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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怀丕 牛少杰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作风建设如逆水行舟，一篙松劲退
千寻，唯有一体推进学查改，融入
日常、抓在经常，久久为功，方能推
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为日用
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从立规
矩开始，制定出台八项规定，从“舌
尖上的浪费”到“车轮上的腐败”，
从“会所里的歪风”到“节日里的腐
败”，以小切口推动大整治，党风政
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中国。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不可能一蹴而就、
毕其功于一役。不能一阵风、刮一
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

当前，一些地方仍存在“指尖
上的形式主义”，用数字留痕代替
真抓实干；少数干部心存侥幸，违
规吃喝穿上“隐身衣”；个别领域门
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等问题时有
发生。这些现象再度警示我们，作
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作风
建设贵在常、长二字，要以钉钉子
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性，善始善
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新成效。

化风成俗，绝非朝夕之功。各
级党组织要持续完善“抓常、抓细、
抓长”的工作机制，始终坚持零容
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
硬杠杠，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抓具体、
补短板、防反弹，重点纠正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反对特权
思想、特权现象，督促党员干部树
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党
员干部当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勤掸

“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
中贼”，以好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
业。

久久为功，化风成俗

郑建钢

踏入宁波大学校园，一条被学
子们称为“天使路”的林荫小道映
入眼帘。道路两侧樟树枝繁叶茂，
白鹭成群栖息。树下，师生们或撑
伞疾行，如避雨般匆忙；或低头碎
步，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

“中奖”了。“中奖”指被鸟粪砸
中。从学校成立之初，这条让师生
们又爱又恨的“天使路”便已存
在，成为独特记忆符号 （4 月 16 日
潮新闻）。

所谓“天使路”，其实是一条
“天屎路”，即随时随地会从天上掉
下鸟屎的林荫小道。鸟屎落在头
上，有人或许会生气，有人甚至会
因此而大发雷霆，但宁波大学师生
不以为忤，细心一点的人，会提醒
大家出门带伞、戴口罩，以免中
招；幽默一点的人，则会抒发感
慨：“不体会一下‘屎’到临头的
感觉，大学生活是不圆满的。”“意
外”事故瞬间演化成温情故事。

尽管鸟屎给行人带来诸多不
便，对车漆造成腐蚀，路面需要频
繁冲洗，但是，“白鹭爱来，说明
我们学校生态好，这是好事”。正
是出于这种朴素的“与鸟为善”的
尊重，从 1986 年宁波大学成立至

今，这条“天使路”就一直存在，
一代又一代白鹭与宁波大学广大师
生 朝 夕 相 处 了 近 40 年 ， 占 树 为
王，筑巢繁殖，养育子孙后代。

心理学“幽默距离理论”认
为，当人们能与威胁对象保持适当
的心理距离时，幽默感便成为化解
紧张的缓冲剂，冲突反而容易转化
为共存契机。人应该是生态系统中
的普通一员，而并不是拥有生杀大
权的主宰者。对来自鸟类的意外事
件越包容，鸟类对人的警戒距离就
越短。

人与生物都是自然生态链条
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应该相
互依存、和谐相处。人类对于自
然具有不可控性，但是，以淡定
的心态去迎接这种不可控性，坚
守生物多样性，或许正是破解人
与自然不够和谐、维护生态平衡
的金钥匙。

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
曾经说过：人类与世界的最佳关系
是“微亲和”——既保持适当的距
离，又接纳意外的亲密。不完美的
和谐共处，比传统保护更接近生态
和谐本质。“天使路”成为人鸟共
存共赢的亮丽风景，堪称人与自然

“意外亲密”的样板，应当是未来
人与万物共存的最好状态。

让人与鸟的温馨故事继续演绎下去
王涛

眼下，DeepSeek、文心一言等
AI 助手正在兴起，很多地方在开
展人工智能应用培训，并积极将
AI应用到具体场景中。在实践中，
须警惕年轻干部把 AI 当“救命稻
草”，为文必先搜索、动笔就要 AI，
患上“AI 依赖症”，以至于写出的
文章干瘪乏味、华而不实。

毋庸讳言，AI文本生成的即
时性、快捷性，缓解了一些干部

“写不出”“写不好”材料的焦
虑，能够拓展写作思路、提高短
期效能。但过于依赖 AI，实则存
在一定的风险隐忧。譬如，有的
年轻干部遇到紧急任务时，第一
反应不是深入思考和到一线调
研 ， 而 是 “ 找 AI 帮 忙 ”。 这 么
做，对于一些刚走上工作岗位的
年轻干部，无助于独立思考、价
值判断、思维创新能力提升，写
出来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会蜕化
为提示词对话、技术性竞赛，效
仿的人多了，容易诱发“表面光
鲜、言之无物”的空洞文风，甚
至影响公共治理的效率。

