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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家谈

楼滨正

壮阔的复兴航程，标注了又一
个崭新的奋斗坐标。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擘画了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举措，为全党深化新时代改
革，凝聚了共识，指明了方向。学
习贯彻 《决定》，应以更高站位、
更宽视野，深刻认识《决定》的决
定性意义。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宣言
书”。如果从 1978年算起，中国的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 46 年的光辉
历程。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我
们党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解决一切
问题的“关键一招”，针对不同阶
段的历史使命作出相应的抉择，推
动改革不断深化，使当代中国的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全
会着眼新的历史方位所作的 《决
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明

确了“为谁改”“谁来改”“如何
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向世界宣
示了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
心，成为我国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
又一重要的里程碑。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
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
家要发展，明确目标和路径很重
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一
系列前所未遇的新矛盾，我们如何
通过改革有效破除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决定》
立足现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紧紧抓住当前面临的一些重
点、难点、堵点问题，作了全局
性、长远性的谋划，绘制了符合发
展方向的“新蓝图”。如加快推动
高质量发展问题、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问题、构建高水平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全社会绿色
转型问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问题等。《决定》 提出
的这些目标任务和政策体系，契合
发展需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体现了实事求是、守正创新、

与时俱进的鲜明特点。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交响

曲”。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
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涉及的利益格
局调整和制度体系变革更为深刻，
改革的“难度系数”和措施的关联
性更强。单兵突进、急躁冒进，结
果很可能是事倍功半。因此，《决
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系
统性、协同性等提出了一系列要
求，强调要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
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
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使各
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充
分体现了科学的改革方法论。注重
统筹、形成合力，协同发力奏好

“交响曲”，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
相互掣肘等现象，改革的整体效能
必将进一步增强。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军令
状”。《决定》 原文 2万多字，提出
的一系列原则、措施和要求，与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每一步都息息相
关，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其
中，涉及 60项具体任务、300多项
重大举措，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前
所未有。为防止改革停留在纸面
上，《决定》 还划出了清晰的时间

节点——到 2029 年完成本次全会
确定的改革任务，到 2035 年建成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
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对全
党的一种鞭策。实现这些改革的目
标，需要付出持续的、艰苦的努
力。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
来的历史。回望发展历程，我们党
在不同的时期，作出过一个个意
义 非 凡 的 《决 定》。 这 些 《决
定》，决定了国家的发展道路，决
定了民族的兴衰存亡，决定了人
民 的 幸 福 安 康 ， 也 在 党 的 革 命
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
史中，确立了它们的历史地位。
可以期待的是，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的 《决定》，也一定会随着实
践的深化，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写
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深刻认识《决定》的决定性意义
盛 翔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
长董建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住建部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
养老金、房屋保险制度，构建全生
命周期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上海等 22个城市正在试点。对于
房屋养老金的资金来源，其介绍，
房屋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和公共账
户两部分组成。个人账户就是业
主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
存按现行规定执行。公共账户按
照“取之于房、用之于房”“不增加
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
则，由政府负责建立（8 月 27 日

《北京青年报》）。
数据显示，我国城镇既有房

屋中，建成年份超过 30年的接近
20%。预计到 2040 年前后，有近
80%的房屋成为老房子，可能存
在墙体结构安全隐患、屋面渗漏、
外墙脱落、设施设备老化等问题。
告别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新增建
设，正在步入存量房时代的房地
产市场，越来越多房屋需要做体
检、交养老金、上保险，以满足人
们对房屋质量的安全诉求。

房屋养老金是一个形象的叫
法，其应对的是存量房时代房屋
老龄化的到来，旨在为房屋体检、
维修提供资金保障。和居民养老
金一样，房屋养老金也有个人账
户和公共账户。其中，个人账户就
是现行的住房维修资金。但单靠

这笔钱，面对老龄化房屋的批量涌
现，未来可能难以支撑。未雨绸缪建
立公共账户，是这项制度要解决的
重点。核心问题就在于，钱从哪来？
人们很自然会想到，房屋养老金最
终还是需业主来承担。公众有此担
忧，并不奇怪。特别是在楼市疲软的
背景下，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被
无限放大。

此番住建部回应，房屋养老金
并非房地产税，不需要老百姓直接
出资，不会增加业主负担，无疑给公
众吃了一颗定心丸。无论该项制度
在各地试点如何，实际操作过程中，
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
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只是，在地方财
政资金同样较为吃紧的当下，具体
资金筹集渠道也应尽快对外明确，
避免间接转嫁到业主身上。

