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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岂能充当“李鬼”网站帮凶
在某搜索引擎上检索“Steam”（整合游戏下载平台），排在

前面的却是仿Steam的山寨网站，用户一不小心就容易被误导
下载充值，造成经济损失、隐私泄露；搜索家电维修售后官网，
检索结果第一条却是仿冒的“李鬼网站”，充满消费陷阱……

搜索引擎平台推广“李鬼”网站，以排名靠前的方
式公开为“李鬼”网站背书，没有尽到其应尽的审核责
任，更充当了“李鬼”网站“坑人”的帮凶。要想扫除“李
鬼”网站，让“李鬼”网站无所遁形，除了靠搜索引擎平
台道德自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靠监管倒逼，提高违法
成本，遏制搜索引擎平台放任“李鬼”网站以虚假广告
欺骗、误导消费者的乱象。同时，还应大力打击“李鬼”
网站以及背后的不良商家，强化平台审核责任、落实平
台连带责任，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

保障农民工工资，还须打好组合拳

春节前是农民工工资结算高峰期。人社部门加强常态化
监测评估和检查督促，推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各项制度
和政策落实到位。各地用心用情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依法坚决打击恶意欠薪行为。人社部开通全国根治欠薪
线索反映平台，接收全国各地提交的欠薪线索。各地对农民
工欠薪问题“零容忍”。

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国家现
代化的重要力量。依法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关
系广大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让
农民工安心过好年，还须打好根治欠薪组合拳，要进一
步完善长效机制，并让长效机制真正发挥出应有效力，
畅通农民工的维权渠道，降低其维权成本。同时，各地
各相关部门要真正重视起来，加强攻坚力度，用心用情
用力根治农民工讨薪难题，完全打通这一民生堵点、难
点，不再让农民工欠薪问题周而复始，真正破解农民工
烦“薪”事。

“回家的钥匙”照亮老人回家路
温馨守护尽显温度！一头是儿女家人深深的牵挂，一头

是警方和爱心组织的守护！这个冬季，一把小小的智能钥匙，
帮助深陷记忆迷城的走失老人重回家的怀抱。近日，“回家的
钥匙”公益行动正在推行，通过将“钥匙”挂在老人身上，家属
可实时查看定位，防止老人丢失。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走失的情况频繁发
生。相关报告显示，每年我国约有50万老人走失，平
均每天就有约1370名老人走失。“回家的钥匙”公益行
动的推行，让老人与家人紧紧相连。利用高科技手段
帮助走失的老人回家，在让老人子女及家人安心的同
时，还是“科技向善”带来的又一喜讯，更是全社会用责
任、爱心、奉献传递善意的一个温暖之举。

天天 点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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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幸福的歌 绽放梦想的花
新疆各族人民携手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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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有“干头”农民有“奔头”农村有“看头”
——安徽芜湖繁昌区“六大提升工程”促产业振兴乡村和美

乡村行 看振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我喜欢表演《玛纳斯》，能够传承文
化，还能参与家乡建设，我愿意一直做下
去。”近日，来自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以下简称克州）歌舞团的凯丽为游
客表演民族史诗《玛纳斯》。演出间隙，她
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讲述家乡克州
的幸福点滴。

趁着休息，还没来得及卸妆，凯丽就快
速发了个朋友圈。瞬间，她就收到来自北
京、上海、广州等天南海北的朋友的点赞留
言。这一刻通过网络大家又聚在了一起，
回忆起援疆、旅游、工作、生活等场景，彼此
的距离又拉近了。在新疆，人们洋溢的笑
脸上写满了幸福的模样。

幸福传唱的声音
“这是祖先留下的故事，我们怎能不把

它演唱。这是先辈留下的遗产，代代相传
到了今天……只要唱起先辈的英雄故事，
优美的词句就会喷涌而出。”对于今年16
岁的玉米塔力·耶提库而言，唱好《玛纳斯》
除了跟凯丽姐姐一样是出于热爱，更是一
种责任、一份使命。

2022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新疆博物馆，观看了民族史诗《玛纳斯》说
唱展示，并同《玛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亲切交谈。那一天，玉米塔力深深记
住总书记的嘱托：年轻一代要很好培养，更
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一年多来，总书记亲切的神情、和蔼的
语气时常浮现在玉米塔力的脑海，也温暖
着每一位守护传承民族史诗《玛纳斯》的
人。

