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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后浪”的声音，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我省，借助“青年讲给青年听”的方式推进理论宣讲工作，让老百

姓听得懂、听得清、听得进正成为一大特色。日前，浙江省“我最喜爱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青年微宣讲大赛圆满结束，我市

三位选手参加了此次比赛。他们结合丽水发展变化和身边的故事,谈认识、说体会、话实践，用青春的力量宣讲党的创新

理论。本期“党报圆桌会”摘登这三位选手的宣讲稿，与读者共飨。

主持人 郑 委

近日，新华社《全民拍》栏目接到
多个报料：最近没买东西，却收到一
个到付快递，打开快递却发现无非是
几块钱的地摊货，价值远远低于到付
款。这是一种叫盲发快递的常见诈
骗手法。诈骗分子通过不同渠道获

取客户信息后，不需客户下单购买产品就发货，他们
利用到付款和实际货品的价格差获利。这种快递背
后是一条涉及购买个人信息、盲发快递、外包客服的
黑色产业链。

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被不断暴露在电商、外
卖等不同平台，快递面单、系统漏洞、内鬼出卖等，给
不法分子通过盲发快递等方式实施诈骗提供了可乘
之机，让人防不甚防。

据调查，盲发快递的受害者一般收到的是数据
线、沐浴露、指甲剪、毛绒玩具等，单件金额都不大，
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
认为这种诈骗只是小打小闹。据报道，广东的蔡某
等人通过盲发快递，短短两月内成功发出 4000 多件
快递，诈骗金额高达 40 多万元，后来其中一个快递
通过物流发到上海民警手中，让民警意识到这可能
是个骗局，最后顺藤摸瓜将蔡某团伙一网打尽。警
方梳理发现，这种骗局案件有增多趋势。

正因单件快递金额不大，盲发快递骗局更易得
逞。上述报道披露，面对盲发快递，少数人考虑到没
网购会拒签，大部分人却会以为是家人、朋友购买，
或自己下单后忘记，而选择付款签收。当收件人本
人不在时，家人或同事一看到金额不大，就帮忙代收
代付。再就是，也因单次损失不大，维权成本高，受
骗者普遍会自认倒霉，鲜有报案。故这类骗局的得
逞率较高，这也促使不法分子越来越猖狂。

所以，对于盲发快递诈骗，从消费者到快递公
司、电商平台再到相关部门都要足够重视，消除监管
盲区。诈骗无论大小，都在危害民众的财产安全，危
害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要
轻易签收来历不明的“货到付款”快递，不妨立马打
电话给快递单上的寄件人验证，若是空号或假冒他
人寄件，应拒绝签收，若不小心收掉入陷阱，也别自
认倒霉，应第一时间反馈给快递公司或报警。网购
填写收货地址时，建议别填写自己的详细住址，避免
个人居住信息泄露。

而快递公司理当对货到付款快递加强辨别，及
时拦截盲发快递，并严格落实寄件实名制。盲发快
递首先要找快递公司合作，安装快递后台发货系
统。据报道，有的快递公司明知对方从事盲发快
递，也明知发货人和地址都是假的，仍然合作，因为
有提成，当然希望发件越多越好，俨然是盲发快递
骗局的帮凶，理当受到相关部门处罚，承担连带责
任。而电商平台则应通过严打内鬼、修复系统漏
洞、提升技术手段等加强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避
免信息泄露。

相关部门则应从法律规范、行业标准、技术等方
面，持续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建立个人信息保护
机制，提高违法成本，严厉打击不法分子泄露、交易
个人信息的行为。

“盲发快递”骗局多发
监管不能“盲”

