵新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