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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核心观点

柴米油盐酱醋茶，事无巨细得民心。帮帮团，帮助的是他人，关注的是难
事烦心事，造福的是全社会。

“帮帮团”最暖百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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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唯有创新，才能破解发展征程上的新问题，获得开新局的动力，最终实现高质量
发展大突破。

由铸剑大师的感慨说开去

以劳动教育树时代新人

核心观点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适当地对孩子
进行一些劳动教育和劳动实践，让他们
学会劳动、经历磨炼，对他们的成长是有
利无弊的。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在国内，《英雄联盟》LPL联赛最高荣誉奖
杯叫银龙杯。夺得今年的银龙杯后，EDG进军
全球总决赛，并一举夺冠。而银龙杯今年 9月
在龙泉重铸，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沈广隆剑铺第四代传人
沈新培铸造。

对 EDG再夺冠，沈新培感慨，冠军之路就
像铸剑，不仅需要千锤百炼，更要打破以往的
功劳簿，不断突破和超越自己。正是因为千锤
百炼，在一次次的重复和实践中，从平常走向
出彩，最终锤炼出一片美好的天地。

铸剑便是例证。沈新培制作的玄武剑，费
时 6个月，手工折叠锻打至 6000层，如此才能
既让细化钢质颗粒结构严密，又能使剑体坚韧
锋利无比。“龙泉宝剑的制作要经过炼、锻、铲、
锉、刻花、嵌铜、冷锻、淬火、磨光等 28道工序，
通过反复折叠锻打方才制成一把宝剑。”沈新
培说。

EDG夺冠亦是。能赢得冠军，需要实力。
队伍每天高强度开会、复盘总结队伍的问题，
EDG选手有段时间每天训练到凌晨 3点。显
然，正是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最终强化了实力，
为他们夺冠奠定了基础。

由此想到共同富裕。如今，丽水正全力打
造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做好这项工
作，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断提升自己方方
面面的能力，从而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方方

面面问题。能力如何提升，就得像铸剑一样，
像 EDG战队一样，千锤百炼，锤炼自己的观念
思维，锤炼自己的实干水平，唯有如此，共同富
裕的目标才能更好地变成现实。

更需要重视不断突破。不破不立。只有
不断突破，突破自己的瓶颈，突破已有的成就，
才能提供更强的推动力，实现新的飞跃。

沈新培前后带徒 60多名。他常常拿自己
的经验告诫儿辈们：“只有注重自身的文化涵
养，才能让宝剑沾染上文化气息。就如造剑的
必备工序——淬火，必须经历水火交融，接受
各种人文环境的熏陶，才能成功。”不断提升自
己的文化涵养就是一种突破。只有突破自己，
才能实现铸剑的突破，龙泉剑才能走向未来。

银龙杯代表着很多选手和观众的回忆，此
次官方将银龙杯砸碎重铸，并且融入一些老选
手贡献出来的物件，熔炼成一座新的奖杯，代
表着 LPL联赛进入新时代。这是对过去成就
的打破。这种打破对参赛战队来说是一种激
励。激励他们从过去的成就中走出来，走向更
新的高峰。

而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丽水也需
要这样的突破。突破已有成绩，突破自身的局
限。我们常常说到创新，创新思路，创新举措，
创新制度，创新也是一种突破。唯有如此，才
能破解发展征程上的新问题，获得开新局的动
力，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大突破。

千锤百炼，不断突破。愿我们都能将此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 市直 一言

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劳动教育
是成长成才的题中之义。

日前，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印
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要把劳
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
各学段，积极探索具有先行示范作用和浙江
辨识度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模式，全面构建
以学校为主导、家庭为基础、社会为依托的开
放协同的新时代浙江劳动教育体系，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良好的劳动习
惯，全面提高学生劳动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
《孟子》中就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
谷熟而民人育”的记载。勤劳创业、耕读传家
是中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劳”与“学”在历史
上从未分离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
儿童劳动教育应谋求手脑相长。长期以来，
劳动教育融入改造自然、创造历史、发展自我
的过程中，发挥了兴国利民的重要作用。

应该看到，近年来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
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
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
视。一些学校没有开设专门的劳动教育课或
劳动实践课，有的学校即使开设了，也没有很
好地去认真抓细抓实。而作为家长在孩子成
长过程中，偏重于抓孩子的文化课，却忽视了
对孩子的劳动教育。从小到大，有的父母对
孩子过于溺爱，使孩子养成了“饭来张口、衣
来伸手”的坏习惯。

凡属教育，关键在人。对于孩子们来说，
不是天生就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要从
一开始不会做到会做，需要从小开始不断引
导和培养。如果家长从来不去教孩子怎么去
做，那孩子就永远也学不会。除了学校要认
真抓好学生的劳动教育以外，作为家长，在孩
子成长过程中，适当地对孩子进行一些劳动
教育，让他们学会做一些事情、经历一些磨
炼，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利无弊的。

劳动教育直接决定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劳
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
落实《意见》要求，大力开展劳动教育，一方面
要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道理，增强对劳动创造幸福的理性认知和
实践自觉。另一方面，要创造机会和条件、创
新内容和形式，通过丰富多样的劳动实践，教
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劳动观，大力弘扬崇尚劳
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
神。相信，只要这样坚持做下去做到位，就一
定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在劳动中提
升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莲都 林华斌

近日，《丽水日报》瓯江特刊刊出了我市
莲都区大港头镇古堰画乡小镇党群服务中心

“老同志帮帮团”暖人事迹。一群具有 406岁
“团龄”，由 6位退休老同志组成的“帮帮团”，
急群众难事之所急，想群众利益之所想，短短
的两年时间里，发挥好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
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一个能思会辩的大脑、
一副贴心公正的热心肠等“组合功能”，“调万
家事，解百姓忧”，先后调解各类大小纠纷矛
盾 360 余件，在百姓心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分
量。从 100元到 203万元，“帮帮团”解决的是
纠纷，化解的是心结，搭建的是与百姓的“连
心桥”。

百姓生活无小事。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发
生这样或那样的小矛盾、小纠纷，当事人往往
各执一词，自认为占理，不肯低头后退一步，
双方彼此之间充满了埋怨与敌意，由此积淀
下一些恼人的积怨。特别是个别村民，觉得
面子大于天，即使有过错也死不认错，说话做
事“蛮力蛮强”，让原本的小问题升格为互不
退让的“大纠纷”。老同志帮帮团能够聚焦民
事所需挺身而出，发挥余热迎难而上，仅凭这

一点，就在百姓心中获得不低的分值。有了
这样的信任基础，接下去的说情、讲理、谈话
就会更加顺畅，当事双方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随着乡村振兴事业的兴起，各村、各乡镇
实施各种惠民工程，发展各种新产业，改建一
批基础设施，这些事情推进中无疑会牵扯着
千家万户的各种权益，也容易出现工作“死
结”。有些人觉得自己利益受到损害，情绪容
易激动，给沟通增加了不少阻力。这样的局
面，需要我们探索出更多更实更有效的工作
方式。

柴米油盐酱醋茶，事无巨细得民心。帮
帮团，帮助的是他人，关注的是难事烦心事，
造福的是全社会，做基层群众工作需要一个
特殊的沟通桥梁，由德高望重的老人组建的
帮帮团，正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建立在
彼此信任基础上的有效沟通，就是成功的一
半。我们不妨把这样的好经验继续推广开
来，每个乡镇都组建一个这样具有广泛群众
基础的“帮帮团”，让一些人群及时传递出自
己的声音，用亲情与关爱彻底化解心结，将

“对峙”一个个抚平，创建起一个其乐融融的
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