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是早稻播种的农忙时
节。在宁波市象山县丹西街道仇家山
村的稻田里，“95后”新农人、新乡贤潘
文达操作的农用无人机携带着早稻种
子起飞，按照提前设定的航线，均匀地
将稻种撒向田间。“去年，在县农技推
广部门的助力下，象山60%的农田用
上了我们的无人机飞防技术。”潘文达
自豪感满满。 5月6日《宁波日报》）

在一个改革创新的时代里，传统
农业需要注入更多“时代感”，“无人机
播种”只是一个缩影。返乡就业创业
的年轻人能够“发挥作用，实现价值，
赢得尊重”，关键在于实现传统农业与
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用信息化、数字
化、智能化为传统农业赋能，让更多农
民品尝到智慧农业带来的“甜头”。

习惯成自然，习惯有时候也会成
为一种“文化枷锁”。在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如火如荼的今天，农业机械化、
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机器换人”势
不可挡，种田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凡
事都需要亲力亲为，农民要实现从“会
种地”到“慧种地”的转变。

“无人机播种”作为一个市场富矿，
具有广阔的前景。从人工播撒水稻种
子到“无人机播种”，不仅大大地提高了
工作效率，也降低了成本投入。这种看
得见、摸得着的“科技改变生活”，让农
民对新生事物经历了“排斥—尝试—接
受—认同—传播”的过程；“无人机播
种”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当地越来越多
的农田使用上了这项新技术。

广袤的乡土大地作为“希望的田

野”，承载着农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依照老经验、老办法种田追
求的是一种“保守的策略”，却也会被
人为的藩篱束缚自己，“无人机播种”
虽然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但
没有改变农业从业者对土地的敬畏和
感情，没有改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绿色发展。

乡村同样大有可为，返乡就业创
业同样有未来，同样有年轻人大展拳
脚的舞台。“无人机播种”作为农家子
弟奋斗和拼搏的励志样本，见证了当
代青年的自强不息与坚韧不拔；“无人
机播种”不仅带来农业生产模式的变
革，也带来了村民们精神世界的改变，
还观照出乡村的新景观、新变化、新气
象。当更多年轻人爱农兴农，乡村才
会更有活力、更有希望。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乡村振兴的关键，说到底还是人，乡村
振兴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各类人才来
书写。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就业创
业，除了乡愁和情感驱动，也要尊重和
满足年轻人的利益诉求，让年轻人找
到“面包”与“理想”的有机结合。如何
为各类“新农人”施展才华创造有利条
件，如何充分发挥返乡人才的能动性，
已经成为各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课题。

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正在亲身感受农业生产的深刻变化；
只有营造宽厚包容、人尽其才的环境，
只有用蒸蒸日上、大有可为的前程坚
定年轻人扎根乡村的毅力与韧劲，乡
村振兴才会有更多“新鲜血液”。

近日，铁路12306官网发布调价
公告，武广高铁、沪昆客专等4条高铁
票价开涨，涨幅近20%。消息一出便
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有网友表示支
持票价上涨，认为此举有利于提升高
铁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但步子是不
是大了点？也有网友质疑，高铁作为
公共交通工具，其票价应更多地考虑
到公众利益，而非仅仅基于市场和财
政压力，更要考虑民众的出行成本。

5月5日澎湃新闻

事实上，根据铁路12306官网发布
的调价公告，主要是根据市场状况，区
分季节、日期、时段、席别等因素，建立
灵活定价机制，实行有升有降、差异化
的折扣浮动策略，并非全面上调“一刀
切”。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
为上限、5.5折为下限实行多档次、灵活
折扣的浮动票价体系，为旅客出行提
供更多的选择。

高铁调价可以有，毕竟这是市场
行为，企业有权制定自己的经营策
略。但是也要看到，高铁市场不是一
般的竞争性市场，而且，高铁公司属于
国有企业，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这就需要在调价前，通过线上线
下征求意见的方式，听取更多公众的
意见，给予公众更多知情权和选择权，
把价格控制在公众可承受的范围内，
让调价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比
如，公布高铁的运营收支，让大家看看
票价该多少合适。再比如，适当增加
绿皮火车，让那些不太在乎时间和效
率的乘客，选择成本较低的绿皮火车
出行。

高铁运行事关民生，但民生服务
不该是低价思维。当人们在享受民生
便利时，背后的建设和运行成本是需
要由相应的单位来承担的。“天下没有
免费的午餐”，事关民生的项目，也不
能脱离市场思维。当然，高铁在调价
的同时，更要提高服务质量，让乘客认
可其性价比。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高铁调价，会
不会有相应的陆海空运输跟风涨价，需
要相关部门未雨绸缪，预防发生相应乱
象。而对高铁部门来说，除了调价，也
要调整思维方式。很多乘客坐高铁主
要是旅游，高铁部门不妨和相关景区相
关城市联合，由这些城市承担一定的游
客乘车补贴，以此减轻游客负担。

眼下，不少地方探索“妈妈岗”就
业新模式，鼓励用人单位开设“妈妈
岗”，促进育儿妇女就业。记者采访
发现，这一岗位市场需求旺盛，竞争
激烈，但也存在缺乏发展通道、岗位
选择有限、多为合同制或临时工等瓶
颈，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

5月6日《工人日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家庭观念的
变化，“妈妈岗”作为一种新型的就业
模式，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妈妈岗”即专为妈妈们开设的岗位，
主要用于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
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
就业，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
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这一岗位的
出现，不仅为众多育儿妇女提供了重
返职场的机会，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对
于女性家庭和职业发展双重角色的
尊重和支持。

但同时也应看到，“妈妈岗”还存
在不少瓶颈和问题。“妈妈岗”的发展
通道相对有限。由于这些岗位多为合
同制或者临时用工，妈妈们往往难以
获得长期稳定的职业发展。一些“妈
妈岗”的工作内容相对简单，缺乏挑战
性，不利于妈妈的职业技能提升和个
人成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妈妈们
的职业满意度和稳定性，也可能对用
人单位造成人才流失和资源浪费。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企业
和社会各界需要形成合力。政府可
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提供资金支
持，鼓励企业设立更多的“妈妈岗”，
并推动岗位的多样化和晋升通道的
完善。企业则应从长远利益出发，重
视“妈妈岗”员工的职业规划和培训，
为她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
间。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妈
妈岗”的宣传和认可，消除对这一岗
位的偏见和误解，让更多的女性和企
业了解并接受这一新型的就业模式。

除此之外，“妈妈岗”的推广还需
要关注女性员工的权益保障。合同
制或临时用工的形式可能会让女性
员工在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等方面遭
受不公。因此，用人单位应严格遵守
劳动法规，确保“妈妈岗”员工享有与
其他员工同等的权益和待遇。政府
和社会组织也应加强对“妈妈岗”员
工的法律援助和保护，为她们提供必
要的支持和帮助。

“妈妈岗”作为一种创新的就业
模式，既体现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尊
重和认可，也为育儿妇女提供了更多
的职业机会和发展空间。然而，其健
康发展离不开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努
力。只有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形成
合力，共同为“妈妈岗”保驾护航，才
能让这一岗位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
值和作用，为更多的女性带来福音。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本来为了满
足一些特定人群在医院就诊时的陪
伴需求而产生的陪诊师，正在悄悄变
味儿——一些陪诊师以陪诊之名，行
营销之实，倒卖医师就诊号源，扰乱
医疗秩序。 5月6日《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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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岗”需要多方合力护航
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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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涨价可以有 征求意见不可无
丁慎毅

“无人机播种”希望的田野需要更多“新鲜血液”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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