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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的李春启口味日益清淡，肉类吃得越来越少，
反倒是杂粮、粗粮、青叶蔬菜成了最爱。“40多年前，顿顿
都是棒子面、红芋干，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顿肉；20多年
前，大家都吃肉，桌上没肉都不好待客；现在吃肉的少
了，棒子面又成好东西了。”说起这些年餐桌上的改变，
李春启直言是改革开放后农业大发展结出的甜果子。

李春启所在的苗庄村，以前归属虞城，现在属于示
范区民安办事处。在改革开放以前，受限于农业发展水
平，苗庄村的村民一直徘徊在温饱线上。“不说‘三年自
然灾害’，就是 75年、76年的时候，想吃饱饭，吃好饭也
不容易。”据李春启介绍，在1976年前后，由于化肥使用
量少，农民缺乏积极性，当地粮食产量十分低。当时小
麦亩产最高只有50公斤左右，普通耕地产量只有三四十
公斤，河滩地亩产不会超过30公斤，如果年景不好，小麦
产量还会进一步降低。

由于小麦产量低，当时农民每人每年只能分到最多
十来公斤白面。平时，大家的主粮是棒子面和红芋干。

“也没菜，除了酱豆就是腌萝卜干。棒子面、红芋干吃多
了难受，烧心，吐酸水，也没法。棒子面还好捂，捂了也
不舍得扔，现在知道棒子面捂了致癌，当时也不管这些，
能吃饱就不容易。”李春启的记忆中，当时的村民一个个
精瘦，没有一个胖人。

“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制第一年，产量就上去了，
差不多快翻一番了。”李春启说，“地分到户，人干劲立马
就大增，当年小麦产量普遍到了 200斤以上。这以后小
麦年年增产，二三百斤、五六百斤、七八百斤，现在都能
上千斤。”粮食产量高了，有了余量的村民开始喂养一些
家禽、家畜，大家的餐桌也开始丰富起来。据李春启回
忆，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白面馒头已经可以随便吃，
各种蔬菜、肉类、副食上了餐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
村民开启了长达十余年时间的大鱼大肉的餐桌模式。
直到近十年左右，吃腻了大鱼大肉的村民又开始怀念起
棒子面的好，开始追求吃粗粮、杂粮。

上世纪70年代，李春启所在的生产队只有一台手扶
拖拉机，农民干活全靠人力。“庄稼地里没好活，种、收，
都折腾人。那时候收麦要先平场，再打场，得干上二三
十天。”回忆起当年的辛苦，李春启至今难忘，“那时候农
民天天干苦活，吃得也不好，一个个又黑又瘦，身上没一
点肥肉。”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让李春启记忆尤深的收麦
过程渐渐简单起来。据他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
农用三轮为代表的农用机械进入普通农民家庭，推动了
农业效率的提升。进入新世纪后，以联合收割机为代表
的农用机械彻底改变了沿袭了数千年的手工模式。李
春启忍不住地感慨：“现在出点工费，播种、打药都有人
替你干了。收麦的时候联合收割机一来，最多两天收好
了。一包10块钱，有人给送到家。要想干活，就是自己
晒晒麦。现在农民也享福了，你看看现在的农民，一个
个身上也发福了。”

以前天天想吃肉
现在追求吃粗粮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新华社郑州9月6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获悉，该省今后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将
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同时，在职称评审中，加大
了向农村及特殊群体教师的倾斜力度。

根据河南日前印发的《河南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
价标准》，师德师风将放在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的首
位。师德师风实行“一票否决制”，通过个人述职、考
核测评、征求学生和家长意见等日常过程性考核的方
式全面考察教师的职业操守和从业行为，引导学校强
化师德考核，体现奖优罚劣，探求诚信承诺和失信惩
戒机制，着力解决师德失范、学术不端等问题。

评价标准加大了向农村及特殊群体教师的倾斜
力度。对长期在农村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中小学
教师，可放宽学历专业要求，侧重考察其工作业绩，提
高实际工作年限的考核权重。农村学校不再把素质
教育和课题研究作为硬性条件。对农村大龄教师再
进行倾斜，即对在农村连续任教 30年、20年和 15年
的，视讲课答辩情况，给予适当倾斜。

评价标准指出，一线教师参评高级教师职称，论
文不作硬性要求，参评正高级教师职称时弱化论文，
只要课题符合要求，其论文不再要求发表在中文核心
期刊上。

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
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一线教师评高级教师职称不要论文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截至2018年9月5日，全
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 4774个，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1293个。此外，2017年全国社会捐赠达到755.3
亿元，2018年上半年网上捐赠和慈善参与达到 35.7
亿人次。

在 9月 5日全国第三个“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
民政部召开慈善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通报了我国慈
善工作进展情况。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会上介绍，党的十八大以
来，慈善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和突出成效。慈善法和有

关配套政策相继出台，激励促进措施日益完善，慈善
文化不断普及，慈善事业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2016
年和 2017年，民政部登记的 206个基金会向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累计投入48.13亿元。

黄树贤要求，慈善组织在新时代要坚持面向群
众、服务大局，为脱贫攻坚、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发挥更大作用；要坚持依法办事，贯彻执行好
慈善法，强化公开透明，确保依法规范；要坚持党建引
领，强化党的工作，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内部治理
水平。

