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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强制好评

据《新华日报》报道，近日，海南三亚一风味餐厅被曝不仅服务态

度差、菜品疑似提前做好，还要求游客须先给出五星好评，才能动筷

就餐。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介入调查，目前，涉事餐厅已被责令停

业整顿，商家也向消费者进行了道歉，并按照团购券消费金额的三倍

进行赔偿。 王琪 图

吃个饭、理

个发，结果被摄

像头直播；试衣

间暗藏监控，顾

客换衣毫无隐

私；酒店民宿被

爆出针孔摄像头

偷拍……无处不

在的“眼睛”引发

公众强烈担忧：

当监控触角过度

延伸，安装的界

限又在哪里？

近日，正式

施行的《公共安

全 视 频 图 像 信

息 系 统 管 理 条

例》，首次以行

政 法 规 形 式 为

摄 像 头 安 装 划

定“红线”。新

规 明 确 人 员 密

集场所、交通枢

纽等公共区域可

安装摄像头，旅馆客房、公共浴室

等私密场所则严禁安装。

公共摄像头作为现代社会的

管理利器，对于打击犯罪、加强治

安功不可没。但摄像头“过度安

装”也导致公共场所视频图像信

息被随意收集、泄露、滥用，甚至

滋生黑色产业链。

2024年，公安部破获的非法

监控案中，有犯罪分子通过技术

手段控制18万余个摄像头，场所

涵盖医院、养老院、实验室等，以

“足不出户看世界”为噱头发展付

费会员，令人后背发凉。

本次出台的《条例》明确公共

场所安装摄像头应当为维护公共

安全所必需，不仅限定了安装目

的，杜绝不必要的图像采集设备，

还严格限定了安装主体，避免无

关人员和单位想装就装。这些规

定，既有利于提升公共安全，也有

助于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

摄像头“私搭乱建”的危害不

容小视，严控监控摄像头的安装

边界，就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的安

全边界。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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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报道，北京儿童医院开设的“拒绝上学门诊”，在短

短10个月内接诊近万人次，一号难求。这一现象如同一记警钟，

重重敲在社会各界的心头，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孩子拒绝上学背后

隐藏的诸多问题。

从数据来看，我国儿童心身医学科普通门诊中，大概20%到

30%的患儿存在拒绝上学问题。而初一、高三群体尤为突出，其次

是初三和高一群体。孩子拒绝上学，并非简单的闹脾气，它是多种

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

家庭因素排在首位。许多家长对孩子抱有过高期待，将自己

未实现的梦想强加于孩子身上，把成绩当作衡量孩子的唯一标

准。“考不上名校就完了”这类话语，像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孩

子的心头。据某重点中学调研显示，73%厌学学生的家庭存在“三

重高压”，课余时间被各种辅导班填满，使得学习变成了一场痛苦

的生存竞赛。而在一些家庭中，父母因长期争吵忽视孩子的成长，

孩子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便通过不学习、拒绝上学来吸引

父母的关注。

学校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教学如果不能因材施教，就

会导致部分孩子水土不服。比如，视觉型学习者难以理解纯理论

的讲解，动觉型孩子难以在40分钟的课堂里安安静静地坐着。此

外，校园里的社交关系也可能成为孩子拒绝上学的导火索。校园

欺凌、小团体排挤时有发生，深圳某校心理辅导记录显示，68%的

转学生曾因社交压力产生退学念头，“没人愿意和我玩”背后，是孩

子归属感的缺失。

从孩子自身角度出发，学习能力的断层危机让他们在学习过程

中困难重重，比如数学基础薄弱导致后续跟不上，英语发音障碍引

发畏难情绪等等。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指出，23%的厌学源于知识链

断裂未及时修补。而青春期孩子自我意识觉醒，当他们的价值观与

学校教育产生冲突时，比如反感刻板的标准，就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此外，社会因素也对孩子产生着深刻影响。短视频、网络游戏

的即时快感，与学习的沉浸式满足形成鲜明对比，让孩子产生努力

无用的错觉。武汉青少年研究所调查显示，日均上网超3小时的

学生，厌学概率是普通学生的2.8倍。

面对孩子拒绝上学，家长们往往手足无措，甚至采取一些错误

的方式，比如暴力逼迫孩子返校，结果却适得其反。其实，孩子拒

绝上学，是他们发出的求救信号，全社会都应重视起来。家长要反

思自己的教育方式，给予孩子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关注他们的情感

需求；学校要改进教学方法，避免单一的评价体系，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社交环境；社会也应倡导正确的价值观，