何勇海

青年说青年说，，发出发出““后浪后浪””强音强音
党报圆桌会

日前，我市一家
饭店门口张贴了一张
告示，内容大意为，身
无分文的顾客只要向
服务员点一份“单人

套餐”，便可以免费享用，吃完直接走就是。这份冬
日的温暖，除了免费助人外，更多的是一碗饭留给人
的体面。

笔者曾在一本书中读到一则故事，讲的是在寒
冬腊月所有公司商号都停业休息了，但公立小学却
依然正常开课。很多人质疑这做法，学校的答复是
学校停课一天，穷孩子就受一天冻，挨一天饿。又有
人质疑，为什么不让富裕的孩子在家里，让贫穷的孩
子去学校享受暖气和营养午餐。学校的回答是不愿
让那些穷苦的孩子感到他们是在接受救济，因为助
人的最高原则是保持受施者的尊严。尽管看过这则
故事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学校的回答在我每次看到
慈善新闻时常回荡在我耳边，为受助者着想，给受助
者尊严，这是多么高尚的做法啊。

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主持人大肆
渲染受助者的困难，受助者局促不安地接过捐助，完
了之后还得面对镜头表态发言、合影留念，然后登报
上电视等，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唯有受助者内心戚戚
然。还有一些企业和商家，以做慈善为名，凡是捐
助，哪怕只是一点点，也要与捐助者合影，并公开宣
传，恨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丝毫不顾忌受助者的感
受。这些做法虽然可能暂时解决了受助者物质上的
困境，但是对于他们的精神伤害却是难以估量的。

但也有一些捐助给人的温暖却润物无声。一些
大学通过把助学金悄无声息打到学生饭卡里，除了
当事人，其余人并不知道，一些企业捐助活动只是自
己露脸，受助者并不公开亮相……这种设身处地为
他人着想的慈善活动，其良苦用心怎么不令人感佩？

印度小说家普列姆昌德说过一句话：对人来说，
最最重要的东西是尊严。慈善不是施舍，而是关怀
和尊重，让受助者有体面地面对受助，这不仅是大写
的慈善，也是一个有温度社会的重要标尺。

让受助者有尊严的慈善
更温暖人心

郑委

去年刚参加工作的我，在得知要
去的是松阳最偏远的山区时，心里既
忐忑，又期待。忐忑，是因为想象中的
山区学校，恐怕是漏水的屋顶，昏暗的
教室，三两截粉笔，四五个学生，这般
简陋的条件，将来的辛苦不言而喻。
期待的是，我想这何尝不是我大显身
手施展拳脚的机会呢？于是，初为人
师的我，怀揣着山区教师“平凡却伟
大、神圣且光荣”的使命，去学校报到。

到了学校，看到的是整洁的校
园、崭新的操场、明亮的教室、先进
的设备……可以说，县城学校里有
的，这儿几乎都有，我之前的忐忑完
全就是多余。于是，我很快融入了

他们，每天课后和孩子们疯一样地
玩耍，听他们叽叽喳喳地闹腾，仿佛
回到了自己的童年。但这样的状态
很快就被单元测验打破了。我觉得
上课挺顺利，孩子们也挺认真，可批
完的试卷，却给了我当头一棒。紧
接着是第二单元、第三单元、期中考
试……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让我甚至
开始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产生了怀
疑。期中点评后的那天中午，校长
找到了我。没有半句跟成绩有关的
话，而是说起了学校的过往：三年
前，学校里有个明星学生，姓雷。同
学们都管他叫“雷哥”。不是别的，
就因为他天不怕地不怕。上课不
听，作业不做，考试只写名字。老师
们软磨硬泡招数用尽，却只换来“雷
哥”依旧我行我素。和他父母沟通
吧，得到的答复更是简单，不是管不
了就是不管了，你再想多聊几句，他
们就索性说：“老师没事的，反正认
识几个字混个毕业，出来跟我们打
工就好了。”

当 时 听 说 这 件 事 的 老 师 们 都

惊 呆 了 ，这 居 然 是 一 个“00 后 ”孩
子 的 父 母 说 出 来 的 话 。 但 其 实 ，
这就是山区学校不得不面对的困
境 ：教 师 流 动 性 大 ，教 学 质 量 低
下 ，社 会 认 可 度 不 高 。 有 能 力 的
家长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进
城 ，转 到 更 优 质 的 学 校 去 。 剩 下
的 ，大 多 是 留 守 儿 童 。 这 些 从 一
年 级 开 始 就 远 离 父 母 ，寄 宿 在 校
的孩子们，他们的未来，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老师。

