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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鞠实 客观而言，这些
包含育儿补贴在内的“催生”
政策的出台，让人看到了地
方政府在鼓励生育方面的诚
意和决心，也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鼓励育龄人群生育意愿
的效果。

@余明辉 目前国人生育
率的不高是多因一果的呈现，
是一个持续的长期形成过程。
这就决定了，要充分释放适育
群体的生育潜能，必须多方综
合发力，久久为功。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本期话题】

深圳版“育儿补贴”

近日，《深圳市育儿补贴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
根据该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
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第一个
孩子，累计补贴7500元；生第
二个孩子，累计补贴1.1万元；
生第三个或第三个以上的孩
子，累计补贴1.9万元。你怎
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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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个有滋味的文化春节
□徐剑锋

期待路上早日无酒驾醉驾
□王锦南

“景区免费游”念对了生意经
□郭元鹏

1月16日，市文广旅
局发布公告，2023年春节
期间，全市狼山景区等30
个国有景区免费开放。
为保障游客游览安全、提
升景区游览舒适度，各景
区将继续落实“预约、错
峰、限流”相关要求，广大
市民游客需实名预约参
观、游览。

（1月17日本报5版）

今年春节，是疫情防
控措施不断优化后的第一
个春节。很久没有“惬意
地旅游了”，相信今年的春
节会是一个“重拾烟火气
息的旅游黄金期”。吸引
游客，让旅游业恢复元气，
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把

“把错过的旅行补回来”，
如何将“丢失的旅游风景
找回来”？无疑，“景区免

费游”是一个不错的措施。
但是，笔者想提醒的是：切莫
把“景区免费游”只当成是一
种应急吸引游客的手段。

一个方面是，“免费游”
不能“免服务”。不能因为门
票不要钱了，就降低服务的
水平，要给游客更好的感受，
要让景区成为“来了还想
来”“来了不想走”的地方，而
不是“来了就后悔”“走了不
想来”的地方。另一个方面
是，“免费游”不能像昙花，只
是惠民举措的“昙花一现”，
而应该让“免费游”长长久
久。即便旅游业全部恢复
了，满血复活了之后，也需要
将“免费游”的举措坚持下
去。取消门票，降低费用，是
旅游事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早就需要放弃“门票经济依
赖”了，别让小小的门票经济
制约了旅游事业的发展。需

要知道的是，对于旅游事业
而言，门票经济不过是“小芝
麻”，旅游事业的未来才是

“大西瓜”。
景区免费游，其实是“丢

芝麻抱西瓜”的事情，你降低
或者免除的是门票的收入，
而你增加的是客流量，客流
量大了，与旅游相关的整体
收入也就提高了，餐饮业、
住宿业、娱乐项目、地方土
特 产 等 的 收 入 就 跟 着 走
高。正可谓是“墙外损失墙
内补”，门票的损失，从其他
服务项目里早就能挣得钵满
盆盈了。

有关数据显示，大多数
免除门票的景区，不仅收入
没有降低反而增加，让此类
景 区 尝 到 了“ 甜 蜜 的 果
实”。其实景区免费，可以
不当“昙花”，而要当四季常
青的“冬青”！

昨天，崇川经济开发
区青龙桥等三社区联合开
展“我们的节日·春节”“巧
手剪纸迎新年 提笔挥春
送祝福”网络中国节主题
活动，营造热闹喜庆的过
年氛围。

（1月17日本报8版）

“年味是不是淡了”，
这是近几年一直热议的话
题。其实，年味就是文化
味。这几年，南通之所以
年味十足，关键在于文化
唱主角。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一
年中最为醒目的“文化符
号”，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千
家万户，不论过节方式怎
么变化，其独特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价值不变。

一方面要守望传承，保
护好传统的文化元素，在文
明开放过节中不断弘扬和
放大，进一步增强传统文化
认同感；另一方面要向新而
行，用创新激活传统的文化
基因，使之更加贴近时代、
贴近生活、贴近节味，这样
才能让中华文化更加源远
流长。

过一个有滋有味的文化
春节，是政府职能部门必须
考虑的问题。随着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满足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很大程度上
体现在文化的富有、精神的
富足上。在高标准、严要求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上，要把“政府主导、群众主
体”贯穿始终，切实打通文化
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充分

满足不同阶层市民群体不同
的文化消费需求。

现代信息社会，区块链、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得到广泛应用，唱起来、看
起来、逛起来完全可以用高
科技赋能。这就需要我们进
一步发挥网络文化效应，让
各领域文化都插上“互联
网+”的翅膀，在数字时代散
发出独特的韵味。

