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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航天领域捷报频传。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

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创造了中国航天

员连续在轨飞行时长新纪录；天舟四号货

运飞船发射升空，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

主快速交会对接，正式开启了中国空间站

在轨建造阶段。航天事业不断取得新突

破，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最鲜明的特色是理论创

新和实践创新、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紧密

结合，在推动发展上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

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发展具

有“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其

中重要一条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显著优势”。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

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

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为我们牢牢

掌握历史主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

入了强大信心和力量。

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

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

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

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

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

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

急事的独特优势。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

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全国一盘棋、举全国

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用 3 个

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

战的决定性成果；迎战具有传染性强、传播

速度快、隐匿性高等特点的奥密克戎变异

株，我们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不断提

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水平，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

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

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党的十八

大以来，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基本政治制度，到日益丰富不同领域具

有创新性、支撑性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体系层次分明、系统完备，各项

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民主集中制更加

健全，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在国家治理

中日益显现出巨大的制度效能。特别是在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打赢脱贫攻坚战等实

践中，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进一步彰

显显著优越性，“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

对比更加鲜明。事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

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

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

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我们既要全力以赴答

好疫情防控“加试题”，更要坚定信心答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道“必答题”。越是接

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

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智慧

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历史

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坚定“四个自信”，

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一定

能够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

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能

量；只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我

们就一定能够经受住一次次压力测试，不

断化危为机、阔步前行。

风物长宜放眼量。回顾过去，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展望未

来，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有 14 亿多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奋

斗的磅礴力量，我们一定能够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

史伟业。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把握有利条件，激发信心动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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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面，分成小面团；对折拉扯，在案

板上碰撞出响亮的砰砰声；撒牛肉块，淋辣

椒油，放香菜蒜苗……经过师傅的一番连

贯操作，一碗柔韧绵长、汤味浓郁的牛肉拉

面就出锅了。很多人爱吃牛肉拉面，常光

顾拉面馆，却不一定知道，在青海化隆回族

自治县，有 11 万拉面师，到全国 280 多个城

市开了 1.8 万家拉面店，年营业额达百亿

元。“化隆拉面”已是响当当的劳务品牌，成

为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金字招牌。

劳务品牌的形成，离不开相关行业的

探索创新、当地政府的精心培育和无数人

的辛勤付出。在青海，“化隆拉面”“互助家

政”“海西枸杞采摘”等都是具有鲜明地域

标识的品牌，带动了 40 余万农牧民就业增

收，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实践

表明，赢得市场认可的劳务品牌，在培养行

业技能人才、促进高质量就业、提高人力资

本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展劳务品牌，技能培训是基础。独

特技能是劳务品牌的重要标志，培育出技

能优势，需要系统化的技能培训。为更好

适应家政服务市场的变化，青海互助土族

自治县通过调研及时掌握市场需求，深入

了解就业群体的技能需求，组织开展与保

洁、保姆、月嫂等职业相关的技能培训，让更多人变为家政业的行家里

手，把“互助家政”的品牌越擦越亮。帮助群众多学习、多提高，让他们

有一技傍身，才能提高就业含金量。

发展劳务品牌，政府要当贴心人。为更好推动拉面产业发展，化隆

县与 40 个大中城市签订了“拉面经济从业人员服务管理合作协议”，并

在拉面从业人员相对集中的城市设立流动党支部和服务站。政策到

位，服务也要跟进。从减免相关税费、简化办证手续，到保障子女入学、

转移接续养老保险……为“拉面人”提供帮助和服务的举措一个接一

个，办法优化再优化，尽量帮他们免除就业创业的后顾之忧。这些措施

让相关从业者感到暖心，为更多人打开了发展空间。

发展劳务品牌，产业是重要支撑。在化隆县，围绕拉面产业发展种

草养畜、屠宰加工、物流配送、仓储管理、产品销售等，初步形成了分工

明确、精细管理的产业链。化隆拉面产业园的工作人员说，当地农民纯

收入的 54%来自拉面餐厅或相关产业。其实，劳务品牌的发展是“面

子”，产业兴旺、产业链完善才是“里子”。围绕产业链发展劳务经济，不

断增强原料保障、物流保障、经营保障，相关产业才能越做越兴旺，劳务

品牌的发展才能更规范、更长远。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的意见》明确提出，培育一批叫得响的农民工劳务输出品牌。如今，

