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日，海安市文化志
愿者们走进海安高新区海
光小学，将戏曲课程引入
第二课堂，让学生们近距
离感受传统艺术文化的博
大精深。

（11月14日本报1版）

中国戏曲文化底蕴深
厚，戏曲进校园可以为学生
们架起文化上联通过去与
未来的桥梁，让孩子们更好
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力量，获得思想涵养、
价值支持和向善向上的正
能量。可以说，戏曲进校园
为校园文化教育质量的提
升和学生精神世界的塑造
提供了无限可能。

戏曲传承，青少年是
“源头活水”。早在2017年，
相关部委就联合印发了《关
于 戏 曲 进 校 园 的 实 施 意
见》，提出戏曲进校园要实
现常态化、机制化、普及化，

基本实现全覆盖。笔者以
为，要抓好戏曲进校园工
作，必须在“融合”以及“结
合”上下功夫。

戏曲要与乡情更好融
合。通剧不仅是国家级非
遗，也是一支极具文化价值
的声腔，通剧也在不断尝试
改革创新，比如新编通剧

《陈英卖水》让人耳目一新，
也吸引了很多年轻受众观
看。这种耳濡目染更像是
一颗小小“火种”，能引发学
生们的探索欲，激起对乡音
乡情的热爱，也能助力学校
发现和培养好本土文化传
承的好苗子。

戏曲要与时代更好地
结合。近年来，很多流行
歌曲里面都加入了“戏腔”
唱法，还有德云社的“戏曲
新唱”等，在学生中的传唱
度 非 常 广 。 这 也 提 醒 我
们，推进戏曲进校园，要了
解当前的传播规律，掌握

学生们关注什么、喜欢什
么，用他们容易接受的方
式 去 设 计 相 关 的 戏 曲 活
动，同时善于借助热点，巧
妙地改编，让校园戏曲活
动出圈，让更多的学生成
为传播者、受益者。同时，
也可以邀请文化大家、自
媒体博主等到学校里近距
离交流或者直播互动，让
学生的“小活动”变成全社
会的“大热度”，这样对积
极推动戏曲进校园的学校
也是一种激励和宣传。

戏曲进校园，既是一个
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更是
一个素质教育的过程，只有
贴近生活，才能感受魅力；
只有贴近时代，才能乐于接
受；只有贴近学生，才能产
生共鸣。

濠南
夜话

戏曲进校园 经典共传承
□刘曦

@大美台州 著名的“斜
坡球体定律”（人或组织，如同
斜坡上的球体，如果没有止动
力，球体就会自然下滑。）告诉
我 们 ，在 当 代 社 会 ，不 进 则
退。年轻人抢着上夜校，正是
奋发上进的表现。

@黄岩人 创业创新的动
力来自不断地学习，对年轻人
来说更是如此。

@王红峰 在学习上，只
有终身，没有终点；只有毕生，
没有毕业。我们每个人都应当
把学习融入生活之中，纳入到
工作之中，渗透到实践之中。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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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江海大地好人越来越多
□刘予涵

记者12日从市文明办
获悉，2023年第三季度“中
国好人榜”发布。我市施炳
生、王兵以及徐辉等两人
（组）当选“见义勇为”类中
国好人。

（11月14日本报2版）

其实，远不止这些已经
登上“中国好人榜”的好人，
在我们的身边，处处都有好
人。公交车上的每一次让
座，对孤寡老人的每一份关
爱，伸向献血针管的每一只
手臂，无不在诠释着“好人”
的真谛，让生活在通城这块

土地上的人们心中充满温
暖、感动和骄傲。

如果说一个好人是一
支标杆，可以带动一群人，
那么一群好人，则可以影响
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南
通是一个好人辈出的大爱
城市，在大爱文化的滋润
下，爱的故事每天都在这里
流传，爱的奉献每天都在这
里上演。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评选好人，就是要颂
扬他们的事迹和精神，用身
边好人活生生的事迹，去感
染和激励民众，形成尊重好
人、学习好人、争当好人的

良好氛围。
“好人”并非高不可攀，

他们就在你我身边，只是在
日常生活中展现了一个人
所应该具有的道义和互助，
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
的榜样。我们每个人都应
该积极行动起来，崇尚好人
并争当好人，让这个社会好
人成群，温馨而又美好。同
时，相关部门也要制定礼遇
措施，让好人有好报，让德
者更有得，推动整个社会形
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
厚氛围，让好人之风吹遍江
海大地。

防范“百万保障”骗局须多管齐下
□廖卫芳

记者 10 日从通州区
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获
悉，该所民警及时出手，
成功劝阻了一起“百万保
障”电信网络诈骗，避免
了 群 众 60 万 元 的 经 济
损失。

（11月14日本报8版）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由于不少微信账户户主对
微信“百万保障”中的“如何
开通服务”“要不要缴费”

“会不会自动扣费”等服务
不太了解，因而一旦遇上

“百万保障”诈骗，就极易深
陷骗局，致使遭受巨大的经
济损失。

据了解，“百万保障”