房屋养老金制度的研究与建
立，旨在构建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房
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以保障广大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给终将
老去的房屋提前准备一份养老金，
相比过去直接拆了重建的开发模
式，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短命建筑”
曾经是土地财政依赖背景下的常
态，未来的游戏规则显然正在改变。
建立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是地方
政府部门理应承担的公共责任。与
此同时，正如住房维修基金面临着
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质疑，房屋养
老金公共账户既要保持必要的资金
筹集规模，也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形成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机制。

房屋养老金不增加业主负担：

给公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王军荣

近日，张先生在某电商平台
一照明商城直销店，买了一批品
牌筒灯，但经该品牌客服查询，
这批筒灯并非其所在公司生产。
意识到自己买了假货，张先生要
求商家“退一赔三”，遭到拒
绝。记者采访发现，像张先生一
样网购买到假货的人不在少数。
实际生活中，比买到假货更令消
费者糟心的，是后续维权难 （8
月 27 日 《法治日报》）。

网店售假，消费者往往难以
防范，它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以
及市场环境，而维权的艰难更是
加剧消费者的无奈之感。让维权
变得便捷，毫无疑问，是治理网
店售假现象的利剑。

曾有媒体针对 2005 名受访
者展开调查，结果显示，46.5%
的受访者在网购过程中曾购得假
货。护肤品/彩妆、服装鞋帽、
电子产品被指称假货的情况更为
常见。依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的“2024 年‘618’消费维权舆
情分析报告”，在 2024 年 6 月 1
日至 20 日的监测期间内，有关

“假冒伪劣”的负面信息有 21.4
万余条，日均 1.1 万条。一方
面，网店售假的情况屡屡出现；
另一方面，针对网店售假的法律
并不缺乏，惩罚也不能说不严

厉，但是很多时候，消费者只能徒
然兴叹，原因就在于，维权的难度
实在太大。这也正是无良商家售假
有恃无恐的原因所在。

消费者维权究竟难在何处？难
在电商平台的无所作为，难在举证
的困难，难在维权的程序繁杂、环
节众多，难在维权的成本过高。当
维权变得轻松时，局面就会出现根
本性转变。一方面，消费者维权的
主动性会大幅提升。倘若消费者清
楚自身的权益能够得到切实保障，
能够真正依照法律获得赔偿，那么
他们的维权就会更积极，更有意愿
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仅能够为
自身挽回损失，更会对售假者形成
强有力的威慑。另一方面，对于售
假的商家而言，轻松的维权环境意
味着他们将面临更高的风险和成
本。一旦被消费者举报或者起诉，
他们将会面临严厉的惩处，包括罚
款、赔偿消费者的损失，甚至可能
被追究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形下，
售假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
为，从而减少售假情况的发生。

怎样才能让维权变得便捷呢？
其一，监管部门应当积极行动，减
少维权的环节，拓展维权的渠道；
其二，网络平台应承担起更多责
任，像构建完备的消费者投诉处理
机制，及时处置消费者的投诉和举
报，通过技术手段，为消费者提供
高效且畅通的维权途径等。

维权便捷
是遏制网店售假的利剑

木须虫

碛、羟、釐、拏，这些字念啥？
罍、觚、盨、斝，是干什么用的？博
物馆热席卷全国，但一些展品说
明牌中的生僻字没有标注拼音，
让游客傻了眼；一些展品说明太
过简略或太过专业，也让人看不
懂（8 月 27 日《北京日报》）。

其实，到博物馆参观，很多的
展品叫不上名字，以及标注了名
字不知怎么读的现象具有普遍
性，成年人如此，孩子们更甚。

博物馆展品向公众展览历史，
传播文化，参观者则通过展品增长
知识，丰富见闻，领略文化。如果连
展品的名字都读不出，就如同跟一
个不愿意介绍姓名的陌生人交流，
感觉上就大打折扣。如果展品说明
太过简略，看不懂或弄不明白，也
有“白跑了一趟”的感觉。