AI并非不能用，而应用当其
所、用当其效。于年轻干部而
言，首先应摒弃工具依赖，拒绝

“电子喂养”，延伸工作触角，密
切关注各种热点问题，从被动接
收信息向主动获取信息转变，以
全局眼光、更高站位、更深思考
来考虑工作中遇到的各类情况，
多到一线去蹲点调研，多与老百
姓同坐一条板凳，获取“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第一手
资讯。平日里，则应注重锱铢积
累，向导师学、向经验学、向书
本学，经常性磨炼笔头，精益求
精、反复推敲，扣好文字工作

“第一粒扣子”。
于单位而言，应加强干部智

能素养、人文素养教育，有效引
导年轻干部用好 AI工具，扬其利
祛其弊，进一步明晰做事为文的
标尺，牢牢守住“调研为主、智
能为辅”的底线，经常性开展座
谈研讨、头脑风暴、田野调查等
训练，增强其辩证思考和批判性
思维能力，不断涵养文字工作中
的创新基因。

对于 AI 的使用，既不可因噎
废食，也不可放任自流。面对 AI工
具的“诱惑”，必须在坚守人本精神
的前提下，使用之、规范之、创新
之，让人工智能模型成为提效扩智
的有力工具，而非掩饰笔力孱弱、
思考绵软的“遮羞布”。

年轻干部切莫患上“AI依赖症”

唐传艳

“阿莫西林拖地”“抗生素洗头”
“阿莫西林清洗洗衣机”……最近，
社交平台上涌现诸多“生活小妙招”
视频。视频中，演示者将阿莫西林药
粉溶于水中，并用溶液拖地板，同时
配音解释：“这个方法还是我们老师
告诉我的”“这个方子还是我奶奶传
下来的”……一些网友在跟评中表
示已经开始实践（4 月 16 日中国新
闻网）。

按照这些视频分享内容进行尝
试，可能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阿
莫西林作为青霉素类抗生素，其使
用需严格遵循医学规范，未做皮试

直接外用可能引发全身过敏反应，
轻则皮肤红肿瘙痒，重则导致喉头
水肿、过敏性休克等。即使侥幸避开
过敏风险，滥用抗生素也会破坏人
体正常菌群平衡，导致真菌感染等
后果。将药物用于非医疗场景，比如
清洗洗衣机时加入抗生素等，还会
让药物残留进入环境。

让人担心的是，类似的危险分
享，在短视频等自媒体上十分常见。
从“偏方治大病”到“药物万能化”，
从“抗生素洗头”到“输液美容”，大
量缺乏科学依据的医疗建议以生活
技巧等为名广泛传播。创作者为博
取流量，往往故意弱化风险，甚至贴
上“祖传秘方”“医生推荐”等标签。

缺乏专业判断力的普遍民众极易被
误导，将危险的行为视为省钱的妙
招，最终导致自身的健康受到损害，
且自媒体分享内容常常带着牟利目
的，接下来还可能遭受经济损失。

类似经验分享在现实生活中或
许不足为奇，经验分享经口耳相传，
影响有限。而短视频平台拥有大量
用户，并且网络的传播范围广、速度
快，一条危险视频能够在几小时内
扩散至全国。并且，目前自媒体的内
容呈现娱乐化、场景化等特点，模糊
了科普与谣言的边界。如果“阿莫西
林拖地”“抗生素洗头”等内容推荐
与美食教程、萌宠视频并列出现，民
众就很容易将其视为无害的“生活

妙招”，进而将医疗行为生活化，导
致一些人面临风险却浑然不觉。

对自媒体的危险医疗分享，必须
全链条严密封堵。平台需承担主体责
任，通过技术筛查与人工审核相结
合，建立药品、医疗类内容的发布门
槛，对未认证账号的“用药指导”“健
康科普”实施限流或标注警示。监管
部门应明确要求，涉及药物使用的内
容必须附带专业机构审核证明，并对
违规账号采取封禁等惩戒措施。民众
需提升健康素养，对非正规来源的医
疗内容推广保持高度警惕。

自媒体医疗分享等乱象，关系
民众的健康甚至生命，应该作为突
出的问题加以治理。

对自媒体的危险医疗分享必须封堵

正值山花烂漫时节，不少地方掀起“打野”热潮，各种“打
野攻略”“寻鲜地图”层出不穷，探寻野趣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社交
方式。然而，不文明的“打野”行为引起村民不满。比如，鲜嫩
的鱼腥草，由于暴力采摘被成片地连根拔起；刚冒头的春笋被

“掘地三尺”挖了出来，甚至有游客将农户种植的名贵中药材，也
当作野菜挖走 （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王少华 绘

“家”“野”不分漫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