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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又到一年播种栽绿、放

飞梦想的季节，全市各级各部门正结

合自身实际，就如何完成今年目标任

务进行部署谋划，期待新的一年开好

局，起好步。

确实，“苗栽不实则亡，树植不实

则枯”。如果年初在工作上谋划不实、

抓而不紧，又怎能做到一年的收获能

“多收三五斗”呢？

有 一 句 话 说 得 好 ，这 能 力 那 能

力，不务实就等于没能力；千忙万忙，

不务实就是瞎忙。我们经常看到，一

些地方和部门，虽不缺少好的目标、

好的蓝图、好的政策，但在具体落实

中打了折扣、成效甚微；有的单位则

作规划、定任务不切实际，好高骛远，

贪大求全；还有的是天桥把式光说不

练，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

议；有的是柿子光拣软的捏，该啃的

硬骨头不啃，该接的烫手山芋不接；

有的是雷声大雨点小，不怕群众不满

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有的是手榴弹

炸跳蚤，大水漫灌多，精准滴灌少；还

有的是沙滩流水不到头，开头红红火

火，结尾不了了之。凡此种种，造成工

作难推动，事业无起色。

春天是躬耕播种的季节，人误地

一时，地误人一年。农人最懂得一寸

光 阴 一 寸 金 的 道 理 ，总 是 在 春 日 里

争分夺秒、辛勤耕耘。作为新时代的

“追梦人”，我们既要紧盯市两会、市

委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

抓 好 落 实 ，又 要 密 切 结 合 本 单 位 实

际 ，站 在 有 利 于 促 进 事 业 长 远 发 展

的 高 度 ，全 力 推 动 新 一 年 的 工 作 实

现良好开局。

开年就是开工，开工就要实干。奋

进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全面深化

改革已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稍有懈

怠，就可能坐失良机，稍有停顿，就可

能落伍。形势喜人更逼人。让我们以只

争朝夕的精神状态、蹄疾步稳的奋进

姿态抓好落实，咬定青山不放松，务实

功、出实招、求实效，与时间赛跑，用结

果说话，把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图景一

步步变成现实。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
干部）

战 鼓 催 春 再 出 发
刘克勤 近日，包括中国羽毛球队官博

在内，运动员王昶、梁伟铿、何济

霆、任翔宇、朱一珺，教练陈其遒、

罗毅刚等陆续解散粉丝群。在粉丝

群解散前，何济霆曾在群内留言：

“希望大家有分寸，坚决抵制‘饭圈

文化’，我们的闪光点亮点始终属

于场上。”

这句不被“饭圈文化”所左右

的表态，让人不由叫好！

“饭圈文化”，起源于娱乐圈，

原指粉丝的群体性追星行为。追星

是年轻人的一种心理现象，但近年

来却产生了种种乱象。比如，认为

自己的偶像完美无缺，面对任何异

议群起而攻之，甚至不能接受偶

像、相关工作人员的正常从业行

为。又比如，为了拔高偶像，处处攀

比，不惜对其同行进行诋毁、丑化

和网暴，毫无底线。还比如，疯狂跟

踪、怼脸拍摄、组团控评等等。这些

极端行为形成了一种党同伐异的

精神裹挟，甚至这一行为有向娱乐

圈以外的领域侵袭的势头。

2024年12月中旬，乒乓球运动

员樊振东在比赛期间，通过社交媒

体发布视频表示：“感谢大家的支

持，但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及场合。”

