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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能干啥？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令
人大开眼界：有地方部门为完成“民意考核”
任务，用行政手段向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摊派
任务，通过老师向学生及其家长拉票、求赞、
圈粉儿，完后还要拍够三五张照片为证。

朋友圈之“圈”，真可谓“网罗大千包
罗万象”。人们很是惊叹于它作为一个
高效社交平台的“承载力”，从最初小范
围分享心情动态，到如今竟然可以被用
来当作拉票摊派手段。以致网民对朋友
圈又爱又恼：离不了，戒不掉。一项问卷
调查显示，57%的人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
就是刷朋友圈，36%的人想关闭朋友圈。

这种复杂情绪，在今天包含了更多的
无奈。从密集的“友情拉票”，到漫天刷屏

的微商广告，再到伪装成性格测试小程序
的营销账号、为了套取个人身份资料的购
物优惠信息……多少人感叹明枪暗箭，防
不胜防。朋友圈如窗，是熟人间沟通感情、
增强联系的重要渠道，亲朋好友有个事情
互相帮帮忙本是朋友情分，但若利用朋友
关系搞人情绑架，让友情变成负担，甚至衍
生出强买强卖、权钱交易，性质就变了。

朋友圈是个虚拟社交圈，但也有规矩，
现实中人际交往的原则不能失效。比如，
友情赞助可以，但不能搞友情绑架，动辄消
费亲朋好友，再互信亲近的感情也会疲惫
倦怠。卖东西，就不能圈粉儿之后卖假冒伪
劣“杀熟”，那样别人还会再买吗？用钓鱼式
营销手段搜集他人个人信息，损失的不只是

信誉，甚至可能违反相关法律。换句话说，
微信朋友圈既不是“道德飞地”，更不是“法
外之地”，一旦因为自己的不当言行对他人
合法权益造成侵害，一样会面临道义谴责和
法律追责。朋友圈是自留地也是公共场
所。特别是对党政机关和干部而言，微信朋
友圈纪律理应更加严明，不能将网络变为公
权力的旁门暗道，令公权力在网络世界里脱
缰异化。一进一退之间，说小了是“以权谋
赞”，说大了就是以权谋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朋友圈言论都
得谨小慎微、收敛个性，我们渴望真诚、
诚信的亲友交流；我们同样提倡高调张
扬的正能量圈粉儿，因为一次朋友圈内
的爱心接力或许就能挽救一条脆弱的生
命，一次公益行动或许能够掀起席卷全
社会的爱心浪潮。在网络的每一次浪潮
中，只要人人都具备边界意识，恪守人际
交往的法则，让朋友圈回归“朋友”的本
质，网络空间便会多些清新之风。

朋友圈哪能啥都“圈”？
刘 敏

引导贫困群众创新产业发展致富，
身患重病仍顽强奋斗带领贫困乡亲奔小
康，扎根山区、忘我工作带领群众苦干脱
贫……日前，在全国多个省份举行的脱
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上，一个个
脱贫故事让人看到了勇于担当、守望相
助、开拓进取，更多人坚定了信心，投身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硬仗。

实现全面小康是中华民族的梦想。
通过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我国
在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上迈出坚实步
伐。五年累计减贫6853万人，谱写了人
类反贫困历史的新篇章。

行百里者半九十。成绩面前，更需保
持清醒头脑。全国还有3000多万人要实

现脱贫，而且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
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
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三区三州”
贫困发生率高达14.6%，贫困程度深。

对待硬骨头，尤需耐心、恒心和决
心。要下足绣花功，低调务实不张扬、撸
起袖子加油干，才能实现“艰中之艰”的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各部门、各地区要进一
步加大扶贫支持力度，补上基础设施和基
本公共服务短板；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
吸引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不走的工作
队”；解决少数贫困户存在的“等靠要”思
想，充分激活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要下足绣花功，进一步提高精准扶
贫的针对性、有效性。完善建档立卡，确

保应纳尽纳、应退尽退；强化贫困村“第
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选派和管理；通
过引导发展产业和转移就业、设置公益
性岗位、社会保障兜底等措施，因村因户
因人精准施策；对摘帽贫困县、贫困村和
脱贫人口，攻坚期内要保持政策稳定，切
实“扶上马、送一程”。

要下足绣花功，坚持问题导向，解决
基层群众和干部的关切。纠正不严不实、
弄虚作假问题，健全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机
制，加强专项监督、社会监督，加大查处力
度；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一任接着一任抓，一仗接着一仗打，一代
接着一代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的千金一诺。

下足绣花功才能啃下硬骨头
文 静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
侠倚碧鸳”，一副并不工整的对
联，浓缩了十四部武侠经典，营
造了千秋家国英雄梦。94 岁
高龄的金庸先生在香港辞世，