博物馆展品并不只是冰冷的
器物，而是丰富的历史信息，面向

的不是专业人士，而是普通人，因此，
博物馆有责任消除参观者阅读和领
略历史信息的障碍。换言之，博物馆
展陈，应当进一步放下身段，去适应
参观者，而非让参观者来适应展陈。
展陈应更接地气，让文物“说话”，让
展品“活起来”，让更多观众能看懂。

博物馆的文物历史越久远，蕴含
的信息就越晦涩，表述的音与字就会
越生僻，这是普遍规律，也是影响信
息传播的关键症结。推陈出新，消除
信息传播方面的障碍，应当成为行业
共识，甚至有必要上升为行业标准，
成为博物馆展陈的基本遵循。

如，展品名称需汉字与拼音同
步标注，而不拘泥于生僻字，以规避

“生僻字”界定的主观性；又如，针对
可能出现的生僻字，建立生僻字字
库，供展陈使用时标注拼音。此外，
在展品说明方面，应当力求通俗易
懂，用参观者听得懂的方式表述；在
形式上突破卡片的限制，实现与网
络的交互，讲好文物故事。

博物馆展品说明
标注拼音宜标准化

史洪举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发布，其中提出，维护教师教
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 （8
月 27 日澎湃新闻）。

近年来，围绕着中小学教师是
否应享有惩戒权，一直争论不休。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
的实施到更高层面政策文件的颁
布，教师惩戒权和管教权得到明确
的尊重和维护，这显然才是真正的
正视教育规律，尊重教育。

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时有发
生，甚至有些暴力行为异常残忍。
还有些学生不服从管理，严重扰乱
校园秩序、教学秩序。赋予学校和
老师惩戒权，未尝不是让犯错学生

感受到痛楚，有效遏制校园暴力，
规范教学秩序的有益举措。

部分学生的家长对其过于娇
惯，舍不得责骂和管教，或者忙
于生计，无暇管教、不会管教，
以致于其没有规则意识。与此同
时，在家长“护短”下，教师不
敢对犯错学生施加惩戒。这导致
部分“熊孩子”无法无天、难以
管教。甚至一些家长因为孩子受
到“惩戒”而大闹学校，主管部
门则息事宁人，滥加问责，教师
动辄得咎，顾虑重重，于是放纵

“熊孩子”。“熊孩子”则不断犯
错，一步步走向歧途，最终闯出大
祸，害人害己。

该局面如果不改变，显然无
利于合格公民的养成，甚至就是
坑害学生。要知道，未成年人的
可 塑 性 较 强 ， 让 其 养 成 规 则 意

识，不可能单靠“保姆式”呵护
和说教，必须对严重违规者有一
定的惩戒措施。

相关部门已经明确，教育惩戒
不是惩罚，而是教育的一种方式。
这让学校和教师少了后顾之忧，面
对违规学生时不再畏畏缩缩。特别
是，明确了惩戒的具体方式、程度
和界限，让学校和教师更有底气。
只要是依规惩戒，就不必担心家长
苛责和未知的责罚，也不必为难以
预测的后果承担责任。

当然，真正地让教育惩戒权落
到实处，让教师敢于负责任地积极
管教学生，还需要学校和主管部门
明辨是非，不和稀泥。现实中，对
于教师的合理惩戒，一些家长动辄
举报投诉，或者通过网络大肆炒
作。在各种不当压力下，地方教育
主管部门往往息事宁人，通过问责

无辜的教师来安抚家长，平息舆
情。更有甚者，有地方将“零举
报”“零投诉”当作考核、评价教
师的指标，家长则以此拿捏老师，
最终导致老师“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对学生违纪违规行为“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样的语境下，即便有了惩
戒权，学校、教师也未必真敢用，
依然是本着“惹不起躲得起”态
度 ， 缺 乏 管 教 学 生 的 积 极 性 。
故 ， 教 育 主 管 部 门 势 必 担 当 作
为，理性对待投诉举报，不能因
为一有投诉举报就怀疑教师，滥
施问责。惟有如此，方可让无理
举报和炒作没有市场，做到教育
有惩戒，戒尺“有尺度”。教育才
能逐步摆脱“保姆式育人”的尴
尬，让学生行有所畏，促进每个学
生成为合格公民。

支持教师管教学生是尊重教育的应有之义

郑建钢

“去年来地里头搞研究的小
歪 （小伙子）、小娘 （小姑娘）
又 来 了 ！” 8 月 的 海 曙 区 高 桥
镇，阳光洒在农田。甬蔬家庭农
场的刘大爷早早来到田间，迎接
宁波财经学院“数智赋能乡村”
暑期社会实践团的“00 后”大
学生们的到来 （8 月 27 日 《宁波
晚报》）。