视频中可以看到不少球迷举着手机

在电梯口蹲守拍摄，不久后，“樊振

东恳请球迷们理解尊重”的话题引

发热议。乒乓球运动员陈梦在近期

的访谈节目中坦言，自己曾一度被

网暴到陷入自我怀疑……种种现

象，让很多运动员不胜其扰。

不仅是体育界，“饭圈文化”还

渗透到了科学、医疗、商业等领域。

科学家里谁最厉害？哪位医生最具

权威？企业家里谁才是领军人物？

……似乎只要是个名人，就一定要

在“饭圈文化”的语境里被分个三

六九等、争个上下高低。他们本身

的行业贡献和闪光品质，在这种毫

无意义的攀比中被消解、弱化，甚

至被抹黑攻击。

“追星”本该是单纯的情感表

达，却为何病态发展、乱象丛生？其

背后有多重原因。

一个是网络平台的纵容放任。

在许多网络平台眼里，“流量就是硬

通货”，粉丝持续生产数据、制造话

题的能力，精准命中了他们对流量

的渴求。一些平台甚至制造投票榜、

话题榜来主动迎合，成为“饭圈文

化”野蛮生长的温床。再就是资本利

益方的推波助澜。有些品牌方、经纪

公司，甚至偶像本人都认为，“黑红

也是红”，对“饭圈文化”甘之如饴。

还有，一些借机牟利的人，将偶像的

影像、行程、隐私等，或当成商品售

卖，或形成流量变现，所以苦心经营

“饭圈文化”并无所不用其极。从而

催化了“饭圈文化”的畸变，吸引了

一些三观还未成熟，却又急切渴盼

话语权力的青少年，成为了“饭圈文

化”的主要力量。

莫让年轻人被“饭圈文化”裹

挟，全社会要积极行动起来。一方

面，公安、网信等部门要对平台加

强指导和常态化监管，对“饭圈”乱

象依法开展长效整治。另一方面，

要从社会、家庭、学校各个层面强

化对青少年的网络道德教育，引导

青少年正确运用网络工具，防止其

沉迷“饭圈”不能自拔。而平台更要

自省，不能一味为追求利益而放弃

底线和原则，否则必将遭受反噬，

自食其果。

莫被“饭圈文化”裹挟
黄可乐

新春时节，我市举办多种活动喜

庆春节。一抹抹“中国红”装点街头，

贴春联、挂灯笼，传递着对新年的美

好 祈 愿 ；年 夜 饭 ，一 家 人 围 坐 在 一

起 ，共 享 天 伦 之 乐 ；文 艺 演 出 、非 遗

体 验 、惠 民 消 费 、年 味 美 食 等 ，满 足

了 城 乡 群 众 文 化 生 活 需 求 ，让 年 味

也更有文化味。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让一些传统

习俗被简化甚至遗忘。人们在追求便

捷的同时，丢失了在许多传统节日中

的那种亲自参与、用心感受的文化体

验。甚至春节期间，寻找年味、营造年

味、传递年味、唤醒年味也成为很多

人的期盼。

为让年味更有文化味儿，我市举

办一系列活动，重拾传统习俗，并赋

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各地举办

“村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乡

村 文 化 振 兴 ；组 织 庙 会 、花 灯 展 、剪

纸、舞龙舞狮等民俗活动，展示邵阳

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现代科技也

为 年 味 增 添 文 化 色 彩 。利 用 互 联 网

平台，开展线上的新年文化展览、村

晚 直 播 等 活 动 ，形 成 全 民 参 与 的 文

化氛围。

让年味更有文化味，是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对生活品质的追

求与提升。当我们用心去感受、用行

动去传承，年味中的文化味必将愈发

浓郁。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让年味更有文化味
刘仕斌

松鼠的“现场考察”

山猫从澳洲归来，对松鼠说,

那里的袋鼠比你高多了。松鼠很不

服气，嘟着嘴巴说：“耳听为虚，眼

见为实。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

没有亲眼看到，总是不会相信的。”

为了验证山猫所说的真假，松

鼠一直想亲眼见识一下袋鼠。等

啊，盼啊，终于迎来了动物王国 T

台秀大赛，这可是最好的“现场考

察”机会。听说袋鼠将参加选秀，松

鼠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T 台设在一个露天球场上。比

赛那天，松鼠抽到的序号是第 1

号。他上场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

起。他迎着朝阳，非常自信地走上

T 台。当他走进 T 台中心作转体展

示时，发现自己的身影好长好长，

一直伸出了球场的边线。他自豪极

了，在内心呼喊着：“我好高啊！我

的影子都伸到球场外面去啦！”

松鼠欢快地走完秀，回到观众

席上，等待着袋鼠上场。可是，袋鼠

的序号有点靠后。临近中午，才看到

袋鼠翩翩上场。松鼠仔细地观察着，

感觉袋鼠的身影短得可怜。当袋鼠

在 T 台中心转体时，影子竟然没有

伸出那个T台中心小小的圆圈。

松鼠发现这个情况后，赶紧跑

到正在观赏比赛的山猫身边，对他

说：“我早就怀疑你的话不是真实

的！这不，我刚才比较了我和袋鼠

走秀的影子，发现他不仅不比我

高，反而比我矮了很多很多。”

山猫听了，哈哈大笑，拍了拍

松鼠的小脑袋，说：“随着太阳高度

的变化，阳光可以把矮小者的影子

拉长，也可以把高大者的影子缩

短。你怎么可以用不同时刻影子的

长短，来衡量事物的高度？”

