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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伤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 向贤彪

有些伤痛，不管时间过去多久，都会一直

烙印在我们心中，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历史的

真相都永远警醒和启示后人。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7 周年，也是

国家公祭日设立 10 周年。每年的 12 月 13 日，历

史都会传来低沉的叹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洒

泪祭奠那些惨死的同胞。14 亿中国人民共同背

负着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穿越悠长的岁月，

让大屠杀从个体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

87 年前，日寇在南京城肆意杀戮，无恶不

作，罪行令人发指。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生

平第一次参观南京大屠杀照片展，首先的感觉

就是眩晕。当人们直面这些突破人类底线的罪

行，惊悚、恐惧、悲悯的情绪交加，往往难以

抑制。87 年过去，生命永逝难追，但一个走向

复兴的民族，不能忘记那些曾经受过的苦难。

从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 《南京条

约》，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从中日甲午战

争后签订 《马关条约》，到 1937 年南京城破后

30 万同胞惨遭屠戮……中华民族蒙受了太多的

屈辱，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但这个民

族永不屈服，以百折不挠的英勇抗争，迎来了

浴火重生的涅槃。于是，便有了一个个记录苦

难与辉煌的纪念日：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纪 念 日 ， 9 月 18 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纪念日，9 月 30 日烈士纪念

