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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柔弱双肩为家庭撑起一片天的大学

生刘羲檬，帮助 30 余位残障人士就业的特

殊教育教师贾君婷仙，从突发火情中勇救

一家三口的快递员张裕……不久前，第二

十六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名单公

布，这些 90 后、00 后年轻人，充分展现了当

代中国青年的道德坚守和价值追求。党的

十八大以来，一大批青年优秀人物成为全

社会学习的榜样，各级共青团员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广大青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践行者，为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作

出积极贡献。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广

大共青团员“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模

范，带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严格遵纪

守法，严格履行团员义务”。青年只有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道德浸润心

灵，以纪律规范行为，才能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为自身成长成才提供更为主动的精

神力量，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青春力量。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品德

是为人之本，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

“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话，说明道德之

于个人、之于社会的基础性意义。青年处

在 价 值 观 形 成 和 确 立 的 时 期 ，抓 好 这 一

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一个民族

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 年 一 代

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广大青年是

否崇德向善，不仅关乎人生道路能否走得

正、走得远，更关乎整个社会是否风清气

正、朝气蓬勃。广大青年务须加强品德锤

炼 ，自 觉 树 立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努 力 成 长 为 堪 当 民 族 复 兴 重 任 的 时 代

新人。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在运动场

上争金夺银，彰显为国争光的家国情怀；在

抗疫一线救死扶伤，折射一心为民的赤诚

之心；在田间地头寒耕暑耘，体现勤劳坚韧

的奋斗之美……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

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是紧密结合、相

辅相成的，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崇尚对党忠诚

的大德，才能筑牢理想信念、认清大是大

非；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才能以人民为中

心、以天下为己任；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

才能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以大

德铸魂、公德善心、品德润身，就能激发出

更多向上向善的力量。

心有所戒，行有所止。一个道德上有

追求的人，往往对纪律重要性的理解也相

对 深 刻 ，同 时 自 身 也 有 着 高 度 的 纪 律 自

觉。青年人修身立德，必须把守纪律讲规

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国家博物馆藏有

一块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包袱布，上面写有

“六项注意”，当年的年轻战士就是以此自

警自励，锻造出“一个可以当十个”的战斗

力；上海解放纪念馆藏有一本名为《入城纪

律》的小册子，当年人民解放 军 进 驻 上 海

城 区 时 ，十 万 大 军 严 格 遵 守 入 城 纪 律 露

宿街头，受到群众欢迎。有规则意识、有

纪律意识、有法治意识，就能把他律要求

转 化 为 内 在 追 求 ，做 到 不 放 纵 、不 越 轨 、

不逾矩。

回望历史，抗战时期进步青年即便长

途跋涉也要“到延安去”，新中国成立后青

年突击队响应号召艰苦创业、建设国家，改

革开放后爱岗敬业、服务人民的青年岗位

能手纷纷涌现，新时代青年在党和人民最

需要的时刻冲得出来、顶得上去，一代又一

代青年在伟大事业中锤炼品德修为，把青

春播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立大志、明

大德、成大才、担大任，青年一代必将收获

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让

青春绽放更为绚丽的光芒，用青春和汗水

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崇德向善、严守纪律
—把青春播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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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职

