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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人
丽水事说

08杂谈·念白勺
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孙清霞 版面设计：朱骋远 编辑电话 2113719

观新闻
“

”洪

核心观点

通过文化丽水的建设，以文化人，为丽水人注入文化养分，最终，丽水人的
生活生产等素养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建设文化丽水的三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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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莲都区人力社保局多措并举，积极行动，通过提供“1311”精准服务，千方
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实现人生梦想。

帮毕业生走稳走好就业路

核心观点

坚持32年义务为家乡出黑板报，在
“板报爷爷”陈立勋眼中就是有意义的
事，是信仰的力量驱动着他前进。

平凡之路不平凡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8月 10日，市委召开文化工作会议，要求深入
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文化建设的重大决策部
署，坚定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启动实施“文兴丽水、
挺进共富”工程，高质量建设新时代文化丽水，为全
市上下坚毅笃行“丽水之干”、永做跨越式高质量发
展道路上奋勇向前的新时代“挺进师”提供不竭精
神动力，为全面建设绿水青山与共同富裕相得益彰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丽水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建设文化丽水是促进人的现代化、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的需要。

文化对人来说，就相当于营养，有了营养，人
才能健康成长。健康成长，换句话说，就是现代
化，全面发展。实现这样的目的，丽水人首先需
要有吸收这些营养的条件，于是，建设文化丽水
势在必行。

当下，丽水正从全国文明城市向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目标迈进。文明典范城市要求，人的文明
要跟上来，也就是说，人的方方面面素质都必须
提到一定高度。怎么办？文化丽水的建设为此
提供了一种助推力。通过文化丽水的建设，以文
化人，为丽水人注入文化养分，最终，丽水人的生
活生产等素养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建设文化丽水是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城市内
涵的需要。

城市好不好，不能光看高楼大厦，不能光看

各种硬件设施，更关键的，还要看软件，这个软件
就包括文化。建设文化丽水，就是要让这个软件
变得硬起来。

这些年，丽水的硬件设施不断进步，高楼大厦、
大型商场，各种体育场馆设施不断完善，从硬件上
看，丽水已经越来越像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在文化
建设上也是花大力气，使我们的城市更趋于完美，
不断提供文化力量，以文化之力为城市发展加油。

建设文化丽水也是助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的需要。

经济社会的发展向来都要借助文化的力量，
通过文化搭台，实现经济社会唱戏。建设文化丽
水，就是让丽水的文化强起来，然后再让文化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些年丽水旅游业的发展
就离不开文化的帮助，通过文旅融合，借文化吸
引游客，最终实现旅游业的发展。再比如，建设
文化丽水，可以为全市上下坚毅笃行“丽水之
干”、永做跨越式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奋勇向前的
新时代“挺进师”提供不竭精神动力，最终，可以
为全面建设绿水青山与共同富裕相得益彰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丽水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以文化人，以文塑城，以文赋能，概而言之，
这是建设新时代文化丽水的三重意义。我们每
个丽水人都应该深刻领会这三重意义，抓住大好
时机，锚定目标，立足自身实际，出谋划策身体力
行，为建设新时代文化丽水而努力奋斗！

□ 市直 一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高校毕业生走向社会
作出人生抉择的头等大事。稳经济大盘，首先得
让求职者能找到工作，有就业才能创造财富、增
加收入，进而带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所以，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关系民生福祉、经济发展和
国家未来。

据报道，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创业，
连日来，莲都区人力社保局多措并举，积极行动，
通过提供“1311”精准服务，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走
上工作岗位，实现人生梦想。其作为体现在：一
方面，落实一对一精准就业服务。将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帮扶作为就业工作的重点，通过电
话、上门、短信等方式，结合毕业生就业意愿、专
业、技能等特点，为高校毕业生提供“1311”就业
服务，即提供 1 次职业指导、3 个适合的岗位信
息、1个培训项目、1个见习机会，开展跟踪帮扶。