日，12 月 13 日国家公祭日……每一个纪念日，

都 是 一 段 历 史 的 刻 度 ， 都 是 一 部 厚 重 的 教 科

书 ， 启 示 我 们 勿 忘 苦 难 、 珍 爱 和 平 ， 以 史 为

鉴、开创未来。

鉴往知来，向史而新，我们要保持居安思

危的忧患意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为什么国歌

里的这句歌词总能让人热泪盈眶，不仅因为它

是国人奋起抗争的呐喊，还因为它让我们想起

了忘战必危的历史教训。时下，我们并不是生

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

国度。然而，和平一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敌

对势力无时无刻不在窥视我们，企图打断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

的认识、强烈的警惕。前人肇始，后继不衰。

以国家的名义祭奠死难同胞、缅怀革命先烈，

正是为了引导人们强化“安而不忘危，存而不

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从昔日苦难

中汲取教训，从历史中寻找智慧，汇聚磅礴的

精神力量，共同铸就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厚植“家国天下”的爱国情怀。曾有人提

出计算一个国家国力的公式：军事力量、经济

力量、人口、面积等加起来的“物质国力”，再

乘以“精神国力”。可见，一个民族的精神何其

重要。中国人民以贫弱的物质国力战胜日本侵

略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精神国力”得以极大迸发。从前线浴血奋战的

广大官兵，到后方踊跃支前的人民群众，大家

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形成陷敌于汪洋大海的

战争伟力，终于第一次取得了反抗外敌入侵的

全面胜利。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今天，

面对新的奋斗目标，我们更要注重对“精神国

力”的培育，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个

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

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报国之行，锐意进取，顽强

拼搏，让爱国主义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灿烂的

花朵。

激扬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奋斗始终是高昂的

旋律。无数为国家和民族英勇献身的英烈，就

是 一 面 面 奋 斗 的 旗 帜 ， 永 远 激 励 和 召 唤 着 我

们。“出征尚是少年身，归来已是报国躯。”连

续 10 年，我国以隆重礼仪迎回和安葬 981 位在

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正是对英雄的缅

怀、对精神的礼赞。对英烈最好的祭奠，就是

从 他 们 身 上 汲 取 精 神 力 量 ； 对 英 烈 最 大 的 感

恩，就是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把他们为之

奋斗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了纪念死难同胞

和 革 命 英 烈 ， 为 了 让 和 平 的 阳 光 永 远 照 耀 大

地，我们必须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以

更加坚毅的步伐迈向美好的未来。

树牢“节约就是增产”的意识

近 日 ，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

方案》），提出“牢固树立增产必须节约、节约

就是增产的意识，坚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 、

紧盯不放，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实降

低粮食和食品损耗浪费”。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在任

何时候都是“国之大者”，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数据显示，我国粮食产

量已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今年预计

首 次 超 过 1.4 万 亿 斤 ， 实 现 高 位 增 产 。 与 此 同

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

本国情，粮食损失浪费现象一直存在。对于我

国 14 亿人口来说，粮收万担、五谷丰登，与节

约粮食并不冲突。据 《2023 年中国食物与营养

发展报告》 显示，包括粮食、蔬菜、水果、肉

蛋禽类等在内的食物，2022 年损耗浪费总量达

4.6 亿吨，造成的经济损失 1.88 万亿元，相当于

农业总产值的 22.3%。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节约

就是增产增收，相当于多了一块“无形良田”。

因此，全社会必须把牢反对浪费的思想关，牢

固树立增产必须节约、节约就是增产的意识，

耕好节粮减损的“无形良田”，稳住粮食安全这

块“压舱石”。

“柴堆堆经不住两头抽，青石缸经不住水

眼漏。”从生产到加工，从田间到餐桌，粮食产

业的链条很长，而我国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现

象主要发生在生产和消费环节。看生产，我国

粮食在储藏、运输和加工等环节中，每年损失

量约 700 亿斤，这相当于吉林省一年的粮食产

量。看消费，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商

务宴请、红白喜事等浪费严重，大吃大喝、过

量点餐等不良风气仍然存在。这些现象在客观

上对粮食安全产生了不利影响，也决定了粮食

节约的时效是“永远”。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

增产与减损并行，构筑全链条食物减损体系，

在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供应链管理等方

面协同发力，才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思想认识越透彻，行动落实就越坚决。在

生产环节，我们要通过“低损优良品种+高质量

农机+熟练农机手+适时收获”的方式，努力降

低粮食损耗率，保证颗粒归仓；建设专业化的

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提供专业的清理、干燥 、

储存等服务；推广应用粮食运输新装备，加快

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建设，通过精细化管理

努力减少损失。在消费环节，要持续推进移风

易俗，遏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行为；将粮

食 节 约 和 反 食 品 浪 费 融 入 市 民 公 约 、 村 规 民

约、行业规范，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建设工作内容。

坚持把节约粮食与增产稳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

置，让节约上升为理念、转化为习惯，推动粮

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才

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 一 粥 一 饭 ， 当 思 来 处 不 易 ； 半 丝 半 缕 ，

恒念物力维艰”。尽管捡拾散落麦穗的场景已

经成为记忆，但珍惜粮食的理念不能变。节约

就是增产，既容不得犯糊涂、装糊涂，更离不

开 全 社 会 的 共 同 行 动 。 从 我 做 起 、 从 点 滴 做

起，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我们就能把“大国

粮仓”的根基夯得更实，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

更牢。

■ 丁恒情

前不久，“掉色葱”

的话题引发热议。有网

友 在 用 小 苏 打 洗 葱 后 ，

满 手 都 是 “ 蓝 色 残 留

物”，最终因担心农药残留而将其丢掉。对此，江

西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的 工 作 人 员 表 示 ：“ ‘ 蓝 色 残 留

物’大概率为代森锌或波尔多液，均为毒性很低的

杀菌剂，只需用清水冲洗后即可食用。”及时的科

普，有效化解了公众疑虑。

从对食品安全事故的防范，到治疗重大疾病的

技术；从人工智能对公众就业的影响，到新能源不

断走进千家万户……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越来越

与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公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

日益旺盛。一旦公众对某种现象、问题产生疑虑，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及时进行权威科普就非常有必