工书屋示范点，进行绿色生活创建活动，争

创全国文明城市……一段时间以来，各地

各部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建示范活动。

创建示范活动树立起抓落实的价值导向、

营造了比学赶超的氛围，为推动各项政策

贯彻落实起到了引领作用。

前不久，为了规范和加强创建示范活

动管理，深入改进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切

实为基层减负，充分发挥创建示范引领作

用，中办、国办印发了《创建示范活动管理

办法（试行）》（下称《办法》）。《办法》让各地

各部门开展创建示范活动有章可循、有规

可依，将更好发挥创建示范活动在国家治

理中的重要作用。

《办法》是在总结多年创建示范活动经

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办法》明确了可以开

展创建示范活动的机关层级，规定了开展

创建示范活动的具体程序，体现了“提高政

策落实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

向，为规范创建示范活动提供了坚实制度

保障，将进一步提升创建示范活动的实际

效果。

《办法》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力图消

除创建示范活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

切实为基层减负，让创建示范活动产生更

好效果。为了防止创建示范活动过多过滥

等问题，《办法》规定创建示范活动由中央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审批确定，让创

建示范活动始终围绕重大战略实施、重要

政策落实、重点工作开展来设置；为了更好

减轻基层负担，《办法》在精简项目、严格审

批的同时，将“加重基层负担”作为给予惩

罚的情形之一，强调“创建示范活动主办单

位应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为了解决一些

地方热衷“创牌”、无心“保牌”等问题，《办

法》还明确“复查结果不合格或者不符合标

准的，及时取消资格”，列出了多种予以惩

罚的情形，确保创建示范活动善始善终、善

作善成。可以说，《办法》具有强烈的问题

意识、问题导向，将有助于解决形式主义问

题，防止创建示范活动走形变样。

说到底，杜绝抓而不实，是为了抓而求

实。从提出创建示范活动“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

到 明 确 要 求“ 考 评 指 标 体 系 设 置 科 学 合

理、标准明确、操作性强”，《办法》的一系列规定，删繁就简、突出主

干，目的就是要着力解决问题、提升落实水平，让大呼隆、走过场的活动

销声匿迹，让迎合检查的表面文章无处藏身，发挥好创建示范活动的引

领作用。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在创建示范活动中，对符合标准的对象以

通报、命名、授牌等形式予以认定，有利于发挥榜样的带动作用，汇聚起

争先进、抓落实的强大力量。把《办法》落到实处，严格活动标准、提升

活动质量，才能真正让创建示范活动成为激发工作热情、营造干事氛

围、提升工作成效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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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换上运动服装，打开直播平台，伴随动感音乐，与网友一起

在线跟着主播运动……这是不少人近期的居家健身生活。不久前，国

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和互联网平台共同开展“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与

此同时，众多明星博主、国家队运动员通过视频形式，引导人们参与健

身运动，掀起一轮线上健身热潮。居家锻炼、线上参赛，为人们提供了

更多健身选择，也为全民健身注入了新活力。

【点评】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战略的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强身

健体的重要性，加入到体育锻炼的行列中。线上健身有独特优势，场地

灵活、门槛较低，吸引不少人参与。从养生休闲，到减脂增肌塑形，差异

化的课程为人们提供了多元选择。无论是健身达人，还是运动“小白”，

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

线上健身队伍壮大，居家运动热情高涨，得益于大众健身需求的日

益增长，也离不开新场景的打造。科技手段为全民健身赋能，让居家锻

炼、线上参赛成为可能。跃动的旋律、翻新的动作、专业的主播……从

录播到直播，从简洁明了的动作讲解到精心编排的趣味操，“跟着直播

健身”，不仅可以满足健身爱好者锻炼需求，还以其强互动性和娱乐性，

带动了许多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动起来、坚持下去。这充分说明，创新运

动健身的服务供给，有助于激发大众参与健身运动的热情。

新场景蕴藏行业发展新机遇。对于传统健身行业而言，线上健身

的兴起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提供了转型升级的契机。从运动服装、健身

器材，到健身食品、可穿戴设备，潜力巨大的消费蓝海，给体育产业带来

新一轮发展机遇。有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线上健身市场规模达到

3701 亿元，预计 2026 年将增加至近 9000 亿元。面向市场需求、把握智

能化趋势，创新服务方式、发掘新增长点、延伸产业链，在线健身必能打

开更大发展空间，体育产业和体育经济也能实现新突破。

也要看到，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处于起步

阶段的线上健身同样如此。如何提高线上运动的服务质量？如何保障

居家健身的安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和内容生产者加强对健身

课程内容的科学把关，相关部门和机构也应做好公共服务，大力推广健

身科学知识、普及运动风险。参与者也要提高风险意识，在合理评估自

身体能、运动强度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以安全为前提去感受

运动的魅力。惟其如此，才能让线上健身走得更稳更远。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关于构

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到 2035 年，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5%以上，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生

活方式。瞄准这一目标，以在线健身走红为契机，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开拓运动新业态新模式，大力营造人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社会氛围，必能

带动更多人动起来，以全民健身助力全民健康。

线上健身助力全民健康
史 哲

近年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

求日益旺盛。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

给，更好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需要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握好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促进文化科技、文化