玉米塔力告诉记者，他跟随老师江努
日学习了10年《玛纳斯》，他喜欢老师的风
趣，也敬佩他的严谨。“我的老师居素甫说
过，我们都是‘梯子’，要帮助年轻人登上高
处，《玛纳斯》的未来属于他们。”成为代表
性传承人后，江努日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
放在了传承人培训班、文博馆和校园里。
发掘和培养新一代的“玛纳斯奇”（柯尔克
孜语，意为能唱《玛纳斯》的人），是他心中
的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保障
支持下，“玛纳斯奇”和代表性传承人投身
《玛纳斯》传承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高
涨。截至目前，新疆有近500名各级《玛纳
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022年10月，乌恰县黑孜苇乡中学
有了第一个《玛纳斯》特色班，玉米塔力和
他的41位同学认真学习《玛纳斯》的同
时，更是把克州故事带到全国各地。特色
班学生努尔苏力坦·哈日哈巴西的父母都
是护边员，从他记事起，就知道父母的巡
边路有多危险，走悬崖、翻雪山、蹚冰河，

还要面对突来的极端恶劣天气。但他也
知道这条巡边路有多重要，就像《玛纳斯》
里唱的一样：每一寸土地都不能丢弃，守
护好我们自己的家园。在他心里，奔走在
祖国边境线上的护边员们，就是鲜活的

“玛纳斯”。

追求梦想的脚步
新疆阿克陶县恰尔隆镇镇长阿斯亚·

吐尔逊告诉记者，她是从阿克陶县基层成
长起来的干部，亲眼见证了人们工作和生
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从有技能、有事
干、有钱挣向多技能、多干事、多挣钱升级，
实现人人有事干、人人有就业。从沙漠腹
地到北上广深，走出家门走向世界，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提升，日子越来越好。

从安徽阜阳考到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
学校学医的朱瑞宇，不仅自己毕业后准备
留在新疆工作，连同两个表弟也都留在了
新疆工作。喜欢新疆、追求梦想，成为许多
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的选择。

1月8日，在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一家
现代化工厂里，1700余名工人正在各自的
工作岗位上熟练地操作着各种设备赶制订
单。

“在工厂上班，每月能拿到4000多元
的工资。作为质检员，我对工作和岗位的
认识，跟四年前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下一步，我想先带妈妈去三亚看海，然后再
努力买新车、买新房，成为一名新时代女
性。”家住墨玉县，30岁的玛尔则耶·图尔
迪麦麦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该公司于2018年落户墨玉
县，2021年9月投入生产，厂房有18万平
方米，有3000台织袜机。在公司里，像玛
尔则耶·图尔迪麦麦提这样的年轻人还有
很多。该公司总经理章方杰介绍，目前公
司员工共1700余人，2022年产值有4亿
多元。“希望帮助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增收，日子越来越好。”章方杰说。

其乐融融的生活
“大家跟着音乐的节奏，走起来……”

1月8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四十
一团草湖镇一家养老院和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护理人员带着老人们跳起了网络上大
火的“科目三”舞蹈。排练舞蹈、打扑克、做
理疗……平日里，在草湖镇养老院和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老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参加活动，其乐融融。

今年80岁的刘心愉老人告诉记者，她
1964年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休前是
一名电工，现在退休金有5000多元。她参
与建设的很多电力项目现在还在发挥作
用，到了夜里，看到万家灯火和越来越好的
团场，她觉得特别幸福。

护理员阿力屯古丽·热依木今年24
岁，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
养老院，她特别热爱养老行业，目前工资
3700多元。工作两年多来，她对职业和工
作的理解也越来越成熟，跟老人们相处久
了，她感觉自己也变得更温柔了。

“大家在这里一起打牌、跳舞，还有可
口的饭菜，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了。”小区
居民张先义说，家里就他和老伴儿两个人，

子女外出务工，平日里两口子来日间照料
中心吃饭也不用发愁了，还能参加活动，每
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感恩时代的心声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

皮山农场妇女创业一条街，许多姐妹的幸
福梦想得到了实现，这得益于当地妇联专
项资金的支持。

做抖音、接订单，28年带出上百个徒
弟的阿米乃·赛迪艾合买提的技术过硬、热
心助人在皮山农场妇女创业示范一条街是
出了名的。她说，创业一路都有妇联“娘
家”支持，所以她在带动更多人奔向好日子
的同时，更加感恩好时代。

“红色故土，是我初心的归处。”从云
南楚雄来到新疆昆玉做西部志愿者的刘
容杉，也爱上了昆玉这座城市。由她主
要负责的周末国学课堂，因为知识面广、
内容丰富，深受孩子和家长喜欢，因此她
决定志愿时间结束后，就留在昆玉工作、
安家。