要。作为科普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丰富

经验能够帮助公众分辨真假信息，消除误解和恐慌

情绪，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

对社会热点进行及时回应，是开展科普的题中

应 有 之 义 。 面 对 公 众 关 于 食 品 安 全 的 种 种 疑 惑 ，

相 关 方 面 越 早 回 应 ， 回 应 得 越 详 细 ， 效 果 越 好 。

比如，针对网友对“掉色葱”的疑虑，省农科院

的工作人员不仅科学分析了“掉色葱”存在的原

因，还提醒广大市民：在购买香葱时应“一看二

摸”，不要购买“整体偏绿、局部深蓝色、白色的

鳞茎有不均匀分布的蓝色物质、手摸后有蓝色物

质残留”的香葱，不啻于给公众上了一堂普及生

活小知识的网课。

在互联网时代，科普内容不仅要权威准确，方

式也应通俗易懂。当前，很多单位和专家学者利用

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使科普内容更加

贴近公众生活，不仅增强了可读性与互动性，更提

升了科普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展示了科普事业紧跟

时 代 步 伐 、 拥 抱 技 术 变 革 的 决 心 和 智 慧 。 比 如 ，

“深圳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常用图文、漫画、音

视频等形式推送健康科普、卫生行业资讯、医院动

态等内容，既实用又有趣味性，帮助网友轻松阅

读，这样的做法值得各地借鉴。与此同时，我们还

要擦亮眼睛，对于一些打着科普的幌子欺骗群众、

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不仅要及时推出高质量的

科普作品，引导公众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还要依

法惩治，维护公众合法权益。

科普不只传播知识，还能弘扬科学精神，提升

社会治理水平。未来，我们要加强对科普人才的培

养和使用，建立和完善符合公众需求的信息发布制

度、薪酬激励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等，吸引更多科

技人才投身科普事业，为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推动

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及时用科普化解公众疑虑

近 日 ， 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 网 络 视 听 司

连 续 发 布 管 理

提 示 ， 对 于 当

前在中老年题材和所谓“霸总”题材微短剧创

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进行及时提示和规范，

推动微短剧创作持续向上、向善、向美。

“霸总”微短剧看起来跌宕起伏，情节往往

大同小异：要么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年轻人，在

经历各种离奇际遇后摇身一变，成为“富可敌

国”的“霸道总裁”，从“人人瞧不起”变成

“人人膜拜”；要么“高富帅”爱上“灰姑娘”，

以强大的“钞能力”和独有的深情“硬核”追

妻，最终得偿所愿。这些“霸总”微短剧看起

来轻松、解压，甚至能让一些人产生代入感，

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愉悦。但是，在相关微短

剧中，维系世界运转的仿佛只有金钱魔力、情

感 纠 缠 、 家 庭 纠 纷 ， 连 主 角 都 沦 为 了 “ 背 景

板”，只要换一个新名字，就可以演绎下一场

“ 伉 俪 情 深 ”。 雷 同 的 剧 名 、 剧 情 ， 以 及 “ 雷

人”的台词，不仅有哗众取宠之嫌，更迎合了

低级趣味，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和践行。

“霸总”微短剧严重脱离生活实际，传递

了扭曲的价值观，值得警惕。有的“霸总”微

短剧看似“写实”，其实充满了荒诞不经的故

事。比如，为了制造“爽点”，一场重要的商业

谈判，主角三言两语就能够拿下，如同儿戏；

为了推进剧情，一家千万元资产规模的公司说

倒闭就倒闭，完全不符合现实逻辑；等等。当

然，有的“霸总”微短剧不乏主角“奋斗”的

情节，“灰姑娘”可以缺乏基本素养、无视职场

规律，却因为“霸总”一句话，就能从基层跃

升高层。“霸总”微短剧中充斥着一夜成名、一

步登天、不劳而获等剧情，宣扬金钱崇拜、权

力依附、纵情享乐等价值观，很容易带歪“节

奏”，特别是对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

影响，甚至对社会现象产生不正确的认知，危

害不可小觑。

同时，“霸总”微短剧模式化的创作倾向，

也让不少群体无辜“躺枪”。为了刻意制造矛盾

冲突，有的剧本会安排一些反面角色，并给其

贴上标签，使特定人群的形象变得面目可憎。

比如，爱赌的爸，生病的妈，上学的弟弟，还

有 重 男 轻 女 、 贪 财 算 计 、 狠 毒 蛮 横 的 “ 恶 婆

婆”“恶奶奶”，挥金如土、不食人间烟火、意

气用事的“企业家”等。在相关剧情中，每一

类群体的形象都是单一、扁平甚至消极的。然

而，现实生活中，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企业

家不胜枚举，很多创业故事也是百转千回、精

彩纷呈；善良慈爱、智慧豁达、老当益壮的老

年人更是不少，很多人还在发挥余热，用自己

的 劳 动 为 社 会 创 造 价 值 。 以 偏 概 全 的 角 色 设

定 、 模 式 化 的 创 作 倾 向 ， 明 显 有 失 偏 颇 ， 让

“霸总”微短剧的格调显得低俗不堪。

相 关 部 门 加 强 对 微 短 剧 的 管 理 ， 压 缩 数

量、提升质量，不以“霸总”之类的字眼作为

片名“吸睛”、引流，有利于微短剧行业的健康

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文

化需求。微短剧创作者和制作方应积极培育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 尊 重 艺 术 创 作 规

律，贴近生产生活实际，弘扬真善美，贬斥假

丑恶，以更多的正能量剧情，激发观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让微短剧“微”而不弱、

“短”而不浅、“剧”有品质。

莫让“霸总”再“霸屏”
■ 黄仕琼

■ 郭元鹏

——写在国家公祭日设立10周年

制图制图：：王楠王楠

（（王王 楠楠 图图））

近 期 接 连 发 生 几

起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的 极

端 案 件 ， 造 成 重 大 人

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

向 无 辜 者 发 动 暴 力 攻 击 ， 在 任 何 时 候 、

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恶行，应受到法律

的严惩和舆论的谴责。我们不仅要对施暴者

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做到从重从严从快

惩治，有力震慑犯罪，还要加强风险源头防

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机制，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朱慧卿 文/图）

严惩危害
公共安全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