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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麦到小满日夜黄。小满过后，河南8500万亩小麦

从南向北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中原大地再次进入麦

收时间。作为全国小麦第一大省，河南对全国小麦产

量的影响不言而喻。种在地里的是麦子，收到家里才

是粮食。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就能

让“中国碗”盛更多“河南粮”。

“三夏”是全年农业生产承上启下的关键期，也是

保障粮食稳产增产的关键阶段。今年“三夏”时节，复

杂多变的天气状况对夏收、夏种构成了严峻挑战。省

气象部门提醒，部分地区的麦收时间可能与降雨时间

重叠。紧盯关键环节，抢抓重点工作，需要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唯有未雨绸缪、精准施策，才能精准识别风

险、科学应对挑战，确保“三夏”收得下、种得上、管得

住，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

全力夺取夏粮丰收，需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需

要优化管理、减少损耗。今年“三夏”期间，全省计划投入

农机400万台（套）以上，其中联合收割机20万台，设立

400多个跨区接待服务站，全力保障“三夏”生产。截至

目前，全省高速公路547个收费站开通“专用通道”1094

条，全力保障农机运输通行顺畅。麦熟一晌，虎口夺粮。

确保应收尽收、应收快收，就能打好夏收主动仗。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

键。抓好粮食收购，是保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目前，全省可用空仓容

560亿斤左右，准备各类收购设备2.6万台，农发行准备

收购资金500亿元，收购工作已准备就绪，基本做到了

“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将助农之策落得更实，将

利民之事做得更细，就能保障农民丰收又增收，保障粮

食储备管理安全。

春争日，夏争时，一年农时不宜迟。“三夏”生产一

头连着夏粮丰收，一头连着秋粮播种，是夺取粮食全年

丰收的第一场硬仗，也是对党员干部能力作风的一场

大考。截至5月25日，全省已收获小麦2312.4万亩，约

占全省种植面积的27.2%。“三夏”正忙，今年麦收的“大

头”还在后面。坚持夏粮一天不到手、管理一天不放

松，着眼于早、立足于抢，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做足做

好，就能把千斤的“长相”转化为千斤的产量，变“丰收

在望”为“丰收在仓”。 来源：河南日报

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赵志疆

“人艰不拆”“不明觉厉”等

生造词语，对成语、歇后语等造

成冲击；“神马”“童鞋”等谐音

梗，充斥着错字、别字；“绿茶”