另一方面，为广大毕业生提供资金帮扶。包
括社会保险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职业技能培
训补贴等补贴资助，缓解毕业生就业创业压力。
如在外省读书的林浩同学毕业后想回家乡工作，
参加了几次面试，均未成功。工作人员在重点人
群帮扶过程中了解到他的就业情况，向其宣传讲
解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就业见习和职

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政策。得知林浩有意参加就
业见习，结合实际情况，工作人员为他推荐了合
适的见习岗位，目前已在一家广告公司的电商运
营岗位见习。

对于刚刚从学校迈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而
言，不了解企业招聘需求、求职技巧不成熟、自我
认知不清晰等，是找工作路上常见的堵点、难
点。因此，有必要细化就业服务措施，拿出有针
对性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在当下，高校毕业生求
职创业，更加需要得到贴心的关爱和服务。

有鉴于此，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下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
通知》，明确了岗位开发、强化服务、简化程序等
20条政策措施，并要求强化不断线就业服务。

显然，坚持就业优先，以发展促就业，以稳就
业支撑经济加快恢复和平稳发展，是当前的重中
之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一站式服务、不断线就
业服务，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各地各部门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大力度落实稳就业各项
政策的决心和信心。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高校
毕业生能客观看待个人条件和社会需求，从实际
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顺势而为，脚踏实地，
走稳走好迈向社会的第一步。相信，只要踏踏实
实努力，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素质，就一定能搏击
出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

□ 莲都 邹成

近日，中央文明办发布 2022 年第二
季度“中国好人榜”榜单，缙云县双溪口
乡“板报爷爷”陈立勋荣登榜单。他义务
为家乡出黑板报，至今已坚持 32年，已出
板报 611期，是远近闻名的“板报爷爷”。

当下的数字时代，短视频、新闻客户
端、手机抖音等让信息的传递非常方便
快捷，很多年轻人或许已经不知道“黑板
报”为何物？看到陈立勋爷爷的事迹，我
深受感动。1990 年的时候，资讯还很不
发达，黑板报是村民的信息接收站，路过
的人都会看上一看。出黑板报前，陈爷
爷都用放大镜仔细查看报纸内容，特别
关注“三农”相关政策，他揣摩提炼精华，
抄写到本子上，再把本子上的内容誊写
到黑板上。由于年纪大，又受痛风影响，
陈立勋的双手关节已经变形，写字时必
须要用左手托住右手才行。这是一件利
民之举，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黑板报成
了村民的精神食粮，不仅为村里的人打
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还打通了一
条了解国家政策、感受国家从强起来到
富起来的变化。

出一期黑板报，老人家需要花上两天
时间，可他从没想过放弃。32年，611期，
平均每个月一到两期，大到国计民生，小
到村规民约，他一笔一画写出的黑板报，
是农村基层民主的质朴缩影。多年来，因
风雨侵蚀，黑板裂了坏了，陈立勋都自己
掏钱修补。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一项任
务，而且是深入骨髓的热爱，《士兵突击》
里许三多有一句经典台词：“好好活就是
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
好活。”这件平凡的事在陈爷爷眼中就是
有意义的事，是信仰的力量驱动着前进。

当下的我们，是否也有这种信仰。一
些人认为这个时代太快了，竞争太激烈
了，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躺平”。经常
听到一句话：懂得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
好这一生。其实不是道理不正确，而是
你缺少对道理的行动能力。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这是自古以来的箴言，是我们
的行为准则，我们当下的工作，当下的责
任，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深入田间
地头的三农工作者，投入抗疫一线的白
衣天使，为了城市的正常运行，在炎热酷
暑下的户外工作着，在这些平凡的岗位
上造就出不平凡的事迹，他们的付出让
社会更有爱，让城市更有温度，在人与人
之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面对未来，我们唯有坚定我们的初心
使命，做好当下的工作，担当起当下的责
任，学习陈爷爷 32年如一日的坚守，让这
份平凡的执着滴水穿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