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鼠大婶的日记》背后的故事

农村美好画卷画卷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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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Ａpp乱象须从治标走向治本

关不掉的弹窗广告、山寨App以假乱真、未经同意强
制捆绑下载、难以卸载的预置程序……近日，有关部门接连
出台相关举措，开展专项行动、印发联合通告，为App领域
的健康规范发展加码发力。

手机Ａpp乱象是由来已久的顽疾，尽管整治一
再发力，却屡治难愈。要实现根治，还需要治标又
治本。首先，要增加违法成本，加大处罚力度，让相
关利益链条无一幸免；其次，要建立长效机制，在
App的运营、分发、使用等诸多环节，需进一步明确
各环节的管理责任；最后，对用户举报要及时受理，
加大调查取证力度。

天天 点观观

韩亚聪 整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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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指导工作室”为稳就业提供精细化服务
《公共职业介绍和指导服务规范》正在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在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专项服务区设立“职业指导工作室”的内容，为劳动者
实现就业、稳定就业、职业生涯发展提供咨询等场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
连着千家万户。“职业指导工作室”在职业诊断、政
策咨询、职业能力测评、职业规划、职业辅导、劳动
维权咨询中突出公益性，无疑让更多求职者心里更
有底气，对就业情形有更全面的了解。希望能够看
到更多这样的公益行为惠及求职者。

□ 戴先任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认真做好寒假校外培训治理工作。
通知强调各地要严肃查处学科类培训隐形
变异，持续强化非学科类培训监管。

寒假即将来临，校外培训市场也蠢蠢欲
动起来，煽动教育焦虑情绪。一些怕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也急欲把孩子往
校外辅导班送。

2021年7月24日中央出台“双减”政策，
学科类培训机构纷纷转型。但“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一些学科类培训机构“适应能
力”强，为应对“双减”政策想出不少“奇
招”，违规开班。而随着学科类培训机构寒
冬来临，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则迎来了春天，
由此衍生了一些乱象，比如恶意涨价、预付
式消费退费难和超范围开展学科类培训
等。

寒暑假期间往往是校外培训行业乱象
频发的时候，教育部选择这一时机进行校
外培训治理，很有针对性。如通知要求，各
地要深化治理，严肃查处学科类培训隐形
变异。在寒假期间对违规培训多发的商务
楼宇、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进行排查，严防
严查以“一对一”“住家教师”“高端家政”

“众筹私教”以及各类冬令营等名义违规开
展学科类培训。通知指出的这些问题，都
是影响校外培训行业发展的痛点、堵点，是
校外培训痼疾。

像“住家教师”“高端家政”“众筹私教”
等违规学科类培训换汤不换药，却变得更
加隐蔽，也就更难被发现，增加了监管难
度。对此，就需要相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增强监管效能，见招拆招，对隐形变异培训
加大查处力度、惩治力度，增强不法培训机
构的违规成本、违法成本，让隐形变异培训
无处遁形。

广大家长也要增强防范意识、维权意
识，不要受到无良培训机构的蛊惑与忽悠，
不要轻易相信培训机构的宣传，对于违规
培训机构要敬而远之，避免上当受骗，也有
必要向相关部门举报，一旦权益受损，还要
能积极维权、依法维权。

校外培训乱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
以以寒假校外培训治理为切入口、突破口，
形成针对校外培训行业的长效治理机制，
从而用寒假校外培训治理达到撬动行业

“坚冰”的积极作用。通过标本兼治、釜底
抽薪，监管跟上，对校外培训市场实行全方
位、无死角的“全覆盖监管”，更深入推进校
外教育培训治理工作，才能彻底根除校外
培训乱象，巩固“双减”成果，给广大学生

“减负”，也能让教育变得更纯粹。

“灵魂砍价”助民生诉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2022年国家医保现场谈判于今年1月5日开启。本次
医保谈判将有多款肿瘤高值新药、罕见病新药等首次“开
谈”。根据此前历年谈判情况梳理发现，2018—2021年，医
保谈判药品价格平均降幅约为50%~60%。

医保谈判还未开始，网友们就已开始“坐等”。
这样的关注度，一方面，说明这些年“灵魂砍价”给
大家带来的感动和振奋一直都在；另一方面，这背
后是实实在在的民生诉求，许多病患和家庭都希望
看到一次次“灵魂砍价”后药品降价幅度更大，覆盖
范围更广，在关爱与关注中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农村妇女描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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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劳作间隙，裴爱民抓紧时间看书