骗局的套路通常是：“客
服”来电，称服务免费期已
过会自动扣款，引导受害
人“取消”，诱导下载软件，
然 后 转 走 所 有 钱 财 。可
见，诈骗分子为了达到成
功诈骗的目的，可谓是“套
路满满”。

笔者以为，防范“百万
保障”骗局还需多管齐下。
一方面，公安部门应通过广
播、电视、报纸和网络等新
闻媒体，对广大市民开展防
骗、识骗的宣传教育，以提
高广大市民的防骗意识和
识骗能力，从而避免遭遇

“百万保障”骗局的忽悠和
坑骗；另一方面，公安部门
不妨通过身边的真实案例，

采取发放防骗宣传资料、开
设防骗专题讲座等方式，以
案警示，让更多的市民引以
为戒，从而帮助广大市民识
破“百万保障”骗局，避免上
当受骗。

同时，公安部门还应加
大对“百万保障”诈骗行为
的打击力度，不妨通过跟踪
定位、将计就计、引蛇出洞
等多种办法，将诈骗分子一
网打尽，既严惩诈骗分子，
又警示其他诈骗分子。

相信，只要公安部门多
管齐下，再辅以市民的自我
警惕，就一定能有效防范和
打击“百万保障”骗局，从而
切实守护好广大市民的钱
袋子。

整治“好评返现”，必须见
招拆招，斩断利益链条。首先，
平台应进一步优化评价推荐
机制，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
境，让每一个货真价实、诚信
经营的商家都有脱颖而出的
机会，引导商家老老实实练好
内功，不走刷单的旁门左道。
其次，更关键的是，引入“吹哨
人”制度，让更多消费者愿意
成为“吹哨人”，推动社会监督
和部门监管形成合力。

——东方网：《整治“好评
返现”，不妨引入“吹哨人”》

是“智商税”还是“真有
用”？是“信息掮客”还是“腐
败掮客”？相信不少网友心生
如此疑问。从媒体报道看，很
多网售“人脉关系”的账号通
常只把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作
为发布信息的渠道，一旦网友
私信相关问题便会被要求转
至 其 他 软 件 进 行 下 一 步 操
作。交易的隐蔽性或正说明
此类行为的异常性乃至不合
规性。试想，若卖家提供的商
品有质量保障、有诚信护航、
有情与理支撑，他们又怎会放
弃在“太阳底下”交易？由此
不难想见可能存在的“猫腻”。

——南方日报：《人脉关系
“生意经”念不得》

年轻人抢着上夜校

近段时间，上海年轻人“下
完班、上夜校”的夜生活方式在
社交媒体中“出圈”。区别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那波夜校
潮，这届年轻人热衷的夜校课
程更丰富多元，从非遗技艺到
传统手艺，从运动健康到生活
美学，有的课程甚至“60秒内
全部抢光”。你怎么看？

治理欠薪

8日，南通开发区小海街道
近山社区网格员深入辖区各单
位开展欠薪隐患大排查，切实
维护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不
断提高用人单位依法用工意识
和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意识。

（11月14日本报7版）

制度护薪不再忧酬
□知新

实践证明，实现农民工
“劳有所获”，事前制度护薪比
事后打击欠薪更为重要，这也
是走出“年年欠薪、年年清欠、
年年讨薪”怪圈的不二法门。

一方面，要强化监督检查，
注重发挥工会、社会、行业、媒
体等监督作用，同时加大日常
巡查监管力度，不留“暗门”、不
开“天窗”，让铁规发力、禁令生
威，使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而
不是“橡皮筋”；另一方面，要强
化投诉举报，既要让投诉举报
的平台运转更畅通，更要让投
诉举报的回应更及时，真正做
到“件件有回复 、事 事 有 着
落”，进一步提升农民工依法
维权的主动性。

在此基础上，还应健全制
度护薪的问责机制，不仅要对
欠薪者始终高压震慑、施以刑
罚，而且要对推诿扯皮、慢作
为、懒作为等执法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依纪依法处理，决不姑
息迁就。

必须高悬法律利剑
□梁正

工资报酬是广大劳动者
最直接、最核心的权益。维护
好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权益，对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意义重大。由此，面对
恶意欠薪行为，必须高悬法律
利剑。

首先，要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形式，依法依规处置恶意
欠薪行为。对企业没有正当合
法理由的肆意逃薪和恶意欠
薪，并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社
会影响的，要勇敢亮出法律的
利剑，这是釜底抽薪的根治手
段。其次，落实劳动保障诚信
约束机制，建立拖欠工资企业

“黑名单”制度。要将企业拖
欠工资等违法信息纳入有关
部门征信系统，惩戒范围主要
涉及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
购、招投标、融资贷款、市场准
入、交通出行等方面的联合惩
戒，充分发挥对拖欠劳动者工
资联合惩戒的震撼作用。再
次，应强化对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的普法宣传，增强他们的合
同意识，从思想上根治劳动违
法行为。与此同时，亦有必要
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