大学生“下地”驻村调研，
学以致用，用所学专业知识为家
庭农场提供个性化的数智化改造
方案——维护升级水肥一体化灌
溉装置，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得到了农户的认可和欢迎。

利用现代先进技术改造传统
农业，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精
品化、智能化，能够取得事半功
倍的效果，有利于农业生产管
理，实现稳产高产，进一步推动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大学生用新技术
服务“土”产业，推动了农业生
产的创新和提高，促进了市场的
进一步开拓，能够不断满足消费
者多样化需求，前景广阔。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对现
代科学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对“新农人”也是个考验。像利用
计算机升级水肥一体化灌溉装置，
对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大学生来说
驾轻就熟，对农民来说却障碍重
重，难以驾驭。这就需要既熟悉
农村情况、又有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的大学生来指导、帮助。对科
学技术理论知识普遍缺乏的农民
来说，大学就是农业生产的最佳
知识宝库，大学生就是农民朋友最
好的人力资源。宁波财经学院这拨

“00 后”大学生堪称学以致用的佼
佼者。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
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有可为的
现代农业，应通过不断地做优做
强，减少自然和市场的不良影响，
稳定收入，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
和影响力。为了更好地打造现代农
业，需要更多宁波财经学院那样的
大学生，“下地”驻村搞调研，一
茬接着一茬干，就像团队指导教师
张育斌说的那样：“既要掌握前沿
技术，开发新型装备，又要走入乡
土深处，俯身躬耕实践探索。”把
农科知识、实用技术送到田间，送
给农户，手把手、面对面地指导农
户，精准帮扶，助力产业，促进科
技成果的进一步转化，大学生就是
乡亲们喜欢的“新农人”。

“智慧”助农是大学生
学以致用的正确打开方式

季 萌

8 月 26 日，一段网传视频显
示，某国内航班上，一名一岁多幼
童哭闹，两名陌生女子疑似将其
关进卫生间“立规矩”，引发网友
热议。同日，上海吉祥航空发布
情况说明：经联系儿童旅客家长
核实，该儿童与祖父母出行，飞
行途中持续哭闹，为避免打扰其
他旅客，在其祖母同意下，两名旅
客将幼童抱至洗手间教育，过程
中，其祖母一同前往，并在洗手间
门口等候。

从航空公司的回应看，可以确
认两名陌生旅客并没有“强行”带
走孩子，至少孩子的祖母是知情
的。

不过，面对只有一岁多的女
童，即便是监护人已同意并支持，
这种越俎代庖的教育方式也不妥。

一则，一岁多孩童正值哭闹年
纪，真正吵闹起来，往往不受控

制，即使父母也需好好下一番功夫
进行哄劝。孩子莫名被陌生人带至
陌生空间，接受强行“教育”，效
果如何暂且不论，其幼小心灵所受
的惊吓，是少不了的。

二则，虽然事件的走向还算
“圆满”，但退一步想，假若这两名
“教育者”没安好心，甚至意图不
轨或行为出格，后果恐怕就不堪设
想。

近些年来，因为孩子在机舱、
车厢等公共场合哭闹，引发周围人
情绪对立，以及对小朋友严厉指责
的事件，可谓屡见不鲜。

对此，我们除了用更宽容体谅
的心态，对待吵闹的孩子之外，有
关方面还应从实际入手，多一些量
体裁衣的举措，真正做到“儿童友
好”。否则，一旦孩子哭闹，作为
监护人的家长，动辄当甩手掌柜或

“委托”陌生人进行“教育”，不仅
易招致非议，也是不负责任的表
现。

儿童哭闹被陌生人带至洗手间教育：

践行儿童友好需更多更好方式

风乍起风乍起
距离中秋节还有半

个多月，月饼市场的热
度已经开始攀升。月饼
包 装 “ 轻 装 上 阵 ”， 月
饼 分 量 “ 瘦 身 ”， 更加
注重健康化⋯⋯在“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当下，记者走访多家商
超发现，今年的月饼市
场正悄然发生变化，呈
现出拒绝过度包装、兴
起“简约风”等特点 （8
月27日光明网）。

朱慧卿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