小狐狸尝葡萄

很久很久以前，狐狸看见猴子

爬上葡萄架吃葡萄，它也很想吃，

却爬不上去，又不好意思向猴子乞

讨，便说葡萄是酸的，自己本来就

不爱吃。

打那以后，狐狸代代相传，都说

葡萄是酸的，谁也不曾吃过葡萄了。

经过很多年以后，一位自称

“思想家”的小狐狸，通过阅读史书

发现，他们的祖先并没有吃过葡

萄，他对“葡萄是酸的”这个结论产

生了怀疑，决定当众亲口尝一尝葡

萄的滋味。

一天，他领着一群狐狸来到葡

萄架下，静静地等着葡萄从架上落

下来。等了大半天，终于落下了一

颗因蚊虫叮咬而坏死的葡萄。小狐

狸喜不自禁，连忙奔过去，拾起就

往嘴里塞。可是，一股苦涩的味道

令他无法下咽。

“噗——”小狐狸将这颗坏葡

萄吐了出来，然后，好像发现了新

大陆一般地嚷道：“各位都看到了，

刚才我亲口尝了葡萄，发现葡萄并

不是酸的，而是苦的，比酸的东西

更难吃。”其他狐狸也尝了尝坏葡

萄，都纷纷说：“苦死了，真是苦死

了！”

小狐狸很得意地说：“现在大

家都相信了吧！‘葡萄是苦的’，这

是 我 们 亲 口 尝 了 之 后 得 出 的 结

论。”

“相信！相信！葡萄是苦的！葡

萄是苦的！”众狐狸鼓噪着。

“既然大家都相信葡萄是苦

的，就应该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

让那些蠢猴子去吃葡萄吧。我们狐

狸不仅不要吃，连想都不要想！”小

狐狸慷慨激昂地说。

狐狸们的这番“表演”，被藏在

葡萄架上的猴子看得一清二楚。猴

子从中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调

查的信口开河不好，而因调查方法

不当得出错误结论，则是更害人的

事情。

（作 者 系 湖 南 省 作 协 会 员 、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员）

寓 言 二 则
陈扬桂

最 近 ，中 国 公 司 发 布 的 一 款 名

为 DeepSeek-V3 的 开 源 AI 大 模 型 ，

性 能 不 仅 超 越 了 大 部 分 开 源 模 型 ，

甚 至 与 全 球 知 名 的 闭 源 模 型 如

GPT-4o 和 Claude-3.5 相 媲 美 ，令 科

技 界 惊 叹 不 已 。业 内 人 士 指 出 ，

DeepSeek 的出现正在改变世界人工

智 能 的 格 局 ，让 个 人 和 企 业 能 够 以

极 低 的 成 本 使 用 该 技 术 ，并 可 能 推

动其他人工智能公司改进他们的模

型并降低价格。

近年来，各 AI 企业的大模型应用

在市场里遍地开花。如上述 GPT-4o、

Claude-3.5 系列；又如国内企业推出的

Kimi-o1、豆包等。据 Sensor Tower 发

布的《2024 年 AI 应用市场洞察》显示，

2024 年 1 月至 8 月全球 AI 应用下载量

同比增长 26%，达 22 亿次，内购收入激

增 51% 至 20亿美元。

正当这些 AI 应用走入千家万户

时，也有许多人因使用 AI 的方式不当，

出现了被 AI“掌控”的情况。笔者了解

到，当前国内外不少高校里，出现了大

学生依赖 AI 写论文的现象。只需要将

关键词输入 AI 应用，就能生成大纲、内

容，再动手完善某些细节，一篇速成式

论文就完成了，这让一部分学生趋之

若鹜。还有，一部分社会人士也利用 AI

完成了诸如 PPT 制作、年终总结撰写

之类的日常工作，他们对 AI 的依赖性

与日俱增。此类过度使用 AI 的行为如

果任其发展下去，恐怕到时候会有不

少人因停止思考与劳动而丧失学习、

工作能力，变得事事离不开 AI，最终反

而变成 AI 的“奴隶”，社会的发展也会

因此受阻。

AI 由人类创造出来，如同锄头、

锤子、镰刀一样，都是方便劳动的工

具。一些人之所以没有合理使用 AI 工

具，是因为缺乏自制力，以及对新生事

物没有基本的判断力、抵抗力，才让

AI 超越了其基本的辅助属性。虽然 AI

是新生事物，但我们在接纳它的过程

中，应始终持有理性的思考与严谨的

态度，不能舍本逐末。

数千年来，人类因思考与劳动创

造了诸多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催

生出当今社会的繁荣景象。如果将一

切都交给 AI，那么人类的思想将如何

进化？笔者建议，我们应将 AI 看作是便

利学习、工作的辅助和服务工具，合理

使用。相关部门也要进一步完善 AI 应

用的监管制度，争取让 AI 更好地服务

大众。

AI 时代，掌控工具别被工具掌控
王朝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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