从“雷哥”事件之后，学校里的
老师们好像都憋着一股劲儿：农村
学校的孩子们，也应该享受更好的
教育！于是，在明明应该休息的周
末，办公室里坐满了返校的老师。
从教学常规开始，备课笔记如何细
化，课堂教学如何优化，学生沟通如
何深化，每一点每一面，大家有经验
的谈经验，有问题的聊问题。五天
上课，两天学习，老师们用这种集体
备课循环的模式飞快成长着。2017
年的那个夏天，板桥小学从原先的
教学质量垫底一跃升至全县第五

名，“雷哥”也和他的同学们一起顺
利毕业，去往县城读初中。

看着操场上奔跑嬉闹的孩子，
听着校长轻描淡写地诉说学校的逆
袭之路。我知道，在这个夏季蚊虫
肆虐，冬季大雪封山的地方，“坚守”
这两个字做起来有多么不容易。我
也明白，他真正想告诉我的，是既然
为师一任，便努力教化一方。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新时代中
国青年要担当时代责任”。究竟什
么才是我们的时代责任呢？其实就
如鲁迅先生所说：遇见深林，辟成平
地；遇见旷野，栽种树木；遇见沙漠，
开掘井泉。是迎难而上，是挺身而
出，也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自己
的职责。

望着学校背后郁郁葱葱的万亩
竹林，我希望自己也能像郑板桥笔
下的竹子那样，把根深深扎进土壤，
在这青山深处，坚守生命的底色，在
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为板桥
留下一抹生动的翠色！

青山深处的坚守

有这样一句戏言：防火防盗防
记者。这是评价我们记者总是热衷
于打听、探听。没错，我们是爱听爱
讲，因为这对我们太重要了。

听，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动作，但要真正听对、听进、听懂，
却不容易，甚至越来越难。因为我
们处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海量信息每天如潮水一
般向我们涌来。在这样嘈杂的空间
里，我的脑海始终回响习总书记的
一句话：要善于聆听时代的声音。

作为一名记者，必须时刻去倾
听，去甄别，去判断，去定位，什么
才是这个时代最主流的声音。我想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聆听时代的声
音是我们履行使命的前提。但我们
听懂了，如何去回应？这是我们的
第一项使命：记录时代的声音。

我见过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
的女子名叫李招娣。只有小学文化
程度的她，仅凭一己之力，使得全村
村民脱盲。记录下这珍贵时刻的，
是被誉为“中国跟踪摄影第一人”的
原浙江日报记者徐永辉。1957 年 12
月，一个交通闭塞的年代，一个偏僻
至极的小村庄，一间没有电灯的破
屋里，徐永辉举起相机拍下了这触
动他的第一张照片。之后的 60 年
间，徐永辉六访安和，见证这里有了
新建的小学，见证曾经煤油灯下识
字的青年成了专家，见证安和村走
出第一个大学生。

徐永辉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无
数个像安和一样的乡村变迁。从黑
白到彩色，一张张照片定格的大时代
下农家人，正是我们祖国翻天覆地变
化的印记。徐永辉在百废待兴的年
代中听到了发展和变革的强音，在跋
山涉水的艰苦卓绝中记录下祖国进
步的历程，在旷日持久的漫长岁月里
丈量出落后到先进的距离。

记者，记录历史，更要传递价
值。我们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不仅
需要善听，更需要善言，这就是我们
第二项使命：传播时代的声音。

有一个视频想必很多人并不陌
生，视频中的老人名叫朱宗鹤。每
天清晨 7 点半，作为遂昌革命纪念
馆管理员的他，都会准时在馆前升
起五星红旗。没有嘹亮的国歌，没
有旁人的注目，就这样独自一人坚
守了十几年。短片投放之后，人民
日报、央视新闻等媒体接力转发，2

