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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微语观潮

保持审时度势的思量，敢
于打破陈旧观念、突破偏见束
缚、破除惯性思维，才能在不
断变化的新方位、新矛盾、新
环境中找准定位、选对路径。

N 第三只眼

据报道，武汉多所小学语文教师
日前推出网络用语“禁用令”，这是为
何？原来，有老师在批改作业时发现
学生用“栓”字组词，竟然组成了“栓
Q”，着实让人既生气又担忧。

近年来，从中英文混合的网络流行
语“芭比Q了”“栓Q”，到首个字母缩写
组成的词汇“YYDS”“XSWL”，再到一
些粗俗、谐音词汇“嘎了”“鸡哔你”，流
行网络的黑话烂梗可谓一拨接一拨、

“春风吹又生”，不但成为年轻人之间的
沟通“暗号”，更被小学生当成词组写进
卷子，引发了人们对青少年会不会好好
说话的担忧。

虽说，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和风靡，
是年轻群体标榜自我、表达情感的一种
方式，尤其在情绪价值稀缺的当下，年
轻人通过使用网络热词来展现交际状
态与个性追求、寻找生活乐趣与满足
感，无可厚非，但凡事皆有度，当流行之
外多了些滥用、歪曲、低俗、无趣等负面
反应，就得另当别论。拿网络黑话烂梗
出现在小学生试卷上来说，其危害和影
响不容小觑。其一，小学生年龄尚小，
心智不全，缺乏对真善美的判断力，当
网络烂梗渗透进学生群体的现实生活，
必然会影响他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

成；其二，小学生正处于语言习惯形成
的关键时期，把网络黑话带入作业，没
有规范的语言表达和习惯，将来会不会
好好说话，还真要打个问号。

担忧还不止于此，新时代的“文字失
语”现象也值得警惕。离开网络词汇，许
多年轻人表达能力弱化，“词穷”犹如一
面镜子，照出了部分年轻人苍白的精神底
色。再往深了说，这种现象也在侵蚀汉字
之美、污染传统语言文化。就像鲁迅先生
所说，汉字具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
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歪
曲汉语音、形、义的网络黑话烂梗，缺乏
美感不说，还会带偏网络文化。

由此，不免想到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上那句“‘燕山雪花大如席’，古人的浪漫
与想象，穿越时空映照古今”……当越来
越多“中国式”的浪漫打动全世界，传递
出更深层次的文化自信时，对比之下的
网络黑话烂梗，却让我们在面对美好事
物时，一次次失语，丢失了汉语文化的独
特意蕴。正因如此，前段时间，中央网信
办、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清朗·规
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随后，

教育部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
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知》，整治网络
黑话烂梗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心声。

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希望各地各
部门以及网站平台，都能严格落实整治

任务，及时清扫网络环境，净化“万物皆
可成梗”的戏谑娱乐风气，引导越来越
多的人重新找回复杂、深邃、有意义的
表达，也找回语言的美感与意蕴，找回

“好好说话”的自信。

找回“好好说话”的自信
沈 琪

前两天，新华社携手董宇辉在宁夏
贺兰山下直播，向全网粉丝介绍宁夏美
食美景、特产好物。伴随主播脚步一路
走进葡萄庄园，西夏区也再一次“破圈”
出行。

仔细数来，宁夏的许多美景美地似乎
都与西夏区息息相关。“贺兰晴雪”、葡萄
酒庄园、镇北堡西部影城、怀远夜市……
坐拥独特资源的西夏区，这些年在文旅
发展方面可圈可点。今年以来，西夏区
更是围绕“食、游、购、娱、体、展、演”，不断
刷新银川城市新“夜”态，将“流量密码”
成功转为“留量收入”。若问西夏区何以