“金大侠”与我们就此别过。
法国大文学家巴尔扎克说

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
秘史。

金庸小说，首先是一章中
国当代文学史。从首部作品问
世算起，60 余年间，它们光大
了中国通俗文学的传统，成为
全球华语文学的一张名片。在
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华
人群体，就必然有金庸的读
者。华人相聚，不问家乡，不分
职业，哪怕素昧平生，纵使政见
不同，只要提起金庸的作品，就
会心生惺惺相惜之念。

金庸小说，也是一章传统
文化的回归史。在他的笔下，既
有家乡海宁的夜半潮声，也有负
笈地衢州的烂柯对局，从白山黑
水到苍山洱海，从天山塞北到巴
蜀台海，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尽
收卷中，读之者无不为中华文化
之精、山川之美而心驰神往。

金庸小说，还是一章民族
心性的启蒙史。少年心，英雄

梦。随着金庸走笔如龙，历史
事迹、稗官掌故信手拈来，虚构
角色与真实人物穿插在文本之
中，传递着“侠之大者，为国为
民”的气概，在年少的心胸中播
下浩然正气的种子。

金庸小说，更是一章中国
文化开放史。40年前，大门初
启，伴随同题材改编的影视剧
作品，金庸小说开始进入祖国
内地。不少读者也因此首次知
道了香江流淌着与长江、黄河
一样的炎黄血脉，对“东方之
珠”更生亲近之感。而一些外
国读者从武侠文化入手，对中
华文化兴趣也日益浓厚。根植
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又沐
浴了全球文化交流的风尚，从
某种意义上讲，金庸和他的作
品既推动了大中华文化圈的交
融互鉴，又是这段交融互鉴历
史的见证者，也同样是中外文
化交流的一叶书简。

“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
窠缀露珠”。金庸和他的作品
真正感染我们的，是鼓荡其中
的浩然正气、家国情怀。它来
自中国的文化血脉，给国人以
文化的温暖。文学的天空星斗
明灭，人间的豪情驰骋纵横。

别金庸：游侠传有家国情
冯 源

每年“双十一”的时候，想
买到心仪的东西，也是一件拼
手速、拼网速的活。可这事儿
却让很多大学生有点犯难。一
到晚上12时就断电断网，是很
多高校的作息规定。最近，湘
潭大学的一名学生就写了一封
公开信，希望学校这一天能“高
抬贵手”，别给他们断电断网。

公开信写得生动，令人捧
腹，实实在在道出了同学的心
声。从学校的角度来看，晚上
断电断网属于校园管理的规
章制度，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
保障校园秩序，让学生们安心
学习、健康成长。但管好校
园，还是要多从学生的角度考
虑问题。就拿“双十一”这件
事儿来说，学生的生活费用大

多来自父母，无节制的消费显
然 不 利 于 良 好 消 费 观 的 养
成。但正如有网友指出的，

“双十一”的消费也是另一种
省钱方式。为什么很多人都
提前把购物车放满等着下单，
不就是想用更合理、省钱的消
费来提升生活品质。

堵不如疏，才是校园管理
需要把握的地方。有时候，面
对一些社会风潮的转变，一味
地拒之门外，只会收效甚微。
如果根据这些变化，在管理上
多些变通，反而能让学生获益
良多。这样一来，“双十一”活
动也可以成为一堂生动的消费
课。省钱之余，让“消费”在亲
身体验中得到思考。如此一举
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

“双十一”宿舍该不该断电断网
毛梓铭

水管堵、电器坏、锁难开……这些生活中看
似不起眼的小事，却难倒了动手能力差的都市
人。请维修师傅上门服务，费用可不低。一用
户向记者抱怨，“三下五除二，师傅用锤子敲了
两下，把锁砸坏，门也开了，前后不到10秒，收
费100元。”

前后不到 10 秒钟，花了 100 元，似乎有点

贵，可话又说回来，就几个简单的动作，自己却
做不好？事是小事，却折射出一个普遍存在的
问题，那就是，我们许多人的动手能力实在太差
了。

究竟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家长无
疑是第一责任人。一些家长以爱的名义，宠着
孩子，把孩子服侍得舒舒服服，不让孩子动手干

活；一些家长关心孩子的考试成绩多过动手能
力，恨不得孩子把24小时都用来做题。学校教
育也有责任，本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劳动因
未列入考试而逐渐受到冷落。

有教育家曾说过，“儿童的智慧在他的手指
尖上”，要培养动手能力就要从小抓起，多给孩
子创造劳动的机会，让他们亲手感知、观察、操
作和学习。比如，父母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多花
点时间陪孩子做做手工，到户外一起观察、记录
大自然的变化。学校也要加强劳动教育，多开
设手工实践课，让孩子们体会到劳动的快乐，既
能培养动手能力，又能增长见识，激发好奇心。

培养动手能力要从小抓起
连海平

近年来随着“天猫”“京

东”等多种网购平台的兴

起，已有越来越多人加入网

络购物的大军。但各种由

网购滋生的骗局也不断翻

新。江苏无锡警方提醒，近

期已出现多起假客服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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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理赔的新骗局，“双十

一”将至，消费者应提高警

惕，以防被骗。

徐 骏 作

“退款”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