裴爱民坐在自家的炕头画画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记者 倪元锦）北
京市生态环境局4日通报，2022年，北京市大
气环境中PM2.5年均浓度降至30微克每立方
米，继2021年后再次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
准，持续保持历史同期最优、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26”城市中最优。
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刘保献介

绍，2022年，北京市大气环境中PM10、二氧化
氮、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分别为54微克每立方
米、23微克每立方米、3微克每立方米，总体保
持下降趋势，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北京市优良天数
为286天，与2021年基本持平，全年空气质量
优良率近八成。其中一级优天数138天，较上
年显著增加，多了24天。重污染日仅有3天，
较上年减少5天。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李翔介
绍，2022年，北京市深入实施绿色北京战略，以
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聚焦挥发性有机物、氮氧
化物、城市精细化管理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入实
施“一微克”行动。

据介绍，2013年，北京市率先执行国家空
气质量新标准，PM2.5纳入监测和治理的重
点。为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北京发布实施《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
气行动计划》，各区县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签
订目标任务责任书，以PM2.5污染治理为重点
的大气污染防治战役拉开序幕。

十年来，北京市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同时，实现了大气环境中主要污染物浓度快速
下降，空气质量全面大幅改善。与2013年相
比，2022年北京市大气环境中PM2.5、PM10、
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分别下降了 66.5%、
50.0%、58.9%、88.7%。

北京PM2.5年均
浓 度 再 创 新 低

十年奋斗蓝天常驻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读书、写
作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广
阔的世界，也让我从一个胆小怯懦的农村
媳妇，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独立、有尊严、
有思想的农村妇女。”

在不久前由甘肃省武威市妇联组织举
办的《田鼠大婶的日记》一书座谈会上，作
者裴爱民的一席发言深深打动了在座的每
一个人。

裴爱民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薛百镇
上新村七社人，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与别的农民不同的是，劳作之余的裴爱民
爱看书和写作。不久前，她的《田鼠大婶的
日记》一书得到了中国作协的关注，作协党
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专门给她来信，对她
给予了积极评价和热情鼓励。

田野里的文学梦想
“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写作。上小学

二年级的时候，我看到同学拿来的一本故事
书，一下子就被迷住了。正好妈妈有事进
城，回来的时候，把这本书给我买了回来。”
裴爱民说那是她得到的第一本故事书。

看的书多了，裴爱民写起作文来比别
人容易得多。六年级语文考试时，题目
是麦苗，裴爱民写了自家的麦苗。就是
这篇考试作文，平时特别严厉的语文老
师夸奖了她，并要求全班同学抄写这篇
作文。

上初中时，裴爱民看到一家报刊上登
载了很多学生文章，她也写了一篇悄悄寄
了出去，没想到那篇叫《酸胖》的作文竟然
发表了！裴爱民不仅收到了五元稿费，还
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这让她非常兴奋。
后来她试着写小说，她的一篇叫《玉芬》的
小说再次被杂志发表。裴爱民收到更多的
读者来信，这也让她更加痴迷写作。

但意外发生了，那年中考，裴爱民落
榜了！本来她可以去复读，但考虑到家庭
条件不好，上学花费大，懂事的裴爱民没
敢向父母张口提上学的事，不愿意增加父
母的经济负担，更怕看到母亲那忧愁的眼
神。

“开学了，看到同学背着书包去报名，
我的心里苦涩极了，默默地蹲在屋子里哭
了一场。”裴爱民说。

辍学后，裴爱民帮父母干农活儿，闲暇
时就在家看书、写日记，并用蜡笔画画、做
手抄报，在自己的小天地继续着美好的文
学梦。虽然不能去学校，但是可以看喜欢
的书、写喜欢的文字，裴爱民觉得心里很充
实。

裴爱民自由自在的日子没有过上多
久，村里的媒婆便找上门了。在媒婆的介

绍下，裴爱民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刚满20
岁，裴爱民结婚了。结婚那天，正是她上高
三的同学开学的日子。

“看着同学们去学校的身影，我心里特
别难过，从那天起，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裴
爱民说。

结了婚，有了孩子，还要种庄稼，每天
忙里忙外，但看书、写日记的爱好，裴爱民
一直没有放下。那时候不仅找不到好书，
而且还要偷偷摸摸看书，因为在村里人看
来，庄稼人看书没用处。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开带着油

墨味儿的书本，裴爱民才会忘记现实生活
中的不如意，沉浸在文字的自由美好里。

后来的日子里，因为看书，裴爱民常常
会耽误做饭，引来家人的抱怨；因为看书，
有时候在田里浇错水，惹得村里人纷纷笑
话。可她放不下手里的书本。没有钱买
书，她便把孩子们的课本翻上好几遍，邻居
家孩子上高中放假时，她有空儿就去邻居
家里蹭书看。