市场需求日趋多元，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瞄准市场缺口，围绕地方特色

劳务群体，建立技能培训体系和评价体系，完善创业扶持、品牌培育政

策，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就能通过高质量就业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作者为本报青海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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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实施百项节水标准规范提升工程，对各行业、各领域的节水

标准进行修订，并补充制定了快餐行业用水定额；山西修订服务业用

水定额地方标准，设定通用值和先进值两级指标，涵盖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等 11 个门类……近段时间，为落实国家节水行动的决策部

署，各地不断完善用水定额标准，提升全民节水意识。

用水定额作为节水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用水总量

和强度双控目标的重要技术基础，是加强用水监管的重要标尺。以

餐饮行业为例，用水定额通用值收紧后，据估算可减少 15%到 20%的

用水量。此外，一些地方在修订地方标准的过程中，还设定了先进值

指标，鼓励用水大户当好节水“头雁”，取得了良好成效。比如，有的

企业在后厨安装自动止水阀，一家店每月就能省下 30 吨到 40 吨水。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以科学合理的用水指标为引领，通过常态

化监管把节水规范落到实处，形成节约每一滴水的社会新风尚，才能

让有限的水资源效益最大化，更好地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用水定额引领节水新风尚
湖北咸宁市 张西流

在草地上惬意地丢飞盘，到郊区登山

欣赏山花烂漫，在家跟着网络主播跳毽子

操……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网红”健身运动

项目受到大家追捧。这些健身运动项目技

术门槛较低，更强调休闲性和体验感，对没

有运动基础的人较为适宜，因此受到青睐。

健身运动项目成为“网红”，背后是人

们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在快节奏的生活

中，不健康的作息、饮食习惯，让一些人身

体亮起“红灯”。越 来 越 多 人 开 始 将 健身

运 动 融 入 生 活 ，希 望 摆 脱 亚 健 康 状 态 。

同时，随着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运动服装、

健身器材及相关互联网应用等展现出广阔

前景，体育产业成为消费风口。产品和服

务 的 更 新 升 级 ，进 一 步 催 生 了 新 的 健身

运动消费需求。

乘着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东风，健身运

动成为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健身运动社交

早已不限于在球场、健身房认识朋友、收获

友谊，更包括在社交平台记录、分享自己的

健身运动状态，收获留言和点赞。“打卡”可

以形成互相激励的氛围，贴图可以成为展

示个性的方式。在留言区交流心得，在微信

群分享资讯……人们通过自己的健身运动

生活，培养兴趣爱好，形成特定的爱好者群

体。这有助于大众了解新的健身运动方式

和理念，推动小众健身运动走入千家万户。

一些新兴“网红”健身运动的推广普

及，传播了更丰富的体育文化，提升了人们

的健身热情。但这只是第一步，提高健身

运动水准要靠重复练习，强身健体需要持

之以恒。健身运动潮流变动不居，容易分

散人们参与健身运动的专注度，影响健身

效果。尤其是，一些健身运动项目成为“网

红”之后，会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人打卡。

如若缺少专业的培训、专门的防护，不顾自

身条件盲目一拥而上，还可能造成运动损

伤。就健身运动产业而言，产业发展需要

长期积累，需要经过市场的充分检验。如

果因为健身运动潮流火爆一时而跟风参

与，容易出现良莠不齐的产品和服务。

有时候，本应起到督促健身作用的健

身运动社交会偏离正轨。现实生活中，有

人热衷借分享健身运动图片和视频来炫耀

消费能力、打造特定“人设”，助长了攀比之

风；有人在社交平台传播“健身必须练出

‘马甲线’，否则就是不刻苦”“练瑜伽必须

穿名牌瑜伽裤，否则就是不专业”等错误理

念，容易对他人造成误导。健身运动应当

关注自身的体验，而不是过分关注健身运

动数据是否好看，否则只会丢失健身运动

本来的乐趣。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

实施，人们的健身运动选择日益多样，群众

体育的边界不断拓展。新兴健身运动项目

为全民健身提供了新的可能，有助于吸引

更多人参与。每个人参与健身运动的初衷

各不相同，或是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或是

结交朋友、放松心情。生命在于运动，在新

选择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让健身运动

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我们才能拥有更健康

的体魄，让生命绽放更美的光彩。

让健身运动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孟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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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随笔R

