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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画里有话

文/雨来

第 24个中国记者节刚刚过去。作
为时代的记录者、舆论监督的代表，记
者值得拥有一个节日。然而，记者有
节日却没有假日。每天都有记者在路
上，而且记者随时随地都要受命赶往
路上。

毋庸赘言，抵达现场，需要记者；寻
找真相，需要记者；树立榜样，需要记
者；发掘价值，需要记者……值得一提
的是，记者的工作固然要给社会挑刺，

要向社会发出警报，这一切当然也是为
了社会更健康地发展，但这依然不足以
概括记者的工作。记者是时代的见证
者、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时代
的建设者。记者不仅要讲好“故事”，而
且要讲“好故事”，记录新时代好人好
事，挖掘精神资源，激发榜样力量，实现
价值引领。

今年记者节前夕，平顶山日报社启
动“百名记者看项目”记者节全媒体新
闻行动，要求记者奔赴全市重点项目现
场、生产一线，展现平顶山的新项目、新

能源、高科技：废旧锂电池如何实现绿
色循环、黑煤炭如何形成新材料成为

“白布坯”、高峡平湖水能如何化作“充
电宝”、红牛改良如何让传统品种与新
科技相结合……平顶山的发展动态、建
设速度、可喜变化，都将通过记者的文
字、图片和视频展示、传播，将鹰城实力
化为鹰城力量，用干劲儿激发人、用事
迹和实绩鼓舞人，形成团结一致、积极
进取、顽强拼搏、奋力翱翔的鹰城精神。

在自媒体风行的时代，记者也面临
挑战。不过，越是这个时刻，越需要发

扬记者的专业精神，用过硬本领打造经
得起考验、不负时代的力作。而且，技
术越进步，记者越需要专业与新技术加
持，在全媒体领域大显身手，描绘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图景，展现时代发展的磅
礴力量。

记者的工作本质是增加社会福祉，
这决定了记者必然是社会的建设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作为
新时代的记者，要用如椽之笔建设时
代、不负时代。

记者也是时代的建设者

评一周 漫

新闻背后的故事更值得追问。
想必你也知道了，黑龙江又一个体育馆屋

顶塌了。今年7月，齐齐哈尔一所中学的体育馆
屋顶就塌了。遇难者青春年少，让人感叹唏嘘。

这次的坍塌发生在佳木斯市桦南县，体育
馆所属的悦城广场是当地知名商业体。事故发
生时，该体育馆竣工才 5年，验收通过也只有区
区3年。

应该说，这次坍塌有外力作用。事发当天
是11月6日，当地暴雪。不过，地处中国最北方
的黑龙江省，冬天大雪是常态，像体育馆这种中
间无立柱的大跨度结构建筑，其屋顶的抗压设
计应留有足够的余量。下大雪是常事，发生这
种事故却不寻常。因此，首要问题，就是追问建
筑质量。这一追问，新闻背后的故事跑出来了。

桦南县人民政府官网显示，悦城广场由北京
一家公司投资，开发商是黑龙江省悦城房地产，
法人代表吴立迁系桦南县建设局退休干部。值
得一提的是，悦城房地产成立于2015年，退休干
部吴立迁时年只有45岁。吴活跃于政商两界，有
没有违反《公务员法》，最新消息是专案组正在调
查。蹊跷的是，悦城房地产已于去年5月注销。

