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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 声 ]

编辑同志：
暑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每年这个季节，不少放

暑假的中小学生喜欢结伴下河游泳，由此引发的溺水
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幸和痛苦。
因此，中小学生暑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在我国，溺水被称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
杀手”。据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
5.7 万人溺亡，其中少年儿童占了 56%，相当于平均每
天有 88个孩子因溺水不幸离去。

在农村，虽然学校不断宣传禁止下河游泳，但青少
年溺亡事件仍有发生。主要原因是青少年以及家长在
安全方面意识薄弱，家长对孩子监管不力。中小学生
虽在学校接受过防范溺水教育，但还是禁不住“诱惑”，
常常背着家人，下河戏水、游泳。看到其他小伙伴在水

里玩得开心，忘了自己不会游泳，盲目下水，导致溺水
事件频发。

笔者认为，应加强中小学生游泳和自救能力培训，
各乡镇派出所民警应深入学校，对中小学生进行安全
知识宣传，着重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培训，对辖区危险
水域设立醒目标识或警示牌。中小学校除了课堂宣传
外，在暑期里，班主任老师应每天在家长群里宣传防溺
水知识，提高家长和学生的安全意识，引导孩子选择有
安全措施的正规游泳池，不到野外水塘、水库、河道、未
开放的人工湖等危险水域游泳，更不要独自一人外出
游泳。同时，掌握并普及心肺复苏急救法，不断提高家
长和学生的防范意识，社会各界应当形成合力，共同为
中小学生筑起安全防护网。

读者 南晓文

暑期应防青少年溺水事件发生

编辑同志：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记录

着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城
市是一座沟通的桥梁，串联着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城市是时
代的缩影，接受着高歌猛进的信
息时代洗礼。心中的城是以人为
本的城，是百姓的城。

将信息科技转化为城市发展
动力，让人民生活更便利。科学
技术与城市的智慧发展密不可
分，无论是短视频传播助力打造

“网红城市”，还是智能交通普及
让人们生活更加便利，毋庸置疑
的是当今信息科技已成为城市发
展的最大变量。为此，要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这把“星星之火”，点
燃城市发展的“新引擎”，让每个
人都可以迸发新活力。

将绿色底色贯穿于城市发
展路径，让人民生活有空间。绿
地和空间是城市发展进程中必
不可少的要素。绿地美化人居
环境，助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
城市；空间促进情感交流，丰富
百姓的精神文明生活，营造和谐
稳定的城市氛围。这些规划设
计体现出城市发展不仅仅只是塑造和推广城市形象，
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正因如此，更
应该将绿色和空间贯穿于城市发展之中，多给城市“留
空白”，打造“百姓的城”。

将历史文化确定为城市发展基因，让人民生活有记
忆。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内在气质和根本价值追求，是内
化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形的记忆，更是城市生命的体
现。例如打造原生态民俗文化和人文景观，体现了乡村
淳朴民风和本地特色文化;改造旧城，修缮历史文化建
筑，留住了城市的根与魂。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记
忆，正是历史文化构成了城市的发展基因，书写了城市的
发展进程，留住了城市居民的乡愁。

心中的“城”代表着以人为本，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大
势，唯有锚定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才能推动城市发展行
稳致远，社会安定有序。

读者 齐欣洁 李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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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近 日 ，高 考 成 绩 揭 晓 。 高 分 者 欣 喜 ，

落第者黯然。过二本线者，抱怨差几分未
上 一 本 ，上 一 本 线 者 哀 叹 未 进 入 高 分 行
列，与名校失之交臂。

有父母怨孩子不争气，轻则斥责，重则
动手；有孩子羞愧，离家出走，寻死觅活。

我是老师，每年此时最忙活。有亲朋好
友带孩子来诉说冤屈的，有学生来咨询志愿
填报的，当然，也有打听下学期补习政策的。

碰到没考好，悲伤激愤的家长、孩子，我
总是询问孩子的平时学习情况和内心打算，
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劝说———爱学
习，考试失误，还想再读有更高追求的，我会
鼓励孩子补习，来年下决心，家长多支持；遇
到学习不上心者，我会建议择一兴趣专业，
上个高职或二本学校，也是出路。三十六
行，行行出状元，不要总和人比。

不 管 考 得 怎 么 样 ，只 要 尽 力 了 就 好 。
哪怕高职或者二本，也要高高兴兴，全家和
睦，其乐融融。毕竟，上大学是人生的一个
起点，不是终点。

见多了高考时上名校，但在大学里浮躁
瞎混，最后人生暗淡的；也有上了一般的大
学，知耻而后勇发愤图强，后来大有作为的。

人生道路不是可一眼望穿的玻璃栈道，
高考成绩也不是通向天堂或地狱的闸门。

不 要 懊 恼 ，不 要 沮 丧 ，更 不 要 只 看 一
时。把眼光放远，把人生视野加大，不要自怨自艾，更不要怨天尤人。

知足常乐，不强求，不埋怨，不幻想，永远乐观、奋斗，实实在在做
人，踏踏实实做事，一切都会好的。

读者 陈世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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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6 月

中旬以来，丹凤县龙驹寨街办公共卫生办公室组织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团队对辖区内患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结核病人群进行
了慢病入户随访活动，为群众提供零距离服务。

在入户随访中，家庭签约医生详细了解了患者病情及用药情况，
指导他们正确用药、合理膳食、适当运动；并免费为患者测量血压、血
糖、身高、体重等。同时耐心细致地向患者及家属宣传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内容，发放相关宣传资料，让群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惠民政策，提高了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认识，增强了签约居民的归属感，使医患关系更加温馨和谐。通过入
户随访活动，对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有效防止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起到了积极作用。

