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城微爱
也暖心

荣获江苏省“最具
影响力慈善项目”奖的

《江海晚报》“关爱一线
牵”栏目，10 多年以来
利用媒体公信力和影
响力，架起社会好心人
和困难群众实现点对
点捐助的桥梁，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效应。

马源骏画

近日，市妇联主办“儿
童友好，传承立自信——探
寻端午民俗”主题活动，全
市50组家庭欢聚一堂，喜
迎端午佳节，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弘扬爱国精神和
家国情怀。

（6月19日本报3版）

时临仲夏，岁至端午。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
日之一，也是我国首个入选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统节日。从古至今，端午节
都是一个具有厚重文化底
蕴的重要节日，寄托着人们
丰富的文化情感、也塑造着
一个民族的心灵认同。

在品粽怀古中涵养家
国情怀。屈原是端午最鲜明
也最凝重的文化符号。我
们怀念屈原，绝不是人们调
侃的“因为屈原给我们留下

了三天假期”，而是他赋予
了端午节日最深沉持久、生
生不息的延续动力：即不畏
艰险而上下求索的家国情
怀和民族精神。在社会发
展、价值追求多元化的今
天，我们更应汲取端午节蕴
含的爱国主义养分，把爱国
主义铸造成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引擎。

在插艾挂蒲中体悟安
康之义。古人在端午节都会
饮雄黄、备艾叶、浴兰汤、驱
五毒……因此端午节又被称
为中国古代的“卫生防疫
日”。各种端午习俗反映了
古人与疫病斗争的智慧，寄
托着人们对平安健康的祈
愿。古老风俗流传至今有了
很多变化，但珍惜健康、敬畏
生命的精神内涵是一脉相承
的。当下，疫情防控已经进
入新阶段，但落实防控要求，

做好自我防护，也是过“安
康”端午的应有之义。

在龙舟竞渡中昂扬奋
进精神。赛龙舟是端午重
要的民俗活动之一。飞桨
逐浪、千帆竞发，龙舟争渡彰
显着团结协作、奋发向上的
拼搏精神，这种刚毅坚卓、
自信昂扬的民族气质烙印
于我们的民族血脉之中。
步入新时代，阔步新征程，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
半山路更陡，我们要永远保
持奋斗精神，以昂扬奋进之
姿，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也
长。唯愿一片向荣、一切安康。

濠南
夜话

从端午民俗中
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刘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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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议论纷纷】

志愿填报，多听“专业说”少听“网红说”
□郭元鹏

昨晚，市教育考试院联
合南通报业传媒集团，在南
通报业传媒集团大楼举行
新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辅
导。该志愿填报公益辅导
通过江海晚报视频号、南通
发布抖音号向全市直播，两
个平台共有近万人点击观
看、点赞超五万个。

（6月19日本报3版）

本次辅导由市教育考
试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吉海
波担任主讲。吉院长从志
愿填报政策和志愿填报准
备两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笔者以为，志愿填报，就该
多些这样的“专业人士说”。

每年一到志愿填报的
时候，不少家长为了能让孩
子上个好的学校，发挥分数
的最大价值，往往会“花钱
买指导”。一些所谓的志愿
指导公司、志愿指导导师，
其实多数是“业外人士”。什
么大数据分析高考志愿，什
么名师填报经验丰富，最终
不少家长是“花钱买了一场
空”，不仅增加了经济负担、
心理压力，还容易导致孩子
与心仪的学校、适合的专业

“失之交臂”“错过缘分”。
近日，网红博主兼考研

名师张雪峰一番报考志愿
的话语，惹起了网络上有关
新闻学的争议。张雪峰的

原话是，“别报新闻好吗？
我就这么跟你说，拿中国本
科专业目录里边，你闭着眼
睛摸一个都比新闻好，别报
新闻好吧？”张雪峰说出这
类的话语，显然是以偏概全
难以服众的。其实，志愿填
报是十分科学的事儿，十分
专业的事儿，应该鼓励更多
专业人士、大学教授等群体
开展公益志愿填报指导，而
不是让那些为了某种利益
的“网红嘴”在网络上信口
开河。