点 击 勾 选“ 我 已 阅 读 并 同 意 以 上 条

款”——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在安装、注

册、登录手机 APP 时，往往都会被要求阅

读并同意用户协议。设置用户协议的本

意，是通过规则和约定，有效保护使用者的

权益，并有效限制软件开发者不合理的数

据和信息收集。

但是，一些 APP 的用户协议动辄上万

字 甚 至 几 万 字 ，且 内 容 十 分 复 杂 甚 至 晦

涩。有媒体统计了 5 款下载量过亿次的

APP 后发现，用户协议平均约有 2.7 万字。

而相关调查数据显示，77.8%的用户在安装

APP 时“ 很 少 或 从 未 ”阅 读 过 用 户 协 议 ，

69.69%的用户会忽略 APP 用户协议的更新

提示。这样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遭到不

少网民“吐槽”：“已阅读并同意”只是无奈

之下的勾选。

如此用户协议既不被阅读，也无法真

正获得用户同意，实际上变成收集用户个

人信息的“合理”外衣。或是设置“不同意

则不能用”的条款，用户为了获得 APP 使

用权不得已选择“同意”；或是默认“一次同

意，次次同意”，相当于让用户放弃了对未

来个人信息流通转让的决定权；或是将个

人信息转送给第三方，在初始协议里就对

用户数据进行捆绑授权……让用户陷入

“不阅读”或“被同意”的窘境，会导致用户

协议被异化，违背保护用户权益的初衷，成

为侵害用户权益的“幌子”。

对不合理的用户协议，相关部门需要

加大监管力度，开展有针对性的治理工作，

并探索出长效监管机制，使提供绿色用户

协议成为互联网行业的自觉行动。相关企

业也需要加强自律，坚守互联网伦理，不过

度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数据，共同营造

良性互联网生态。广大网民也需要不断提

升自身的网络素养、技术素养，重视保护个

人信息，深入理解用户协议对个人权利保

护的重要性。政府部门、相关企业和用户

个人三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才能让用户

协议回归本位、发挥作用。

从 更 大 层 面 看 ，这 一 问 题 也 关 乎 数

字 经 济 的 健 康 发 展 。 如 今 ，随 着 技 术 的

发 展 ，手 机 软 件 可 以 智 能 综 合 用 户 的 各

类 信 息 和 数 据 ，通 过 长 时 段 的 数 据 积 累

和 大 体 量 的 数 据 分 析 ，进 而 较 为 准 确 地

为用户画像，判断用户喜好、预测用户行

为，甚至发现用户与用户、用户与事物之

间 的 隐 性 关 联 。 数据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生产要素，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发挥作用，必须基于大量

的数据资源。既充分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活

力，又注重保护用户个人信息，意味着要在

商业逻辑和隐私保护之间求取平衡，这也

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题中

之义。

对企业来说，尊重用户隐私、与用户良

性互动，才能形成有生命力的商业模式；对

行业来说，平衡好发展和安全，建立在用户

个人信息安全基础上的发展才可持续。让

用户协议真正保护用户权益，杜绝过度收

集个人信息，数字经济将获得更大发展空

间，受到用户欢迎，赢得社会尊重。

用户协议当保护用户权益
刘 俊

既充分激发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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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的重要基础。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技能劳

动者总量超过 2 亿人。不久前，人社部出

台新的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将原

有的“五级”技能等级延伸为“八级”，进一

步打破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天花板”，有助

于更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这正是：

完善技能等级，

拓宽职业通道。

壮大人才队伍，

助力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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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小偷、照看老人、观察宠物……如今，家用摄像头在生活中

越来越常见。不过，家用摄像头的广泛使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烦

恼。一些人把摄像头安装在家门口，拍摄到邻居和周边住户的生活

信息。尤其是门对门的邻居，日常活动或多或少会被摄像头记录下

来，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

家门口不是私人空间，防止家用摄像头侵犯他人隐私，是一个需

要引起重视的问题。部分家用摄像头缺乏安全技术支持，没有数据

传输加密，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这些包含人脸、生活起居等

信息的视频资料一旦泄露，还会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这个问

题看上去小，却可能带来较大的生活困扰，甚至引发纠纷。此前，就

有人因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被邻居以侵犯隐私权为由告上法庭。

避免家用摄像头的不当使用影响邻里和谐，就得规范其使用边

界，保护好彼此的权益，并以监管筑牢隐私保护防火墙。应尽快制定

相关政策，对家用摄像头的安装和信息收集、存储、使用等做出明确

规定，防止隐私泄露。同时，要进一步规范家用摄像头市场，让消费者

能够放心选、安心用。多措并举，才能既守护好自己的安全，也不妨碍

他人的生活。

为家用摄像头确定使用边界
湖南常德市 徐 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