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达4774个
其中1293个具有公募资格

记者近日调研发现，农村地区玩网络游戏的孩
子越来越多。黄昏时分，崭新的村委楼下，有初中生
在蹭网玩游戏，连记者走近都浑然不觉。还有父母
在外打工的学生整夜玩网络游戏，屋里扔满饮料
瓶。有村干部忧心地说：“娃娃们花在网游上的钱，
将来都是要用人生去还的债。”

要重视的是，沉溺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危害，已
经远不止常见的网瘾、色情内容泛滥等，还可能扭曲
他们的价值观，引起青少年网络社交偏差行为。

国家的发展进步，年轻一代是关键。网络好比
一块空地，不种庄稼，就长杂草。更好地促进青少年
成长成才，需要充分利用好、发挥好网络的重要作
用。让青少年成为网络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
者”，避免沉溺网游，除了要做好监管外，还应通过网
络正能量建设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让阳光、积极、
向上的价值观与之相依相随、一生相伴。

网络“正能量”，不仅是对文化精髓和高尚道德
的弘扬，更包含每个公民应具有的责任意识及家国

情怀。还记得吗，我们在特殊的时间节点重温红色
历史，展示捍卫正义的力量；我们在举国同庆的日
子里讲述家国往事，绘就梦想蓝图；我们为祖国的
每一项成就点赞，听大国步履响彻中华；在跌倒时，
我们从伸出的搀扶之手获得勇气，点燃继续前行的
信心……在高尚情感的底色映衬下，每一次网络正
能量的释放，都会激发大家心底“最燃一幕”，悄然传
递间，似星光交相辉映，留下时代回响。

对美和好的追求，永远是时代前进的“导航
器”。网络多一些“正能量”的传递，就会少一些假恶
丑的滋生；多一些“最美”的称颂，就会少一些冷漠的
旁观……让屏幕里的正能量星火烧得更旺吧，烧去
污浊、烧掉虚妄，将山川气度、云水襟怀融入每一篇
文章、每一张照片，把友谊和爱融汇在每一次点赞、
每一条留言里，潜移默化地滋养青少年的道德情怀。

全社会行动起来，以“我”之正能量，汇聚成更多
“我们”的“中国力量”，一屏之间的无穷天地定会更
加精彩、无比丰富。

本报讯 为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引向深入，9月 5日
晚，梁园区城管局按照区委、区政府和区政法委的部署，坚持

“有黑除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的原则，联合梁园区运管局、
市公安局前进分局、市交警一大队，围绕火车站区域“黑车”
拉客、乱停乱放、喊客行为进行了专项整治。

联合行动中，各相关单位出动 150名执法人员、执法车
辆26辆组成了联合执法队，对火车站区域内的各种违法经
营行为进行了集中治理。在当晚联合行动中，联合执法队
共暂扣违反营运条例的“黑车”8辆，摧毁了一批长期盘踞在
火车站周边强行拉客势力和“黄牛党”团伙，极大地威慑了
违法分子，有效净化了火车站周边区域的秩序环境，提升了
商丘的窗口形象，维持了社会治安的和谐稳定，为广大市民
群众营造良好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此次行动中，梁园区城管局城管监察大队严格按照
区政法委的指示要求，在人员、车辆方面提供保障，积极参
与到“扫黑除恶”专项整治行动中，有效发挥了管理职能。

通讯员 程红利 张超

用网络正能量守护好青少年
□姜伟超

梁园区多部门联合行动
整治火车站区域“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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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6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18年秋
季开学前全国学生资助工作情况。记者了解到，截至
8月 31日，已经有 384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办理了
助学贷款；截至9月4日，高校已报到新生中有13.6%
的学生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此外，在发布会
上，针对“校园贷”“消费热”等问题，有关负责人也做
出了进一步解释说明。

为确保 2018年新生顺利入学，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在资助预警、宣传时间、热线电话开通时间、助
学贷款办理窗口、绿色通道五方面推进“五个前移”。
其中，“助学贷款办理窗口前移”于今年 7月 1日起全
面启动，较往年提前约半个月。针对交通不便的山
区、牧区等，以及贷款学生数量较多的县、市（区），全
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将贷款受理
点“下沉”至乡镇、村委、中心校、高中等。同时，教育
部门和各高校共同推进了“绿色通道前移”，确保家庭

经济困难大学新生顺利入学。
据统计，2017 年全国资助中心累计资助学生

9590万人次,资助资金总额达1882亿元。截至8月31
日，已经有384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办理了助学贷
款，合同总金额 275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贷款发放
金额；截至9月4日，高校已报到新生中有13.6%的学
生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

此外，针对“校园贷”引发恶性事件的问题，全国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马建斌表示，“校园贷”不是
国家和金融机构设立的正规的金融产品，而实际上是一
种非法的、变相的高利贷。“经过调查，所谓的‘校园贷’引
发的恶性事件，没有一例是因为在校交不起学费、没有
生活费的原因去贷款的，多是盲目的超前消费或其他个
人原因。”为解决该问题，教育部门和各学校对学生进行
金融知识和法律常识的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护的能
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据《北京晚报》

384万名贫困学生办了助学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