“破圈”，关键可能就在一个“新”字。不
断推出新场景、新产品，不断迎合新群
体、新理念，不断创造新模式、新形态，才
能一步一步推动文旅产业向纵深发展。

与“新”相对为之“旧”，不断推陈出
新，也就意味着，要不断打破旧有模式，
走出思想的“舒适圈”。也许有人会说，

“舒适圈”有何不好？它意味着快捷、稳
妥，过往经验拿来就用即可；也有人很乐
意将此形容为一种咸鱼心态，说是甘于
平凡。但说是平凡，倒不如说是一种不
勇敢。沉浸于舒适圈内，更像是人不断
地被自我说服、调节适应的画地为牢，是
长久以来安于现状、不愿挑战的以逸待
劳，更是一种倾向于在熟悉的环境中趋
利避害的逃避选择。

试想一下，倘若人们都乐于用熟悉
的方式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老办法在手，
谁还会费劲巴力地冒着失败的风险去探
索新路子、寻找新途径？如果总有党员
干部把“原来”搬出来当借口，动不动就
说原来就是这样发展产业的、过去就是

这样服务群众的、曾经就是这样招商引
资的，一味求稳无为，困在思想的“舒适
圈”内躲着问题走，遇到工作困境、发展
困难、民生困惑时，又如何要求他们绞尽
脑汁来破解改革难题、提升民生福祉？
更可怕的是，长此以往，这样墨守成规的
惯性思维，不仅带来思维的固化、行为的
僵化，更会导致该变向时不变向、该转弯
时不转弯、该“破圈”时不“破圈”，坐失发
展良机、阻碍发展脚步也就成了必然。

文旅产业也好，其他发展也罢，保持
审时度势的思量，敢于打破陈旧观念、突
破偏见束缚、破除惯性思维，才能在不断
变化的新方位、新矛盾、新环境中找准定
位、选对路径。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蓬勃推进的当下，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发展提出新的要
求，进一步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
在开动脑筋、开阔思路、走出老路上付出
更大勇气，在调结构、转方式、强动力、添
活力上付诸更大决心，不困于一时一隅，
我们才能以新的理念、方法和路径解决

好问题、打开新局面。
走出思想“舒适圈”，从来不是一句

空话，对于地处西部的我们来说，更是如
此。这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保持“坐
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从思
想上、观念上挣脱安逸、懒惰的包围，不
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增强自身责任意
识，用理想信念勤掸“思想尘”，更要拿出
实际行动，摒弃画地为牢、未富已安、遇
事先掂量风险的思想倾向，碰到事情敢
想敢干、面对问题不推不躲，能在改革
的精气神上做加法，敢在破除思想桎梏
上想办法，时刻做到主动作为，顺势发
力。如此，我们才能在稍纵即逝的机遇
面前“慧眼识珠”，在汹涌澎湃的发展大
潮中奋力追赶，在千帆竞发的发展态势
中争得主动，推动改革发展之路越走越
宽广。

走出思想的“舒适圈”
——四谈“思想有多远，行动就能走多远”

尉迟天琪

“打造世界葡萄酒之都，是这座
城市的气魄和高瞻远瞩，对于在外
拼搏多年的我来说，也是一种心灵
召唤。”日前，宁夏籍优秀人才“回故
乡建家乡”活动在银川举行。图兰
朵酒庄庄主、上海宁夏商会常务副
会长郑子丰先生在会上的一番发
言，令人感怀。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
人。那些身在异乡的乡贤能人，谁
不思乡怀亲，谁不心系家乡发展？
对他们而言，家乡就是根，不管漂得
多远，内心深处总有一份乡情在牵
挂，而这份乡情，稍加引导就能激发
出回馈家乡、建设家乡、改变家乡的
不竭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远

离家乡的乡贤能人眼界开阔、阅历
丰富，不仅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番事
业，更拥有拓展市场的经验与人脉，
是建设家乡、发展家乡不可忽视的
力量。

乡情是“凤归巢”的基础，但吸
引人才返乡创业却不能仅仅打感情
牌。要想吸引在外宁夏人才返乡投
资兴业、共谋发展，就要多制定出台
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加大宣传、鼓励
回乡，让更多在外打拼的宁夏人看到
家乡的新发展、新机遇、新未来，如此
才能催生人才“归巢效应”，释放人才

