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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小学生的能力，展现小学生的才华，不一定
要用成人化的论文答辩方式，完全可以找到一种适
合小学生特点的方式。而让小学生论文答辩，则是
强人所难。最怕的是，这么做只是满足学校的“表现
欲”，让家长、老师“累到吐血”，还折腾掉小学生的学
习兴趣。

7月3日，昆明市北清实验学校举行了一场小学生论
文答辩会，这也是云南省首家开展小学生毕业论文答辩
会的学校。论文答辩内容包含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短视频对小学生的影响、中国女子服饰变迁探讨、秦始皇
的功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等。对于小学生来说，这些话
题似乎都有些“超纲”，但从网传视频看，参加答辩的学
生，都是脱稿。

小学生论文答辩有拔苗助长之嫌

刘世康 整理点评

手机应用商店，作为App软件下载的“源头”，应
主动承担起审查的义务和安全管理义务。职能部
门要形成合力，对“李鬼”App进行严厉打击，并定期
向社会发布典型案例，对不法分子起到有力的震慑
作用。作为用户也应全面提高警惕，不要轻信不合
常理高收益的投资宣传，更不能给陌生人轻易转账
汇款，以免上当受骗。

打击“李鬼”App要形成合力

以高额度、低利息、不查征信、到账快等夸张内容吸引
眼球，用以筛选有借款意愿的诈骗目标，然后再以需要缴纳
会员费、验资费、解冻费、保证金等多种名目实施诈骗……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一些诈骗分子仿冒京东金融、马上金
融、360借条等平台，推出大量“李鬼”App。这些“李鬼”
App的logo与正规App的logo非常相似甚至一模一样，
容易让人信以为真，但这些App的运营者，却在想方设法
骗消费者的钱。

肖源，“90后”巾帼新农人。2019年，
凭着一股子对农业农村的热爱，曾在俄
罗斯留学7年的肖源回到家乡蛇形山镇
创业，创立了湖南源容开生态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走上了新型职业农民之路，希
望带动乡亲们一同致富。

2020年，通过产业帮扶，肖源帮助蛇
形山镇 38 村 2091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实现了脱贫致富。

如今，肖源每年向村民支付土地租
金80多万元，惠及603户2000余村民，为
村民提供了 32 个长期就业岗位，190 余
个季节性就业岗位，平均每人年收入能
增加2.8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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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农人的梦想在荒山开花结果

天天 点观观

为新型劳动者
撑起“防暑绿荫”

“90后”海归女硕士肖源

防止培训机构违规办学，不仅是“阻击战”，也是
“持久战”。暑假是培训机构违规办学的高发期，打
起“擦边球”“游击战”的培训机构势必会“卷土重
来”。尤其是在“双减”政策落地后，必须防止校外培
训机构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见招拆
招”转入地下，以其他方式掩盖违规办学的行为。必
须严防培训机构在违规办学上不断出的“新花样”，
以让“双减”更见实效。

暑期将至，为巩固前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成果，切实减
轻学生假期负担，保障广大中小学生度过平安、愉快、有意
义的假期，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认真做好暑期校外培训治理有关工作。

严防培训机构暑期违规办学

□ 邵伟

夏至时节，位于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
蛇形山镇姚桥村的千亩柑橘园里，“90后”
巾帼新农人肖源正忙着给黄金贡柚疏果。
放眼望去，整个柑橘基地满目青翠，漫山遍
野的柑橘树硕果满枝。

今年28岁的肖源祖籍蛇形山镇高和
村，父辈出生于农村，爷爷奶奶也一直都生
活在农村，“因此，我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
情，有种莫名的向往。”

在进入农业领域之前，她曾在俄罗斯
留学 7年，在那里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
业。令人意外的是，学成归国后的肖源却
选择了回乡创业，扎根乡村，当起了职业农
民。

学成归国后回乡创业
肖源本科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研究生

被保送到圣彼得堡大学语言学系，研究生
期间学费全免，并获得俄罗斯政府奖学
金。毕业时，她获得了全俄认证的优秀毕
业生荣誉，可以继续公费读博。“但我太想
回国了，因为离家太久了。”于是，肖源放弃
读博，回到湖南。

2019年，没有乡村生活经历，就凭着
一股子对农业农村的热爱，肖源回到家乡
蛇形山镇，创立了湖南源容开生态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我希望在这里打造一个三产
融合的，设施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协
同发展的‘三农’发展综合体。”

为什么选择扎根农村呢？肖源向记者
讲述了这样一段小故事。

2019年 11月的一天，她在隔壁村一
个老爷爷家里买了点猪肉，因为没有带现
金，爷爷没有微信，无法付款，爷爷便让她
先把肉拿走，第二天他再到肖源家来拿
钱。第二天中午12点，爷爷到了肖源家，
从她手中接过现金后，他解下裤腰带上一
个皱巴巴的红色塑料袋，仔细将钱放了进
去，绑好……看着这位跟自己爷爷差不多
年纪、显得有些穷苦的老人，肖源心里阵
阵发酸。她问爷爷怎么过来的，爷爷说他
走路来的。肖源下意识地问，为什么要走
路呀？问完后，她才意识到，这似乎是“何
不食肉糜”的可笑。