减少不良信息对孩子的侵蚀。

“拒绝上学门诊”的火爆，是对全社会的警示。我们不能只依

赖门诊来解决问题，而是要从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入手，共同为孩

子创造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来源：河南日报

孩子拒绝上学问题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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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多部门联合印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

纲要（2025—2030年）》，首次提出推进营养型农业。

今天，人们对营养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不仅追求

糖类、蛋白质、脂类三大营养平衡，还注重维生素、矿

物质等营养元素的丰富合理。这意味着，我们既要

关注农业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还要关注种类多样和

营养提升，在农业发展中更多体现“营养导向”。

突破口在于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每种农产

品都可以催生营养型农业，比如，研发高叶酸小米属

于品种创新，开发全谷物产品属于加工创新。将科

技创新转化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实现农业营

养价值的全面提升。应完善产学研协同机制，精准

对接市场需求，推动作物育种、加工工艺等环节的迭

代升级，让传统农业向更营养的方向迈进。

深耕营养型农业，离不开人才体系的支撑。如何

开展品种创新以适应越来越高的营养需要？如何让

营养型农业满足多数人的需求？这些问题需要专业

人才寻找答案。应进一步打通“学科链—创新链—产

业链”的人才贯通机制，让懂农业、知营养、善经营的复

合型人才队伍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产业链的延伸，是营养型农业落地的关键一步。

推动农业与食品加工、医疗健康等领域跨界融合，深挖

农产品的营养价值，政府部门应扮演好引导者和服务

者的角色，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市场活力。尤其要注重

打破部门壁垒，让农业、科技、卫生等领域的资源形成

合力，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的机制。

营养型农业不仅是一种现代农业形态，更是一

种农业发展理念。让人民群众吃得更营养，我们在

发展营养型农业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朝着这个目

标在努力前进。 来源：人民日报

农业发展不妨多些“营养导向”
□ 袁媛

人间最美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

节。日前，2025年书香河南建设工作

推进会暨“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而在全省各地，

每年都会开展丰富多样的读书活动，

引导人们在浓郁书香中化解烦恼、滋

养心灵。

读书，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更

是当代人对抗焦虑的自我救赎。知识

和技能，情思和智慧，文明与文化，浓

缩于书籍，静待读书人咀嚼。如今，短

视频平台风起云涌，生成式人工智能

异军突起，许多人习惯了以秒计数的

感官刺激，却渐渐遗忘了与书中那些

先贤圣人对话的感觉。

翻开一卷书，我们似乎能看到，苏

东坡在书肆间驻足，程颢、程颐于书院

中辩理，司马光在烛光下奋笔疾书

……字里乾坤大，书中日月长。真正

的阅读，从来不是信息的搬运，而是思

维淬炼、心灵觉醒。书籍能够给予当

代人的，是破除认知茧房的锐器，更是

重构精神家园的梁椽。

蹉跎莫遗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爱读书，但不能死

读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不断提升眼界、精进思

想，构筑起自己的价值大厦。驻足于嵩阳书院古朴的书案

前，不妨品一品读书三境：初读“见山是山”，得其形；再读

“见山不是山”，悟其神；三读“见山还是山”，通其变。

读书，就是与古往今来的先贤智者对话，在思考中与内

心真我交流。读小说，会领略各种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读

历史，会感慨于个体渺小、世事多变，规律与进程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读哲学，会惊诧于各种斑驳的价值光谱，相互

对立却又自成体系，共同构筑起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

……读书，使我们超越个体经验，感知到、触摸到一个更加

宏伟开阔的世界。

厚重中原，文脉悠长。在南阳，范仲淹写下“七里河边

带月归，百花洲上啸生风”的佳句；在辉县，许衡将治生与治

学熔铸一体……古往今来，在河南这片土地上，书斋的大门

从不闭塞，知识与现实更是紧密相连。近年来，河南高度重

视全民阅读工作，琅琅书声汇聚成中原儿女踔厉奋发的铿

锵足音，学习浪潮涌动中原大地。

晴耕雨读度余年，朝听樵歌暮看船。阅读，始终是人类获

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春天，让我

们以书为舟，载着厚重的黄河文明，驶向浩瀚的星辰大海——

每一本被打开的书，都是漫漫长夜里不灭的灯塔；每一个认真

读书的人，都是文明长河奔涌向前的浪花。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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