“恐龙”等形容词，带有贬义和人

身攻击色彩……近年来，一些网

络黑话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引

发关注。

语言失了分寸，好比脱缰的

野马。当“失范”的语言遇到成

长的孩子，危害更加明显。有的

词语用法混乱，能熟练用烂梗造

句，却对经典文学一无所知。有

的思维简化，习惯了短平快、碎

片化的表达，丧失了用概念和逻

辑进行深层思考的能力。有的

使用带有攻击性的表达，容易与

他人发生矛盾摩擦。网络黑话

割裂文化、侵蚀道德，将传统记

忆篡改成娱乐符号，消解了历史

的严肃性，撕裂了文化认同，容

易带歪青少年的价值观。

从甲骨文到白话文，语言始

终在动态演变。网络黑话是语

言的退化，而非创新；是思考的弱化，而非提升；是经

典的颠覆，而非传承；是价值的扭曲，而非校正。有人

说，语言有自己的新陈代谢，流行一段时间后就无人

问津了。但从目前看，网络黑话的危害仍在蔓延。

从看不懂的“火星文”到不得体的网络黑话，为什

么“好好说话”这么难？语言背后，是社会心理。一方

面，一些青少年认为这是新潮、时髦的体现，用黑话俗

梗的形式“加密通话”，可以筛选朋友，形成群体认

同。另一方面，不少网络黑话带有戏谑和宣泄色彩，

一些孩子借此突破限制、表达情绪或输出意见。

网络黑话的传播也与互联网生态息息相关。打

开短视频，“家人们谁懂啊”等同质化表达随处可见。

在反复的视觉、听觉冲击下，孩子很容易跟风模仿。

一些人为吸引流量，把烂点当看点，不断制造黑话俗

梗，孩子难免受到影响。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开展

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网站平台语言文字不规范、不文

明现象。网站平台也应担起责任，改进算法推荐机

制，加强对主播和博主的培训与引导，为净化语言环

境作出更大贡献。

让孩子“好好说话”，不仅要修筑堤坝，也需做好

示范。家长老师应以身作则，引导孩子区分表达的优

与劣、雅与俗，用正确方式抒发价值诉求。通过文化

浸润，让孩子参与深度阅读、学会批判性思考，找回语

言审美与自我表达的意义，他们才能成长为有思想、

能共情的个体。

语言是思想的外化，多一分则噪、少一分则寂，恰

到好处方能引起共鸣。抵制网络黑话，不是拒绝新的

网络用语，而是拉好文明的缰绳，让青少年在干净的

语言环境中，葆有对文化的敬畏、对文字的尊重。希

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好好说话”，感受文字世界的意蕴

万千、美妙绝伦，亦在语言流动中找寻人类永恒的情

感和智慧。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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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某地夜市摊贩被要求每月上交一条香烟，并被

告知是“统一交给城管”。此事曝光后，相关部门迅速介入，

对涉事人员停职调查，并依法依纪从严从快处理。

零容忍，是整治“微腐败”的必要态度。在基层，类似的

“微腐败”易发多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干部认为吃点、

喝点、拿点不算什么。然而，祸患常积于忽微，不少干部的腐

化堕落就是从一条烟、一顿饭、一瓶酒、一张卡开始的。

零容忍，也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举。进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营商环境是评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潜力、活力的重要指标，影响着资本、人才和技术的流动方

向。就此而言，整治“微腐败”也是“优环境”。从“脸好看、

事难办”的官僚主义，到“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再到违规

干预和插手各类行政许可事项的寻租行为，这些任性之举

无不损害营商环境，必须动真碰硬、严查重惩。优化营商

环境，在抓好典型案件查办的同时，还要完善体制机制。

比如，建立群众投诉问题快速受理、响应、跟踪、办结、反馈

的高效监督机制，让监督的探头延伸到摊位边、市场口。

让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看得见公平、感受到正义，才能引

来并留住“金凤凰”。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让每只滥用权力的手都被捉，

政治生态才会风清气正，营商环境才会不断优化。

来源：新华网

整治“微腐败”也是“优环境”
□鲍南

5月25日发布的《网

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

规指南（征求意见稿）》，

剑指网络交易平台发展

中的热点、痛点、难点，

凸显规范的重要性和及

时性，旨在更好保护平

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权

益、促进平台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

近年来，平台经济重

构了现代商业模式，数千

万网络经营主体、众多灵

活就业人员、9 亿多网络

消费者通过数字平台相

连，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

济活力。然而，繁荣背后

也暗藏隐忧。一些平台

存在收费名目繁多、计算

方法复杂、收费不透明等

问题，困扰着消费者。

平台内经营者是平

台生态的基石，其生存状

况直接影响行业健康。

不合理抽成等收费项目，

屡受诟病。《指南》的重要

意义，在于让阳光照进模糊的灰色地带。明

确平台收费规则公示义务，明确修改规则需

依法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收费规则历史版本

保存时间……多项针对性条款，强化平台收

费公开透明；明确重复收费等八类不合理行

为，为平台列出负面清单，让平台内经营者

对此类问题的维权有据可依。

加强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是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重大部署。立规矩

的目的并非限制平台发展，而是进一步推动

平台收费公平、合法、诚信，引导其回归服务

本质。《指南》鼓励平台“在合法、合理、互惠

互利的范围内采取灵活多样的定价策略，降

低平台内经营者负担”，促进平台和平台内

经营者共同健康发展。

《指南》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平台经济监

管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让网络交易平台

收费行为的监管有章可循。期待未来改进

最终惠及广大消费者，更加透明健康的市场

将带来更丰富的选择与更优质的服务。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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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广网报道，随着高考临近，模拟押题卷市场热度居

高不下，打着“AI 押题”旗号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异常火

爆。专家提醒，押题背后暗藏的都是商业套路。高考的成功

从来不是靠押题能决定的，扎实的知识储备、稳定的心态才

是制胜关键。 王琪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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