“磁吸效应”，让越来越多身在异乡或
扎根家乡的宁夏人，一起为家乡造
福、为发展添砖加瓦。

凤归巢释放人才“磁吸效应”
宫炜炜

围绕打好打赢“百日攻坚战”，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畅通“我的宁夏”
政务 App、宁夏政务服务网等多个
全媒体渠道，“7×24小时”全天候受
理企业急难愁盼问题，通过12345热
线将企业诉求统一归集受理、智能
去重转办，推动企业诉求服务由“各
唱各调”向触手可及、统一规范、实
质解决转变。

企业是稳经济的重要基础，也
是稳就业的主力支撑。在奋力冲刺
全年发展目标、助企业爬坡过坎的关
键时刻，在日常工作的基础上让服务
再优化一些、再暖心一些，真正让企
业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温暖、“雨中
打伞”的贴心，才能帮助企业坚定发

展信心，有效应对挑战、渡过难关。
但破解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堵
点难点，不是单个部门的单件事，而
是集成化的事，需要各方联动、握指
成拳。当服务不再“各唱各调”，解决
诉求能够同频共振，才能更好推动问
题解决，让助企纾困和为企赋能多管
齐下，更好促进企业发展。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经济、服务
民生、服务发展。各地各部门要多
站在企业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坚
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以点带面解
决一类问题乃至一批问题，以更加
精准有效的服务帮助企业破瓶颈、
解难题，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服务企业贵在同频共振
孙莉华

日前，从银川市传来好消息，该
市今明两年将收购1万套保障房，解
决近3万人住房问题。

住 有 所 居 ，是 重 要 的 民 生 目
标。作为社会保障“安全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保障性住房建设可促进

“居者有其屋”，对于实现部分低收
入群体“安居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但现实中存在的诸如住房资源
配置不合理不均衡、难以有效满足
群众需求等现实问题，也给保障性
住房建设带来了难题。此次银川市
打破“自建”模式，收购已建成存量
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不仅能满
足更多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还
有助于房企消化存量、回笼资金、化
解风险、良性发展，不失为一次有益

探索。
当然，要想把这件惠民利企的

实事办好，还需写好下半篇文章。
比如，在精准上下功夫，细致摸排本
地区保障性住房需求底数和已建成
存量商品房情况，合理确定可用作
保障性住房的商品房房源，以实现
供需精准对接。再比如，在质量和
公平上见实效，既要百分之百确保
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质量，也要公平
公正地将保障房提供给真正的保障
对象，谨防发生资源错配、浑水摸鱼
等现象。总之，收购商品房作保障
房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实事。秉
持公心、拿出更多富有创造性的政
策和举措，我们才能在且试且行中
让更多群众拥有温暖家园。

办好“以购代建”这件民生好事
虎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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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下银杏灿

银杏，俗名鸭掌树、鸭脚子、公孙树、白
果，是银杏科银杏属植物，是《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EN）物种，中国
特有珍贵树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银
杏最早出现于3.45亿年前的石炭纪，是第四
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最古老裸子植物，
素有植物界“活化石”之称。4月开花，10月成
熟。适于生长在水热条件比较优越的亚热带
季风区，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均
有大量分布。银杏为优良木材，种子
供食用及药用。叶可作药用和制杀虫
剂，亦可作肥料。

“满地翻黄银杏叶，忽惊天地告成功。”“银
杏叶凋零鸭脚黄，玉树花冷淡鸡冠紫。”这是古
诗词里的我，颜值之高不必多说了吧。其实当
大家用相机对准我美丽的外表时，我更想让大
家知道银杏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树木，不只是
古老的年龄，还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雌雄异
株、药用价值极高等等。你愿意了解我更多吗？

银 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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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贺兰山下有
片银杏树林，迎来每年最灿烂的时刻，叶片金
黄，果实累累。