金融、文化消费的深度融合。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用好产业园

区这个重要载体。产业发展，需要在实体

空间上落地。抓产业，就要抓园区。要发

挥文化产业园区的集聚优势，推动科技、信

息、数据、资本、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汇集，

强化主导产业、领军企业带动作用，促进上

下游业务合作，加速新兴业态创新发展，有

效降低交易成本，培育良性互动的产业生

态，形成“1+1＞2”的产业协同效应。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积极推进文

化科技融合。数字技术的蓬勃兴起与快速

发 展 ，为 文 化 产 业 提 质 增 效 开 辟 了 新 路

径。要充分发挥“科技为文化赋能”作用，

搭建文化企业与科技企业对接平台，支持

更多科技企业入驻产业园区，为先进科技

成果在文化领域找到合适应用场景，促进

产业跨界融合发展。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强化金融的

助推作用。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离不开

金融活水的浇灌。文化企业大多是轻资

产，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点，需要银行等

金融机构提供间接融资，也需要各类投资

机构提供直接的股权投资。针对不同类

型、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企业，提供全生命

周期、有针对性的投融资服务，才能精准高

效化解企业资金压力。比如对小微初创企

业，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普惠金融政策支持；

对成长性好、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可以提供

贷款贴息，降低融资成本；对具备上市基本

条件的优质企业，要做好辅导培训，并对接

资本市场。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也要从需求侧发

力。推进文化消费增长要以文化元素进行

文化赋能，引领文化消费新风尚，推动以

“物”为核心的传统消费场景转向以“人”为

核心的文化消费新场景。在城市核心区和

市民集中居住区要打破文化产业园区的围

墙，从封闭管理向开放共享转变，打造各有

特色的文化社区、文化街区，形成功能多元

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从而全面提升城市

文化活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少文化

企业主动作为、化危为机，积极加速业态调

整，推进线上线下业务协同，取得了良好效

果。有影视园实施以扩展现实技术应用为

核心的转型升级，用数字布景取代实物布

景，突破了录制时间和空间限制，视觉呈现

更为逼真，布景转换更为迅速，制作成本降

幅超过 70%。不少地方政府鼓励园区企业

资源集聚，通过购买服务、配套建设等方式

促进产业与公共事业共同发展，实现了高

品质风貌改造和业态提升。

文化产业发展有较强的“逆周期”特

点，是我们着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推动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抓好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有效组合各类

资源要素，发挥好“科技为文化赋能，文化

为城市赋能”的作用，就一定能为稳增长、

调结构、促改革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注入强有力的新动能。

（作者为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

心党委书记、主任）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刘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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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沅江市南洞庭湖的码头出发，

湖面渐行渐阔。放眼望去，洲岛上碧水连

天，偶有苍鹭飞过；不远处，江豚不时跃出

水面。渔政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南洞

庭湖好多年看不到江豚，禁渔后，这两年出

现了！”如今，渔民退捕、自然水域禁捕，非

法采砂被取缔，洞庭湖再现沙鸥翔集、鱼翔

浅底的美丽景象。

洞庭湖是长江重要的吞吐型湖泊，有

面积广阔的湿地。由于靠水吃水、竭泽而

渔式的粗放发展，洞庭湖自然生态一度受

到严重破坏，水体污染、水面缩减、鱼类骤

降、鸟类减少等问题凸显，湿地功能严重退

化。近年来，湖南坚持湘江、资江、沅江、澧

水系统治理，省、市、县、乡、村五级形成合

力，打响一场“洞庭湖生态环境保卫战”，走

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据统

计，2021 年冬天，洞庭湖区域水鸟已达 74
种 40.4 万只，种类和数量均创新高，彰显出

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的成效。

守住青山、护好绿水，必须转变发展方

式。近 5 年，处于洞庭湖腹地的沅江市，在

环湖区域相继清退造纸、禽畜养殖等产业，

禁止芦苇砍伐、非法采砂、湿地种植，在 10
个相关领域实现了全面退出。沅江市有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我 们 是 以 退 为 进 、转 型 发

展。”近年来，沅江市在工程机械、食品等产

业上重点发力，规范采砂等产业，淘汰高污

染、高耗能产业，迈出绿色发展步子。实践

表明，主动作为、因地制宜，积极调结构、优

布局，找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的路

子，有助于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促进生态持续改善，贵在久久为功，解

决好一个个问题。近年来，湖南积极推进

洞庭湖生态环境多个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

整治，修复湿地生态面积 8.6 万亩；持续开

展鱼类人工增殖放流行动，提升水生生物

多样性。如今，在洞庭湖畔，251 个砂石码

头被拆除复绿，近 1000 个排污口被取缔，

洞庭湖的水质在不断变好。成绩来之不

易，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面对洞庭湖湿

地面积减少、调蓄能力减弱、水源涵养不足

等问题，下一步，三湘大地干部群众仍要坚

持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开展工作，着力推动环境质量进一步

好转。

在洞庭湖区域，人们感叹：“以前是‘靠

湖吃湖’，现在是‘靠湖护湖’”“以前是人进

水退，现在是人退水进”。思想观念变了，

发展方式变了，环洞庭湖区域的干部群众

不仅逐步树立起生态文明的意识，而且汇

聚起生态保护的合力。站在湖岸，可见水

清鸟飞。绿色发展理念在厚植，绿色发展

效益在显现，绿色发展动能在积蓄，高质量

发展之路必定会越走越宽广。

（作者为本报湖南分社记者）

转型发展守护大美洞庭
何 勇

主动作为、因地制
宜，积极调结构、优布
局，找准生态保护和经
济发展共赢的路子

不久前，海南印发“十四五”塑料污染

治理行动方案，提出将重点发展“互联网+
回 收 ”模 式 ，以 推 动 塑 料 垃 圾 资 源 化 利

用。这一模式以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

技术为基础，通过线上下单、线下精准对接

强化回收服务，对解决塑料垃圾货源散、回

收难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这正是：

创新服务模式，

破解回收难题。

技术手段助力，

推动塑料治理。

曹希阳图 杨 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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