还有一个蹊跷事儿：坍塌发生后，为和悦广
场投资 3.8 亿元的那家北京公司，声明“自成立
以来从未涉足房地产开发业务，也未投建该涉
事项目”。

重重迷雾笼罩着涉事体育馆，让建筑质量
问题隐隐约约似有似无。不过，一个显而易见
的道理是：建筑设计，就安全来说，余量越大越
安全；就成本来说，余量越小越省钱。

期待专案组通过尽职调查，给公众一个科
学、信得过的结论。 （小雨）

事故的背后

要不是一场风波，很多人不一定听说过天
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前不久，该校大三学生朱旺在网上控诉，自
己这个孤儿兼建档立卡贫困户，竟然失去了获
得国家助学金的资格。据其讲述，今年 9月，班
里进行贫困生评选，同宿舍两个“高消费”同学
比他排名还靠前，这让他怀疑其中存在不正当
操作。在“明确发现问题”后，班里进行了第二
次评选，这一次，他竟然落到最后一名，连末等
助学金都拿不到了。不过，学院基于人道主义
关怀，决定给予其国家二等助学金。倔强的朱
旺同学不受嗟来之食，在视频里发出灵魂之问：
我要的不是钱，而是公平。

11月 6日，校方发布情况通报，但对关键问
题未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既然通报不能一锤
定音，那么只好由舆论继续探讨助学金的优化
空间。

我觉得，贫困生不必有名额限制，也不能由
学生投票产生。

现在有多少家庭真正供应不起孩子上大
学，并不是个夸张的数字，而且国家通过多个政
策工具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学生不必完全依赖
国家助学金。那么，对真正贫困的学生，国家可
以兜底救助，不必设置名额限制。限制名额等
于制造资源稀缺，容易让人上下其手，寻找作假
空间。

学生投票评比谁更惨，这也很扯。贫困是客
观状态，评不评都存在。可以让学生递交材料，学
校审核，同时开通反映通道，对弄虚作假者予以惩
罚，比如影响奖学金等，但万不可通过投票评比谁
更贫困，这很容易沦为人缘评比，而且暗地里考验
人性。我们知道，人性经不起考验。 （小雨）

助学金风波

餐饮浪费，到底是消费自由，还
是浪费粮食，曾经是一个热议话
题。后来，公众基本形成共识：自
由有限度，再多收入支配自由，也
不能铺张浪费。

事实上，钱多不见得就浪费，钱
少也不见得就节约。一些人在餐饮
上的浪费，只是坏习惯和虚荣心作
祟。现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成
为公共价值和口号，时刻在提醒我
们：要切实践行节约习惯，不可轻易
放纵。

事实上，吃得太多或浪费太多，
也会让人产生悔意。这种心理最好
能左右行动，让节俭成为个人品德、
成为社会风尚。

（张骞/文 张梦珠/图）

光盘

眼下正值招聘季，年轻人就业问题引人关
注。有媒体调研发现，高校毕业生到制造业就业
的意愿在提升。

劳动力资源的流向，反映的是市场的价值取
向。年轻人选择哪个行业赛道，是出于对该行业
发展前景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判断。春江水暖鸭
先知，年轻人的选择更具灵敏性，也因此被赋予
更多意义。

年轻人转向制造业，当然是对制造业发展投
下的信任票，尤其是对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的
发展前景持“看多”态度。他们认同并期待行业
的未来发展，并寄望能分享行业发展的红利，在
此中实现个人劳动价值的提升。

曾几何时，媒体还在追问，为何年轻人“宁愿
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因此，对眼下年轻人到
制造业就业意愿提升的观察，部分人将其视作

“逃离”之后的复归，这种乐观可以理解，却不宜
过分渲染。

需要区分的是，此“年轻人”非彼“年轻人”。
新投身制造业的，是掌握有相关专业知识并早已
瞄准先进制造业、工业自动化等高精尖制造业的
年轻人；过去“逃离”工厂转向灵活就业的，更多
是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蓝领群体。两
个群体并不重合。这当然不是说，眼下年轻人转
向制造业的动态不值得关注和为之振奋，而意在
说明，让年轻人爱上制造业，我们要做的还有很
多。

提高制造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说来说去，
不过是提供更好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和发展空
间。而制造业企业转型和升级，离不开智能化和
技术创新的推动和赋能。它们共同构成市场价
格信号体系的一部分。 （光明）

奔赴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