读者 刘春荣 刘 惠

健康送上门 服务暖人心

编辑同志：
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有的打工者在

谈到自己的打工经历时，言语中往往有一种
无奈、不甘、辛酸、忧伤、无所谓、得过且过等
不好的情绪。我认为，“打工”这个词，今后
最好不要再使用，建议用“工作”这个词来替
代。“打工”表面上看，似乎是在给别人干活，
其实，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为自己
打工，为自己的生活打拼。为了自身生存、
发展、成长、进步，为了自身人生价值的实
现，为了自己理想的达成而不懈奋斗。“打工
者”的心理应该摒弃。

要转变观念，树立“主人翁”意识。一个
人不管在哪里工作、不要认为自己是在给别
人打工。要认识到，你是在给自己打工。为
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为自己的“德能

勤绩廉”，为自己的精神富足打工。你的观
念一变，心态就会改变；心态一变，你的精气
神就会随之而来。你再换位思考一下，站在
领导、老板的角度想想问题，你的工作动力
就会倍增，工作热情就会高涨，工作效率就
会大幅度提升。

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一个人不管干
什么事，只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就会无往
而不胜。一个人干工作、干事情，只要用心
就一定能干好。如果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
天钟”的心态，那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什么
事情都不可能干好。

目光要长远。不要拘泥于一时半会儿
的利益得失，眼界要开阔，目光要长远，要多
想想未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要稳扎
稳打，务实肯干。不要着眼于小利小惠，而

失去未来的辉煌。
要积极进取，自我加压，追求上进。“积

极的态度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消极的
态度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我们要像
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熠熠生辉，扫除一切阴
霾和消沉。而不要畏畏缩缩、战战兢兢，不
敢说话、不敢干事、不敢担当，不敢作为。

要有团队意识。一个企业或者组织的
发展进步，要靠整个组织系统来赚钱、来发
展，而不能靠三五个人的单打独斗，更不可
能靠某一个人的个人英雄主义。因此，一
个人在一个单位，必须要有团队精神，同志
之间互帮互学，互相提携，共同干事，共同
成长进步。

要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企业或者组
织，和一个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勤俭节

约，严格控制生产成本，控制工艺流程，控制
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经济效益。
个人在组织里，要立足岗位，爱岗敬业，爱护
机器设备，爱护劳动工具，节约原材料，节约
油电气，充分创造利润和价值。

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树立“活
到老学到老”“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理念，
主 动 学 习 ，乐 于 学 习 ，善 于 学 习 ，苦 于 学
习，做到日清日高，天天进步，年年发展，
成就个人和组织。

总之，我认为，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目
前，“打工者”的心理要彻底摒弃。一个人不
管从事什么职业，职位或高或低，其实都是
在为自己打工，为自己的人生打拼，幸福都
是奋斗出来的!

读者 和永全

应 摒 弃“ 打 工 者 ”心 理

近日，针对县域内降水量偏少、农田土壤失墒严重、旱情持续蔓延的局面，洛南县阳光村镇银行及时组织开展
“金融助力抗旱保苗”活动。该行主动与辖区内粮食、经济作物种植大户对接，对遭受严重旱情的地区和客户，提
供人力、物力、财力扶持，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受到群众广泛称赞。 （本报通讯员 杨开让 摄）

编辑同志：
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有一种人是“差不多”先生。

他们在工作或者做事时，往往不能严格执行各项工作程
序、工艺标准和安全卡控措施，也缺乏明确的程序和目
标，凡事都以为只要做到“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听起
来和正常的标准相差不远，但实际上由于缺乏明确的目
标和标准化、规范化的指导，很容易造成工作中的误差，
使工作质量受到一定影响，并容易造成众多事故隐患，甚
至产生严重后果。

“差不多”的想法和行为，是企业发展和生产中的“毒
瘤”，要坚决予以革除。一个人拥有“差不多”的想法，往
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企业中的每个职工，都觉得
差不多，那么这个错误就会不断放大，从而变得不可收
拾。因此，在企业管理和所有工作中，一定要有规范，有
标准，各项工作要尽量做到数据化。这样才能明确各岗
位工种的工作量、工作效率、工作效果、工作的方式及所
要达到的目标。在工作和社会实践中，针对“差不多”现
象，治理的最好办法是，凡事都要规范化、表格化、模板
化，其实质就是标准化。

表面上看，“差不多”思想的根源，在于员工想要偷
懒，怕多干活、多出力，工作责任心、事业心不强，其实归
根结底就是执行力不强。凡事觉得只要按照大致的方向
和标准完成任务即可，至于工作的方法、工作的进程是不
是完全按照要求并不那么重要；至于完成的工作量，也没
必要非得完全与上级规定的标准吻合，似乎多一点、少一
点、偏一点、差一点，也没有多大关系。对这种“差不多”
现象，要坚决予以杜绝，杜绝的办法就是，打造严格的管
理流程和管理模式，用准确的数据来衡量工作目标和业
绩，不断提高员工的执行力，并据此进行严格奖罚兑现。

在企业管理越来越规范的当下，我们要让“差不多”
先生无路可走。同时，也要大力弘扬“干一行、爱一行、专
一行、精一行，务实肯干、坚持不懈、精雕细琢”的“工匠精
神”，促进企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读者 和永全

不当“差不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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