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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直 郑雳

近日，在第二届“才聚莲都”高层次
人才与科技项目对接交流会上，播放了
袁隆平院士寄语丽水示范基地再接再
厉的视频，并进行国家水稻分子育种中
心丽水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签约。丽水
成为育种基地，要借这股东风，进一步
加强与袁隆平团队的联系，从而推动丽
水农业的深入发展，打造更为美丽的智
慧乡村。

发展丽水农业，就要做到科技先
行。丽水位处山区，耕地不足，要想发
展农业，就必须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
路，依靠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以色
列之所以能在沙漠之中种出万亩良田，
靠的就是一系列高科技的应用，例如精
准滴灌技术、海水淡化技术等。要进一
步发挥科技的作用，下大力气打造成体
系的智慧农业系统，用互联网技术改造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实现生产资源的优
化配置，做到精准管理、生产高效、全程
智控，用科学技术为农业转型插上“翅
膀”，让丽水农业成为最有科技含量的
先进产业。

发展丽水农业，还要培养一批现代
农业人才。现代农业不再是农民面朝
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更
多的需要懂得农业技术、专业经营、数
字化管理、互联网营销的复合型人才，
也即新型职业农民。只有从农业中获
得足够收入与尊严，农民才有可能成为
吸引天下英才加入的“香饽饽”职业，才
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归乡村，成为乡村
振兴的主力军。这就需要政府、社会、
市场的三方合力，通过提供政策扶持、
培训机会、典型引领、效益刺激，转变人
们的思想观念。

发展丽水农业，更要进一步打响品
牌。近些年来，丽水打造“丽水山耕”农
业品牌，涵盖了菌、茶、果、蔬、药、畜牧、
油茶、笋竹和渔业等九大产业农产品，
产品累计销售额达 123.22 亿元。要深
挖“丽水山耕”品牌价值，严把质量关，
在全国层面切实提升“丽水山耕”的影
响力，打出丽水生态农产品的金字招
牌，让消费者信得过、愿意买，以品牌带
动产业发展、以产业深化品牌效应，从
而开辟出丽水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发展丽水农业
打造美丽乡村

□ 庆元 吴永飞

日前，笔者父母在闽北某县汽车站搭乘客
车返回老家时，因未使用智能手机无法出示健
康码，险些车票作废滞留当地，在多方关照下，
最终才得以上车。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反而给
不少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全国数以亿计
的老年人，因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看病、出行受
阻比比皆是。智能化、数字化生活成了不少老
年人面对的现实与挑战。

无法出示健康码，是埋怨古稀老人不使用
智能手机，还是有关部门或企业也该反思，工业
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是否应该等等这些年
迈的老人？

近来，一些媒体也开始聚焦关注这一话
题。笔者以为，政府要责成相关部门深入研究
并积极探索解决老年人在智能技术中遇到的困
难与破解路径，提高涉老智能产品的适老性，帮
助老年人学习智能手机、信息平台等新技术，克
服不会用、不敢用、不能用智能技术的困难。

据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0年 3月，
全国网民规模超过 9亿，但 60岁及以上网民占
比仅为 6.7%。这意味着，有众多的老年人未能

享受信息化快速发展带来的便捷红利。加之疫
情防控期间信息技术的普及，让老年人感受到
的不便更加凸显。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已要求职能部门在政
务服务、就医、出行等等领域开设人工窗口、老
年人专用通道，让那些无法使用智能设备的老
年人也能办理相关业务。在政务服务等领域运
用智能信息技术时，坚持适老化原则，避免给老
年人增加负担。

为老年人提供便利服务和相关培训，是政
府走进新时代展现新作为的基本要求，更是一
切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使命担当与朴素初心。

信息化时代要为老年人留一扇窗口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上周，本报刊发报道《儿媳热衷“买买买”，
婆婆有些看不惯》，引发了广泛关注，《钱江晚
报》《潇湘晨报》《杭州日报》《温州都市报》等媒
体纷纷头条转发了这篇文章，同样引起多地网
友的广泛讨论。在一片争论声中，消费观一词
逐渐成了关注的焦点。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消费观上，似乎
是很难统一的，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向正确的
观念靠拢。中国人讲究中庸，中庸不是贬义词，
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不偏不倚，刚刚好。正
确的消费观就是刚好处于这样的状态，不落后
也不激进。这样的消费观不但对自己有益，对
社会也有益，两者兼顾，两方面益处都达到最大
化。

在本报报道引发的争论中，要节约不要浪
费成为主流消费观念。为什么要节约不要浪
费？因为节约不浪费是对资源以及劳动的尊
重，更是对自己和社会的尊重。或曰，节约限制
了消费，对经济发展不利。比如到酒店吃饭，我
多点几个菜，虽然最后剩下了一大堆，但我花钱
了，对酒店来说也多挣了钱，有何不好？实际
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一浪费，就影响了菜的价

值的实现，从宏观上看，就影响了发展。再一
个，你花了冤枉钱，对自己也不利。显然，要节
约不要浪费，是正确的消费观，有了这种观念，
节约不浪费才会被付诸行动，最终，真正使物尽
所用，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益。

在家庭中，当出现不同消费观念冲突时，冲
突各方要多反省。消费观从宏观上相对容易达
成一致，在具体事件上，就很困难，这是因为，消
费观受时代地域个人情况等等因素制约，而这
些因素往往并不相同。比如对于要节约，大多
数人都认可，对何为节约，不同人就有不同标
准，于是，冲突难以避免。怎么办？多反省，这
样，就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就不容易固执己
见，如此，就可以解决观念冲突，维护家庭和谐。

对于《儿媳热衷“买买买”，婆婆有些看不
惯》一事，有人就认为买一百多双鞋没什么，有
人认为太浪费。这是各种因素导致的，很正
常。婆媳之间都有自己的标准，对是否节约与
浪费看法不同也很正常。关键是要多反省自
身，作为儿媳，多反省，就会发现自己也许真的
有点浪费，作为婆婆，多反省，就会发现自己有
点苛求。发现问题，彼此理解就有希望，一方少
买点，或者不把鞋子放在外面刺激人，一方则不
再揪着不放，也许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我观“消费观”

核心观点

在家庭中，当出现不同消费观念冲突时，冲突各方要多反省，如
此，就可以解决观念冲突，维护家庭和谐。

核心观点

现代农业更多的需要懂得农业
技术、专业经营、数字化管理、互联
网营销的复合型人才，要做到科技
先行，更要进一步打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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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为老年人提供便利服务和相关培训，是政府走进新时代展现新
作为的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