石嘴山银杏生态园内，约5万棵银杏树，生
长在清冷的贺兰山下，宛若一处浩大的梦境。

当正午的阳光倾泻而下，银杏树越发高直
挺拔，金灿灿的“秀发”迎风沉吟。那金色是柔
和的、清透的，是唐诗宋词里的颜色，带着婴儿
梦境里的光泽。

它安抚着人的视觉，抚慰着人的灵魂。
不信，你看，那穿行其间的游人，哪一个不

是神情松弛、面带微笑？他们只是走在那松软的
落叶上，就很悠然自在了。一位身着红色连衣裙
的女子，在林间翩翩而舞，纤细的手臂扬起又落
下，裙伞旋起，落叶纷飞。

在银杏林的“主人”赵德清眼里，这迷人的
表象也仅仅只是表象。关于银杏树，他有更多
神秘和趣味要分享。

赵德清说：“你知道银杏树分‘公母’吗？”
“这棵就是公的，它更高大、挺拔，只开花

不结果。结果子的都是母银杏。它们都开花，

但是花型不同。公树的花像杨树的花，长条、
带刺，母树的花像小小的荷花。公树先开花，
等着母树开花，母树的花晚上才开放。非常神
秘有趣。”

赵德清站在两棵银杏树之间，轻轻一摇，
数颗熟透的银杏果坠落于地，小动物般藏于落
叶之间。

他轻捏起一颗，挤出果核。“银杏果也叫白
果，是一种调料，也是一种药材。《本草纲目》里
对它的功效有详细记载。当然，银杏叶也是药
材。我们给游客品尝的银杏八宝茶就是用银
杏果、银杏叶熬制的。”

置于林间的摄影作品上，银杏果青翠圆
滚，完全不似这熟透后的干瘪模样。随手捡起
一颗品尝，酸涩中带着苦，还有一种不易察觉
的清甜。“它是药材，不是水果，食用需谨慎。”

赵德清说：“你知道银杏树会‘假死’吗？”
细看某些银杏树，刚刚长出扇形的绿色小

叶子，在这一片金灿灿里，显得很另类。
“这些就是复活的树。之前干巴巴的，总

认为它死了。但是下点雨或者浇点水，就会重

新长出叶片。9月份，石嘴山连着下了长时间
的雨，不少银杏树死而复生了。”

银杏最早出现于几亿年前的古生代，曾和
恐龙生存于同一时代，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
中国，银杏树主要分布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如
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这些地方，土壤肥沃而
湿润，宁夏干燥少雨，并不适合它的生长。那
贺兰山下这片银杏林是哪里来的呢？

其实，这片银杏林是在 2000年就栽种的，
当时宁夏一家企业为了安置职工家属再就业，
打造了这片银杏林，起初有八九万棵，最终成
活了四五万棵。2015年，从事绿化工程的赵
德清偶尔经过这里，被一片金黄吸引，便接手
了这片林子，将其打造成石嘴山银杏生态园。
如今，这些银杏树早已被贺兰山下的风土“驯
化”，像沙枣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十年陪伴，赵德清眼里的银杏树，每一棵
都是独特的、有生命的。

“这棵是最粗壮的，你看它的果子密密麻
麻的，能产百十斤呢。银杏树好像很谨慎，一
般生长十多年才会结果子。它不轻易传播后

代，除非适应了一个地方。”
“这棵是我最喜欢的，它的树冠像伞一样

撑开，旁边还有一棵小树苗，多像一个妈妈带
着她的孩子。曾经有人出 5万元要买走它，我
没舍得。”

“还有这棵，应该是两棵小树‘合体’了，不
过它们没有并行生长，而是螺旋式拥抱着生长，
缠绵得像一对恋人，不如就叫它‘爱情树’吧。”

……
走走停停，赵德清端详着每一棵银杏树，像

在阅读一页页书，“勾勾画画”地做着批注。
用于观赏，远不是这片银杏林的价值所在。

“这片林子每年可以产银杏果近 10 万
斤，有很大的开发价值。目前，我们已开发
了银杏果、银杏叶系列产品，如银杏苦荞醋、
银杏八宝茶、银杏果粉、银杏驱蚊液等。随着
人们对银杏药用、保健价值的深入了解，市场前
景可观。”

银杏树从远古走来，历尽沧桑，优雅地站立
在贺兰山下。它亭亭玉立，灼灼其华，那些传说
中关于生命的智慧，正期待着人们去破解。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倪会智 见习记者 马对对 文/图

音乐爱好者在银杏林内吹奏乐曲。寒风乍起，银杏叶黄。游人拍摄秋日银杏树。

树叶间“隐藏”着银杏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