志愿填报指导，让“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对于
家长而言则需要辨别，要多
听“专业说”少听“网红说”！

“剩菜盲盒”悄然兴起

近日，“剩菜盲盒”开始在
部分城市悄然兴起。原价100
多元的寿司、30多元的中式面
点熟食、20多元的咖啡等，均
可用原价的1/3甚至1/4买到，
这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蹲点”抢
购。你怎么看？

严管“天价粽”

今年是粽子产品实施包
装“瘦身令”的首个端午节。
然而，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混
装混搭销售的粽子随处可见，
搭配的产品种类更是五花八
门，大米、茶叶、瓷盘都在与粽
子“混着卖”，有的粽子礼盒售
价980元，其中粽子占比不足
三分之一。

（6月18日《北京晚报》）

自觉抵制“天价粽”
□苑广阔

虽然国家有了新标准，但
是目前市场上的粽子产品仍
旧存在很多的问题，尤其是新
标准明令禁止的粽子不应与
超过其价格的其他产品混装
的问题，仍旧普遍存在。这样
的搭配销售，不但损害了消费
者的利益，同时也是对传统节
日的一种异化，助长了节日消
费的攀比之风，十分不可取。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新标
准并不是一种建议性的标准，
而是一种强制性标准。既然
如此，政府监管部门就不能任
由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而
是要严格按照国家新的标准
进行市场监管。对于违反新的
产品包装标准的企业商家，应
处罚一批、警示一批。

“端午是个筐，啥都往里
装”，不但和真正的传统节日无
关，久而久之，还会让传统节日
失去文化内涵。作为消费者，
也要自觉抵制这种“天价粽”现
象，拒绝跟风和攀比，用脚投
票，倒逼传统节日的回归。

凝聚合力来遏制它
□余明辉

之所以市场上仍有“天价
粽”，原因也许是多方面多层面
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一条，就是
相关配套制度的执行还存在漏
洞和空白，使得一些不法经营
者敢于、甘于因此冒险。

这就意味着，要想真正有
效遏止时下依然存在的过度
包装的“天价粽子”，相关执法
部门必须切实履职，积极严格
执法，依法严惩市场上的违法
违规者；行业协会也应积极发
挥行业带头作用，进一步完善
行业规范，引导经营者生产和
销售简约包装等平价粽子，从
供给端打掉“天价粽子”市场
的存在。

此外，消费者也应该认识
到，为粽子过度包装最终买单
的还是消费者自己，所以应该
用积极健康、绿色、理性的消
费观念取代盲目、攀比的消费
观念，让粽子回归本来面目。

@杨玉龙 在众多体验者
看来，“剩菜盲盒”在减少食物
浪费之余，也实现了双赢：店铺
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因备货过
多所产生的损耗，消费者则能
享用物超所值的食物。

@李雪“剩菜盲盒”的销
售多在线上开展，这对监管提
出了新挑战。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多措并举
促进就业

□新平

近日，记者从通州区劳动
就业管理中心获悉，通州稳步
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站
工作，截至5月底，已建成两个
标准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

（6月18日本报4版）

解决就业尤其是青年就业
问题，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笔者以为，促就业只有把基础
性工作做扎实，才能切实提高
就业率。所谓基础性工作，无外
乎以下几点——

提升职业教育质量。通过
实施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和开设
契合行业需求的课程，让就业
者掌握与就业市场需求相匹配
的技能和知识。

拓宽就业渠道。政府部门
可以出台鼓励创业的政策，提
供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减
免税收等，帮助青年人实现创
业梦想。

提供就业信息和咨询服
务。政府部门可以设立专门的
就业服务机构，通过线上线下联
动的方式为就业者提供个性化
的求职指导和职业规划建议。

社会给予支持和鼓励。企
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供
实习岗位和就业机会；社会组
织和专业机构可以开展就业培
训和职业指导活动，帮助就业
者提升就业竞争力。

打造良好创业环境。政府
应持续改善创业环境，简化创业
手续，降低创业成本，提供创业
孵化器和创业基金，为青年创业
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和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