分钟的短片，近一亿次的播放量，话
题登上了微博热搜。老人的这颗从
未改变的初心，这份从不停歇的坚
持，在全国的主题教育中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这样有价值的传
播，是我们在极速更迭的宣传方式
中找到的最动人的一种。

为了讲好故事，我们把自身的
力量投射进改革发展的每一个重要
节点。丽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重要萌发地和先行实
践地，我们励志吹响引领高质量绿
色发展的第一声号角。这就是我们
的第三项使命：引领时代的声音。

今天，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作为一名记者，我们对此有
着无比切身的体会，因为我们就站
在风口浪尖。当更加喧哗的声音向
我们抵达，我们已经准备好在舆论
的阵地领奏这场交响乐，用新的思
维，新的理念，为新时代发声！

为新时代发声

“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
为！”习总书记的这句话鼓舞了广大
职业教育者的心，也成为了我最喜
爱的一句话。

曾经有人告诉我，职高嘛，就是
培养“打工人”的。然而我并不这么
认为，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打工
人”逆流而上跃龙门的故事。这个
故事讲的是一名曾经的职高学生，
通过逆流而上，华丽转身，成为了职
高的名师，成为了果蔬雕刻大师、浙

菜金牌大师、中国烹饪大师、国际烹
饪大师。他叫吴卫杰，二十多年前，
因为偏科，成绩不理想，于是来到了
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就读。在传统
观念里，职高不如普高有前途。吴
卫杰在这里却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点。曾经的他是一名叛逆少年，多
次动过退学回家的念头。但是，就
因为一堂果蔬雕刻专业课，由于老
师的妙手生花，给了少年吴卫杰深
深的震撼。那位烹饪老师姓汤，他
不仅在技艺上让吴卫杰深深折服，
更帮助这名年轻人找到了人生方向
——成为一名果蔬雕刻师！从那天
开始，吴卫杰一直观察、思考、实践，
不断地将丽水优美的自然人文景观
打造成精美的艺术品。

在他斩获各项大奖、荣誉等身
后，许多星级酒店向他抛出了橄榄
枝，但他却拒绝了这些年薪不菲的
工作，选择回到丽水市职业高级中

学。这里是吴卫杰梦想开始的地
方，他打算扎根在这里，像当年汤老
师培养他那样，帮助更多迷途的职
高学生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这十
多年来，吴卫杰的门下出现了雕刻
大师，出现了一方名厨，出现了烹饪
教师，更出现了餐饮界广大兢兢业
业的从业者们。

认识吴卫杰老师前，我一直在
丽水中学任教，这是一所省级重点
普通高中，我们致力于帮助学子金
榜题名。培养出优秀的学子确实
很有价值，但我也发现，在浙江省
依然有超过 40%的学生考不上本科
院 校 。 他 们 的 未 来 又 在 哪 里 呢 ？
他们也许成绩不好，但和曾经的吴
卫 杰 一 样 ，都 有 自 己 的 爱 好 和 特
长，他们需要的，正是高质量的职
业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重视职业教
育，他强调，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

重要支撑，做强实体经济需要大量
技能型人才，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发展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
可为！

是的，职业教育前景广阔。那
个人说的没错，职高，就是培养“打
工人”的。但我们应该重新定义这
个词——“打工”，是带着美好的憧
憬，用努力和汗水去创造未来！在

“十四五”这个重要历史性窗口期，
在丽水加快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
关键期，我们不仅需要高精尖的科
技文化人才，我们也需要技能过硬、
目标远大的“打工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高度
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努力培养
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相信随着我国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职业教育
一定会走得越来越好，一定会涌现
出越来越多的“大国工匠”。

逆流而上跃龙门

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吴前

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 金磊

松阳县板桥畲族乡中心小学 曹辰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