总之，在“变”与“不变”
中不断守正创新，就能真正
诠释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让每一个南通人在有滋有
味的年节里共享快乐、尽享
喜悦。

启东一男子和朋友聚
餐吃饭，席间喝了不少
酒。饭后，男子为朋友叫
代驾，男子感觉自己比较
清醒，竟醉酒驾驶，结果驾
车不到一公里被交警逮个
正着！

（1月16日本报6版)

这些年，交警开展了
好多次严厉查处酒驾的行
动。酒驾醉驾上路既有可
能被交警严厉查处，又有
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甚至
是血淋淋的惨剧，但为何

时至今日，还有人酒驾醉驾
上路呢？是这些司机不知
道酒驾醉驾的危害吗？不，
这么多年交警的宣传和查
处以及诸多前车之鉴，足以
让司机意识到酒驾醉驾的
危害性。

而之所以还是有人酒驾
甚至醉驾，跟这些人的侥幸
思想有关。他们以为，自己
运气好，不会酒驾醉驾时遇
上交警；他们以为，自己驾驶
技术好，不会在酒驾醉驾时
发生交通事故。殊不知，“喝
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是

为了交警，而是为了自己、为
了家人和他人。

酒驾之害，甚于猛虎，这
是 有 无 数 的 事 实 证 明 了
的。那么，“开车不喝酒、喝
酒不开车”，在成为所有司机
必须遵守的规则的同时，也
需要动员司机家人、餐饮单
位等易喝酒的相关场所从业
人员等一起为遏制酒驾醉
驾出力。

唯有多管齐下、持之以
恒，才能让司机不敢再酒驾
醉驾。期待路上早日无酒驾
醉驾！

“云办公”

远程多人会议、协同编辑
文档、在线汇报审批……如今，

“云办公”模式加速普及，成为
传统办公模式的重要补充。“云
办公”模式在省去通勤成本、提
升沟通效率的同时，由于存在
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管理边
界不清等问题，也给劳动者权
益保障带来新的课题。

（1月16日《工人日报》）

应呵护其发展
□关育兵

“云办公”能够迅速发展，
与疫情的袭击有莫大的关系。
但倘若细究其根本，还在于“云
办公”的众多优势。

当然，其缺点也是客观
存在的。比如，“云办公”让
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越来
越模糊，“灵活办公”有时变
成了“随时在线加班”。对于
缺乏自律的员工来说，没有
工作氛围，注意力容易不集
中。

虽然如此，但“云办公”的
优势仍是大于劣势的，其带给
员工、企业、社会的益处是显而
易见的。因此，从企业来说，要
顺应“云办公”趋势，革新办公
理念，更新管理方式，适应“云
办公”发展。从监管部门和法
律部门来说，随着“云办公”模
式上线，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也
要“在线”，特别是要关注“云办
公”模式下劳动者权益受损的
情况，及时跟进，完善和落实

“云办公”模式下劳动者权益保
护的问题。

权益保障不能掉线
□杨玉龙

“云办公”模式下企业管理
的边界亟待重视起来，如何精
准计算工时、核对工作量进而
发放工资绩效，都需要公司更
新管理细则。

“云办公”下，劳动者模式
权益保障不能“掉线”。对于
用工单位，应增强依法诚信用
工意识，履行好保障劳动者权
益的主体责任，优化人员管理
措施。

“云办公”模式下，也对劳
动用工监管提出了挑战。相关
职能部门，一方面有必要加强
对“云办公”模式下劳动者权益
问题的研判，对劳动者反映的
突出问题及时介入，当好劳动
者维权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
也有必要加大对违法用工行为
的打击力度。

此外，从劳动者自身来讲，
应增强依法维权意识。在“云
办公”时更要注意保留足够的
工作证据，以便于出现工伤意
外、劳动争议等情况时依法有
效维权。

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十里
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要立足资
源禀赋，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
山居图”。乡村建设为农民而
建，尊重农民意愿、体现农民需
求，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
办实，让农民群众有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人民日报：《补齐短
板，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可以肯定的是，彩礼从诞
生之日起，就不是爱情的一部
分。现如今，却有不少人，因为
一笔彩礼而停止了一段感情。
坦白说，“愿意”和“索要”完全
是两个概念，不要让爱情死于
开始谈彩礼的那一刻。

——钱江晚报：《彩礼焦
虑，不该承受之重》

在现代社会，诚信的价值
引领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养
老机构或从业人员被打了“差
评”或被“拉黑”，那么其在未来
发展中的诸多环节便会受限，
所获得的资源、机会、空间也会
减少。反之，“好评”或“红榜”
则能给相关养老机构及其从业
人员带来更高的社会认可度，
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工人日报：《“建从业
红黑榜”，助力养老服务品质提
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