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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40 年书写的壮丽史诗
市直 一言

� � � �岁月不惑，春秋正隆。 当新时代
的列车向着既定目标进发之时，我们
迎来了改革开放 40 周年。

时序轮替中，始终不变的是奋进
者的身姿；历史坐标上，始终清晰的是
改革者的脚印。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
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
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
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
越。40 年众志成城，40 年砥砺奋进，40
年春风化雨，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
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40 年
间，国内生产总值从 3600 多亿元增长

到 80 多万亿元， 稳居世界第二；7 亿
多人摆脱贫困， 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
过 7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
过 22 倍，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近 9 岁；
城乡面貌脱胎换骨， 从泥墙土路的贫
苦农村和百废待兴的破烂城市， 到如
今小桥流水绿水青山的美丽乡村和鳞
次栉比绚丽繁华的现代都市。 吃饱穿
暖曾经是人民的头等大事， 如今人人
要约束自己少吃多动， 更不用说精神
的极大独立、思想的极大自由了。

从 40 年来的改革开放伟大历程
看，发展因何赋能纾困，创新何以积

厚成势，活力怎样源流泉涌，答案可能
多种多样，但一个最不能忽视的“托举
力” 就是， 中国坚持兑现了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 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
中国，“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
的例子 ”； 改革开放也深刻影响了世
界，“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未曾感受到
它的影响”。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一定
能够成功？ 那是因为中国人笃信“社会
主义是干出来的”这样的实干哲学，注
重 “一分部署 ，九分落实 ”这样的效果
导向，崇尚“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这样
的改革担当。 在中国的改革辞典里，勇

毅笃行始终是攻坚克难的法宝。
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命运的十字

路口———从内部看，发展起来的问题一
点也不比没有发展起来时少，有利条件
和不利因素并存，令人既有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的期待，也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的焦灼。从外部看，“中国崩溃论”“中国
威胁论”轮番上阵，“棒杀”“捧杀”左右
开弓。 种种新命题，让当前的改革开放
承载着更加厚重的期盼。这份时代的答
卷看似难解 ， 但答案或许就藏在过去
40 年的时光里。 在温故中知新，我们才
能写好伟大变革的又一章。

致敬农村改革开放
松阳 胡琳玉

� � � � 1978 年， 中国农村率先掀起了改革开放的
巨幕， 斗志昂扬的中国农民用粗糙而勤劳的双
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奋斗与拼搏。 中国农村
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波又一波惠农
政策的春风吹进乡村 ：废除了延绵千年的农业
税 ，推动了二元交融的城乡一体化 ，落实了日
新月异的美丽乡村建设 ，实施了国富民安的乡
村振兴战略。

40 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精湛的手艺
雕刻改革的年轮， 将幸福感注入历史时光里，反
映在农民衣食住行的一点一滴上。 40 年前，农民
们的衣服打满补丁，单调乏味，而如今的服饰琳
琅满目 ，舒适时尚 ；40 年前 ，农民只有逢年过节
才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饭，而如今村村户户的餐
桌上都可以四菜一汤；40 年前，农民们只能住着
阴暗低矮的泥巴房，而如今敞亮舒适的小洋房就
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40 年前，农民们把拥有
一辆自行车当作是遥远的梦想，而如今村里的小
汽车各色各样。 在万象更新的农村，日子蒸蒸日
上，幼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 中国农村的
巨变是一步一个扎实有力的脚印开创的崭新篇
章，是 40 周年的坚持 ，是 40 周年的定力 ，是 40
周年的辉煌。

春风吹过大地厚实的土壤，农村不再是我们
认为的贫困萧条的地方。 在新时代，乡村行人如
织如梭， 新一代农民守着原生态的田园风光，看
着原真的田园乡村风情，体悟着原味古朴沧桑的
历史感。 今后，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有理想情
怀，有乡愁情结，有原真风情的人才回到让人魂
牵梦绕的乡村，寻找乡愁，在层层叠叠的老屋中
回归本真，寻找最初的自己，乡村成为了他们施
展才华的地方。 中国农村 40 周年的砥砺前行之
途，说不尽，道不完，那就将我们的希望和梦想转
化成今后中国农村继续奋力飞翔的力量。

羞于反抗，才是最丑
遂昌 唐诗奕

� � � � 据晚报报道， 景宁红星派出所接到
了一起关于家暴的案子。 受害人雷女士
遭受到丈夫家暴之后，到派出所报警，却
被亲戚劝说 “家丑不可外扬 ”后放弃了 。
好在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 雷女士还是
选择了报警。 “家丑不可外扬”看似遮羞，
实际上是纵容犯罪，面对家暴，我们应该
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据人民网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 ，在
我国， 每年有 15.7 万名女性自杀， 其中
60%是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的； 平均每 7.4
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的殴打； 受家
暴的女性平均在被虐待 35 次后才会报
警。 俗话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两个
人之间有矛盾是很正常的， 但任何矛盾
都不能用暴力去 “协商 ”，也不能光靠容
忍去解决。 自己的宽容与忍耐也许在对
方的眼里只是无能和懦弱， 施暴者非但
不会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

有人说， 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
家，夫妻之间打架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这
看似能营造出一种完整家庭的假象 ，但

实际上欺骗不了孩子，更容易在施暴的过程
中让孩子的心理产生阴影。笔者以前听到过
一个故事，说的是兄弟三人从小生活在父亲
常年暴打母亲的家庭环境里，老大觉得男人
打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他长大后也成了
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老二觉得母亲实在是
太可怜了，无论怎么做都要被责怪，而且结
婚意味着将来会有无休止的矛盾发生，于是
从小到大都很没自信，最后成了一个不婚主
义者； 老三虽然不像老大一样有暴力倾向，
也比老二更有自信，但他对婚姻的本质以及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始终存在着满满的疑虑。
都说家庭是孩子最好的教育场地，如果一个
家庭天天发生无休止的争吵与暴力，在这种
环境下生活的孩子，三观一定会受到不良影
响。

所以，在自己遭受暴力时 ，无论施暴者
是谁，都不能够选择容忍。对家庭暴力说不，
用实际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既是在
维护自己不受侵犯，更是在保护孩子不受伤
害。 家暴虽然是家丑，但绝对没有所谓的不
可外扬。 羞于反抗，才是最丑。

十五秒
15 秒传递喜怒悲欢 ，人

与人之间多了 “视 ” 连接 。
2018 年 ，各类短视频平台大
量涌现，玩法不断翻新，短视
频站上“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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