默默写作的田鼠大婶
那些年，裴爱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

儿，把自己练成了种庄稼的一把好手。随

着家庭收入的提高，生活一天天好过。孩
子们上学，她和丈夫辛勤劳作，一家人其
乐融融。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裴爱民发现
了微博这个社交平台，在别人的帮助下，她
给自己取名为“田鼠大婶”，开始实现自己
的文字梦想。

“我喜欢读《安徒生童话》，那里有只老
田鼠，就像我经常看见的庄稼地里的田鼠，
总会将遗落在地里的麦子、葵花籽细心地
拾回家去。田鼠勤扒苦做、爱惜粮食的样
子，跟我们庄稼人好相似啊。我想我的微
博名字就叫田鼠大婶吧——就像一只勤快

的田鼠，在庄稼地里默默地劳作，年年岁
岁。”裴爱民说。

在微博上，裴爱民记述了乡村生活的
点点滴滴，从日常生活中的琐碎话题、再到
农村的风情习俗、美丽风光……此外，她还
拿起手机，用自己的视角拍下了民勤农村
生产生活中的一幅幅画面。

几年的时间里，裴爱民的微博粉丝涨
到了五六千人……

网络开阔了裴爱民的视野。2018年，
在粉丝的帮助下，她开了自己的网店，卖自
家和村民的农产品和特产，开辟了生活的
新天地。

2020年春天，裴爱民收到一条特别的
信息。发信息的人称自己是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的编辑，非常欣赏裴爱民的文字。
过了些日子，这位编辑专门从武汉来到裴
爱民家里，和她商量出书的事儿。

见到出版社编辑的那一刻，裴爱民说
自己有点儿惊慌。“我只是个农民，只有初
中文化，写的也只是庄子上一些日常事儿，
便问编辑是不是要把微博里的日记再好好
修改一下？”

谁知那位编辑连连摇头，说：“不用不
用，我们就喜欢你这样本真质朴的文字，自
由自在的写作。”“你的文字朴素、真实地
展现了西北农村的生活风貌。”

就这样，这本配有裴爱民自己手工绘
制插图的《田鼠大婶的日记》一书终于在
2022年9月中旬出版发行。其后短短一个
月的工夫，3000册书全部订完。

书出版后，裴爱民受到省内外许多媒
体的关注，家乡的父老乡亲知道自己身边
有个会写书的种田妇女，民勤当地也掀起
一股读书的热潮。城里工作的人说，看田
鼠大婶的日记，找到了自己的故乡；农村劳
作的人说，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感受到了丰
收的喜悦。前些日子，一些小学生来到裴
爱民家里，娃娃们也要跟着田鼠大婶学写
日记，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面对各界的关注和赞誉，裴爱民表现
得很理性，她告诉记者：“我读书写作的初
衷并不是为了出书，而是觉得我们农村妇
女不能只会下地干活儿，回家做饭，也要学
习文化知识，跟上新时代，让自己有能力改
变，做一个有目标、有思想的人！”

描绘新农村美好画卷
“水乖乖地在小渠淌着，我坐在大杨树

下，旁边有一大丛野生枸杞，枸杞子看着红
艳艳，吃着甜滋滋。麻雀们叽叽喳喳，用尖
尖的小嘴巴啄食枸杞子。多像一群小孩
子，吃饭也不能安静！”

“蓝天白云下，一地光板籽瓜个个金
黄，绿叶萎谢瓜籽已经成熟，此时日光浓
稠，空气中似乎有粘牙的甜味，让人忍不住
咂咂嘴。”

……
这是裴爱民笔下描写乡村生活的文

字，她说自己喜欢乡村的生活。“忙了干干
活儿，把自己的庄稼种好，闲了看看手机，
春夏秋冬，看日出日落，花儿开了又谢，田
里的庄稼绿了又黄……”把自己看到的写
出来，她从来没有厌倦的感觉。

“我是一个农民，坚持三十多年一边
劳作，一边看书写作，有幸出版了自己的
书。不久前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党的
好政策下，作为一名农村妇女，一个有知
识能写作的妇女，我要多挖掘农村的新题
材、新思想、新风尚，描绘出更多我们新农
村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美好画卷！”裴爱
民说。

留学生 穿汉服——彩排节目迎春节
1月4日，在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进行舞蹈节目的彩排。
当日，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留学生为参加“校园春晚”加紧排练文艺节目。他们身穿汉服演唱中文歌曲，排练传统古典舞蹈等节目，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