开车送爷爷回家时，肖源才知道这3
公里的山路，他整整走了一上午，家里的奶
奶眼睛不好，一直坐在屋檐下等待。“当他
们握着我的手说谢谢我，说我是个好人时，
我心里是无尽的愧疚与冲动。”随后，肖源

开始思考，是否可以为农村做一点事情，能
否帮助村里这些并不富裕的家庭。

这些农村中的小事和乡村振兴的大环
境，组成了肖源的“三农”情怀，让她毅然决
然地选择回到农村创业。经过一番考察，
肖源租下1000亩荒山种上果树，走上新型
职业农民之路，希望带动乡亲们一同致富。

肖源介绍，柑橘园里除种植黄金贡柚
之外，在娄星区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公司还
实施了试种“红美人”的项目。项目旨在通
过引种试种，掌握“红美人”栽培繁育、病害
防治技术，为娄星区乡村振兴、发展特色经
济提供技术保障。

组建种养农民联合社
2020年，肖源租下1000余亩的荒田，

又开始了粮食种植之路，成为全国唯一一
个种粮的海归女硕士。有人问她种粮的初
衷是什么？她回答：“初衷很简单，就是为
了我们中国人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里，为保障粮食安全出一分力。”

然而，荒田种粮却异常艰难。第一年
“开荒”时，大部分荒田都是一排排的小梯
田，不便于机械化耕种。幸运的是，在当年
秋收之后，娄星区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建设，
将原来那些巴掌大的小田块都整改成了

“田成块、沟相连、路相通、机宜耕”的标准
化农田。但解决了机械化耕种的问题，新
的问题又出现了。

肖源说，记得2021年早稻育秧，阴雨
天多日连绵，一直没有出太阳。在天气因
素影响下，秧苗得了“立枯病”，种子没有发
芽，甚至一部分已经开始腐烂。看到这种
状况，肖源心如刀绞。然而，这时重新育种
已经来不及，赶不上早稻的插秧季。情急
之下，她找到了娄星区农业农村局的专
家。在专家的指导下，肖源给种子又撒了
一层“育苗基质”。慢慢地，秧苗长出来了。

鉴于去年出现的“状况”，今年，肖源投
入了30多万元，建了一座育秧大棚，彻底
解决了这一后顾之忧。

“农业都是靠天吃饭！因此，我们种粮
人都特别关注天气。”肖源说，赶上风调雨

顺的天气，一亩田一年才能挣到200元。
而一台农机设备却要花上几十万甚至上百
万元，而且一般用个三五年就报废了。

“一年里，农机的使用时间只有在农忙
时，而且使用年限也比较短。”就在肖源正
为购买农机发愁时，她想到，为何不把大家
组织起来，统一调配农机，提高农机的利用
率呢？

于是，肖源先后走访了几位种粮大户，
在她的劝说下，最终组建了一个种植面积
超过1.5万亩的水稻种植联合体——娄底
市禾一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肖源购买了联合社里缺少的农机，制
定了农机及机手的调配方案。同时，她又
带着大家到农资化肥生产厂家，实施农资
统一采购，以更优惠的价格团购水稻种植
必备的农药和化肥，“后来，我们一算账，发
现1.5万亩农田所需的农资，通过团购整整
优惠了50万元。”

为了解决联合体里种粮大户的销路问
题，肖源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一家农业科
技公司，与对方合作开启了“订单农业”的
模式：耕种时，农业科技公司先向农户收取
30%的种子款，在水稻生长期，向种粮大户
提供技术指导，等到收割时，又回购所有的
稻谷。“抵消了剩余的种子款后，其余的就
是农户所得的。”肖源的这一做法降低了种
粮大户们的生产成本，应用了更好的水稻
种植技术，同时还不用为稻谷的销路发
愁。陆续地，联合社增加了新成员，目前共
有24家种粮大户加入了联合社。

肖源说，做农业又找回了当年求学的
感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肯付出
就一定会有回报。

看到肖源的事业逐渐走上正轨，不少
村民找到肖源，希望她能够为村里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恰巧，肖源在村里考察时，
发现村民彭月南做的辣酱很好吃。2020
年，肖源在村里建起了辣酱工厂，请彭月南
提供技术指导，带领十几名留守妇女开始
做辣酱。

成立的当年，辣酱工厂从6月开工，一
直忙到10月，生产了辣酱10吨，纯利润达

到了60万元。妇女们在工厂工作一天工
资200元，“每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就可以达
到5000元，一年最少可以增加2万元的收
入”。肖源说，此前，因为果树有一定生长
周期，公司一直没有收入，辣酱工厂的收入
给村民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越来越多
的村民选择在肖源这里工作。

肖源说，在乡村做产业，心里一定要有
一股信念才能坚持。

带动妇女创新创业
“在荒山上，在荒田里，要种出希望来，

有太多泪水和汗水。”肖源说，“但如果说退
缩，那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如果我退缩了，
那一切就成了虚无的泡沫，破灭的不仅是
我的梦想、我的信念，还是许许多多村民的
期盼。”

