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二楼“跳楼”
气垫就在脚底下

近日，长沙一名男子站在
二楼扬言要跳楼，消防员把气
垫充满以后，发现气垫的高度
竟然已经到达男子脚下。

最终，男子在众人的注视
下，从二楼走了下来。

据泉州网

回音：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为方便妻子拍照
他把妻子扛肩头

12月21日是冬至节气，北
京颐和园惊现“金光穿洞”奇
观，现场一度被挤得水泄不通。

一名 56 岁的男子为了方
便妻子在人海中拍照，让妻子
坐在自己肩头，一路扛着妻子
从狭窄的缝隙中穿行，脸上露
出灿烂的微笑。

网友们纷纷点赞：“又相信
爱情了！” 据新华网

回音：实力宠妻！

开车不打架
打也打不过

前段时间，3 名男子在咸
阳高速路口因为车辆通行问题
发生了打斗。其中两名男子被
另一名男子在几秒钟之内接连
KO，倒地不起。

最近，打人男子发布了道
歉视频，称自己作为职业拳手，
不应该动手打人。

昨天，两名被KO的男子也
发布了道歉视频：“大家好，我
是被 5秒KO的男子，他是被 3
秒KO的男子。我们向社会郑重
承诺，不开斗气车。开车不打
架，打也打不过。”

据《西安晚报》

回音：最后一句是亮点！

近年来，“社恐”一词屡屡
进入大众视野，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给自己贴上“社交恐惧症”
的标签。日前，一项针对18岁至
35岁人员的调查显示：40.2%的
年轻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
度的“社恐”；52.7%的人认为，自
己缺乏社交技巧；也有55.6%的
人对自身条件不够自信。

网络时代，社交的用途正
逐渐被替代，能打电话就不见

面，能发微信就不打电话，不想
说话就假装自己不在线。现实
中自称“社恐”的大多数人都不
是真正的“社恐”，尚达不到疾
病的程度，只是想借“社恐”的
由头来自嘲和躲避社交活动。

喜欢独处很好，但也要融
入社会，这才是健康的心理状
态。对于越来越多人出现“社
恐”的现状，社会应给予关注和
反思。

告别“社恐”是一道社会命题
王 琦

会场如何让人“抬头”
汪东旭

参加的会议多了，就会发现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领导在台上
照本宣科念稿子，台下的人都低
头看资料。但如果领导从材料中
走出来，针对当下的重点、难点，
陈述现象、提出问题、分析对策，
听会的干部大多会抬起头来。

开会要有收获，这是基层干
部朴实的愿望，也是一种务实的
作风、实干的精神。但在实际工
作中，会场上的形式主义作风仍

然存在。明明一份通知、一份材
料就可以说清楚的内容，却要把
基层干部集中起来开会，以显示
领导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

会议照本宣科，增加了干部
的时间成本，消磨了干部干事创
业的精力与热情。领导干部如果
能从材料中跳出来，少些照本宣
科，多讲一些让人“抬头”的内
容，基层干部才能明方向、聚共
识、解难题。

离婚冷静期

还有几天时间，新中国
第一部带“典”字的法律——

《民法典》将正式施行。
为了贯彻《民法典》有关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规定，
近日，民政部对婚姻登记程
序进行调整，自 2021年 1月 1

日起施行。
调整后的离婚登记程序

为“申请—受理—冷静期—
审查—登记（发证）”5 个步
骤。与此前相比，离婚程序中
新增了“冷静期”。

据《法治日报》

“剩饭剩菜”藏秘密
【事件】
两个月以来，每天都有一

位捡废品的的老人到青县一家
饭店要一盆“剩菜”吃，饭店老
板娘冮淑杰会给老人在门口设
置一个特别的“餐位”，每天等
老人来就餐。

老人以为他吃的是剩菜，
其实他不知道，他吃的都是老
板娘特意为他新做的菜。

（12月23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Lucy：这样的老板娘，活
该她发财！

@那年好风景：善意的谎
言，善良的老板娘。

@蔡医生：最早在短视频上
看到了这则新闻，晚报详细采
访，读来格外解气。

@江汇成海：捡废品的老人
还有一位 94 岁的瘫痪老娘，吃
完“剩菜”还要打包一份带回去
孝敬老娘，看完让人泪目。

@院院：作为一个男人，很
钦佩这位老人对母亲的孝心。
但也告诫自己，努力工作，争取
让老娘晚年生活衣食无忧。

@只在凌晨出现：老人“懂

事”得让人心疼，只肯在门外吃
饭，坚决不进饭店的门，生怕影
响了老板的生意。

@铲屎官：做一个好人，当
下 也许不会有回报，但是成为
一个好人，就是最大的回报。

@五月：在感动之余，我们
也该想一想，我们能为这些失
去劳动力的老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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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宁县第五实验小学的做
法让人眼前一亮，这样补足短板
的事情，多多益善。看到孩子们
积极投入到生活技能大赛中，特
别想夸他们一句：“劳动者是最
美的人！”

夸赞之余，还有几点感想。

（一）

动手能力培养的是一种综
合能力。

培养动手能力，除了普及劳
动技能，让孩子们自理自立之
外，其最基本的功能是让孩子的
基础综合能力得到增强。

无论是系鞋带、扎辫子，
还是缝扣子、叠衣服，锻炼的
都是手指的精细操作能力，它
是和孩子们的脑部发育息息
相关的。

动手能力的培养，实际上就
是一个人综合协调能力的培养，
也是对孩子了解世界、解决问题
能力的培养。

所以，动手能力的培养，绝
不仅仅是学会了一些看得见的
生活技能，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不
见的能力的养成。

（二）

动手能力应成为教育的重
头戏。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好的生
活习惯，好的理想信念，养成的
最好时段就是孩童时代（虽然很
多时候并无主动意识）。

而由于种种原因，孩子们动
手能力差是不争的事实。那么，
在这个年龄段补足这个短板，是
意义重大的，是关系到他们的未
来的。

其 实 ，诸 如 系 鞋 带 等 技
能 ，学 龄 前 的 孩 子 就 应 该 熟
练掌握，由此可见，我们在孩
子 的 教 育 方 面 ，还 有 很 多 需
要提升的地方。

好在，肃宁县第五实验小学
的教育工作者们认识到了这一
点，并且在这方面带了个好头。

（三）

动手能力应得到全社会的
重视。

笔者曾看过一篇文章，写的
是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厉
害。其中的观点之一，就是德国
的技能教育非常发达，制造行业
中有大量高素质的人才，而这些
高素质人才是要从小培养的。这
些高素质人才，不但待遇高，而
且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

我们国家要想成为制造业
大国，就必须普及基础技能教
育，从娃娃抓起，为将来培养高
素质的技工人才储备力量。

多参加劳动，多培养动手能
力，绝不只是孩子们的事。我们
这些成年人，也要以身作则，和
孩子们一起劳动，一起成长。

培养动手能力要从娃娃抓起
本报评论员 马景华

大事小事全都代劳，喂饭穿
衣百般关爱……这些做法，看起
来似乎让孩子过得更舒服了，但
事实上，这些家长的“爱”，一定程
度上反而阻碍了孩子的成长。近
日，肃宁县第五实验小学举办了
一场特别的比赛。通过巧妙的赛
事安排，不仅向孩子们普及了劳
动技能，也赛出了孩子们的劳动
积极性。
（据12月22日《沧州晚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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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华、国
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兼办验

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