种植水稻对于肖源而言，缘于家国情
怀，并没指望赚多少钱，但却实实在在地解
决了村里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肖源介绍，除了雨天，每天来她这里上班的
有差不多50人之多，而80%为村里的留守
妇女。

肖源每年向村民支付土地租金80多
万元，惠及603户2000余村民，为村民提
供了32个长期就业岗位，190余个季节性
就业岗位，平均每人年收入能增加2.8万多
元。

2020年，通过产业帮扶，肖源帮助蛇
形山镇38村209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实
现了脱贫致富。

翻看肖源的微信朋友圈，2020年11月
3日，她获得了娄底市“最美扶贫人物”荣
誉，时任娄底市委书记刘非为她颁发了荣
誉证书。这一天，她在朋友圈里写到，“是
那么多那么多人，在村里，在贫困户家里种
下了太阳，很感动，愿自己也能不负韶华，
无愧时代。”

“今天的我，是个幸运的女孩儿。”因为
带动了妇女创新创业，肖源的公司被娄底
市妇联授予2021年“娄底市巾帼创新创业
基地”。从娄底市妇联主席李力手中接过

“娄底市巾帼创新创业基地”的牌子后，肖
源说，能够获评“娄底市巾帼创新创业基
地”，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特
别是省市县妇联作为“娘家人”的关心、支
持和帮助，作为新时代的女农人，她想更好
地为“三农”发声，为“三农”发展助力。

如今，肖源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考虑
到公司以女性员工为主的这一特点，她打
算在公司建立“妇女微家”。“形成一个小小
的家庭，然后，引入省妇联的‘湘妹子能量
家园’积分制管理，把和谐家庭和互帮互助
的评分标准放进去，通过整体的评分体系，
让公司这个大家和每个小家更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更好地服务和凝聚女性群体。”

从冲动地决定要种果树，到创办留守
妇女的就业工厂；从开展水稻种植，到现在
休闲农业的启动，肖源说，很幸运在自己的
成长之路上见证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的伟大跨越与有效衔接，“这其中有很多汗
水，也有很多感动。”

“农业很重要，它是我们的母亲产业，
是所有产业的基础。因此，做农民增加了
一份荣誉感和使命感。”肖源说，她希望能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大家对农民的看
法，能平等看待农民这个职业。对于年轻
人来说，在多元职业选择的时候，可以把目
光投向广袤的农村，能够把当新型职业农
民纳入考虑的范围。

□ 斯涵涵

6月中旬以来，我国迎来今年范围最大、强度最高的高
温天气。近年来，除了户外劳动者等群体之外，外卖小哥、
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防疫一线人员等也面
临着高温“烤”验。

炎炎夏日，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给辛勤工作的劳动
者送来了清凉。虽然外卖骑手属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但
与平台签约的专送骑手高温权益落实情况相对较好，平台
站点也会为外卖骑手发放冰袖、魔术汗巾、西瓜、药品等清
凉物资，这些措施无疑值得肯定。

然而，也需要看到，众包的灵活就业兼职骑手大多数都
没领到高温补贴，有些甚至都“没听说过高温津贴”。一些
平台代理商会在高温时段推出各类夏季冲单鼓励活动，以
阶梯式奖励来代替高温补贴，调动骑手跑单积极性。换言
之，众包骑手跑单就享有高温奖励金，否则就没有。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
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的，应当向劳
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高温津贴是对劳动
者在高温条件下额外劳动消耗的工资性补偿。但目前，外
卖小哥能否拿到高温津贴，取决于其劳动关系归属。这固
然有新型劳动关系的缘故，但也有平台、单位缺乏执行力、
监管偏软等成因，使得众多在骄阳下奔跑的骑手，最应该享
受的高温补贴沦为了“纸上权益”。

高温补贴，落实了才叫好政策。针对用激励举措替代法
定津贴、高温补贴执行不力的问题，可从几方面着手。首
先，有关部门要依法对用人单位的高温作业、高温天气劳动
保护措施实行监督。其次，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计件付酬
的职业特点，外卖平台可尝试确定合理的劳动定额，参考当
地高温津贴标准，计算出每一单应该包含的高温津贴，使高
温补贴合理合情地发放，尽力确保政策利好落到实处。再
次，应加大对高温补贴政策的宣传，将具体标准及处罚细则
公布到外卖站点等一线场所，让劳动者了解自身权益，懂得
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促使相关各方与时俱进改善、加
强对高温下劳动者的保护。

高温补贴落实到位，方能为新型劳动者撑起制度“绿
荫”。政府各级部门、用工平台及劳动者个人积极行动，将
防暑降温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新办法实施过程中不断总
结不断完善，预防各色各样的“中暑”状况，确保政策执行到
位，严厉打击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行为，才能从根本上保
障劳动者的“高温权益”。

中国故事 主角女女

7月4日，在湘潭市先
锋街道桐梓村的农耕文化
体验基地，小朋友将采摘的
辣椒放进桶里。

当日，湖南省湘潭市雨
湖区风车坪建元学校联合
雨湖区先锋街道桐梓村，开
展农耕文化体验活动，丰富
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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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源在给黄金贡柚疏果。 邵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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