“小时候家里困难，邻居、社区都给了
我家很多帮助，如今我赚了钱，有能力给
灾区人民贡献一份力量。”2023年12月，
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6.2级地震发生后，
新疆乌苏市疆味馕店负责人艾尔肯·艾依
提向甘肃省积石山县红十字会捐赠了1万
元，他表示感恩和幸福同样需要传递。

……
虽平凡，但非凡。新疆各族人民用勤

奋和智慧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幸福故事也
传颂四方。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隆冬时节，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经
济开发区内的溜溜果园集团生产线上，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另一边的包装车间里，一
箱箱爆款溜溜梅堆满了各个角落。前进、升
降、上货、换挡、卸货……几台运输叉车来回
穿梭，忙个不停。

“政府全力支持，我们仅在繁昌区就有超
过2万亩的青梅种植基地。”企业相关负责人
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十年来，繁昌大
力发展青梅全产业链，我们全力打造‘龙头企
业+新品种选育科研+苗木基地科学育苗+合
作社+农户’的创新模式，衍生出青梅种植、青
梅加工、青梅文化旅游等多种业态，拓宽了果
农们的增收致富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繁昌区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六大工程”，即“乡
村产业优化提升工程”“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工
程”“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乡村公共服务
提升工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工程”“乡村改
革创新提升工程”，农业产业加快发展，乡村建
设水平不断提升，全力打造农业有“干头”、农
民有“奔头”、农村有“看头”的和美乡村。

产业振兴 农民有“奔头”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技术已趋于成

熟，去年的挂果率达到每棵40斤左右，共收
获了3万斤到4万斤青梅。”荻港镇梅缘青梅
基地负责人吴诚然说。

同样，在平铺镇寒塘村西冲组，村民许金
发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青梅树获得稳
产、增产。这两年，他承包的40亩青梅年均

纯收入超过5万元。
喜上眉梢的还有村里的妇女。这几年，

承包种植青梅果树、在果园工作、到生产线务
工……“送”到家门口的创业、就业机会，让她
们凭能力、技术鼓起了荷包。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基础。从2011年
落地繁昌、年产值不过数百万的小企业，成长
为如今集青梅科研、种植、加工、营销于一体的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溜溜果园集团
成为该区强村富民的产业引擎。

尝到了龙头引擎的“甜头”，繁昌区在乡村
产业发展中注重提质增效，突出“一镇一特”“一
村一品”，把“土特产”做大做强，品牌化运营。

改革、探路，也让这片土地不断焕发生机
和活力。2022年，繁昌在全省率先推行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探索出一条集体经济增收和

村民致富的互利共赢新路径。
通过积极动员村民入股、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和防范化解风险等规范运行，2023年年
初，各合作社迎来首个“分红季”。2023年1
月 16日的繁昌区“双领共富”分红贴息暨
2023年繁花“食”锦年货节活动现场，就有
25个村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进行了分红，总
金额达392万多元。

统计显示，2022年，繁昌区深入推进党
组织领办合作社，扶持了集体经济项目26
个，新增经济强村12个，积极开展省级农村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试点，盘活
闲置宅基地1.5万平方米、闲置农房120宗。

乡村和美 农村有“看头”
步入孙村镇梅冲茶山景区，千亩茶园，薄

雾笼罩，绿意盎然。放眼望去，一阶阶山梯间
云雾缭绕，高低的茶树，连片的茶叶绿色葱
葱，飘散着幽香。

不止梅冲村，在繁昌，这样的和美乡村
随处可见。近年来，繁昌区以山水格局为主
体，以红色文化为主线，以乡土文化为牵引，
打造集“红色文化、生态宜居、乡土风情、旅
游休闲、产业创收、风景靓丽”于一体的美丽
乡村，全面建设“一村一景、一村一韵、一村
一特色”，通过村级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大
力发展乡村产业发展，既拓宽了群众的增收
途径，又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打造了一
个个以“山水繁昌、江南曼谷”为主题的宜居
宜游村庄。

“以前都是臭水沟，现在山是绿的、水是
清的，房前屋后都是整整齐齐的，人的精神面
貌也焕然一新。”走进峨山镇东岛村村民程得
宽啧啧称赞的村庄，巍然矗立的牌坊、宽阔的
柏油马路、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映入眼帘。
漫步村庄小道，茂林修竹，鸟语花香，仿佛置
身于世外桃源之中。

“得益于美丽乡村提升改造工程，新农
村更有‘看头’。”村党总支书记李克文说，

“东岛村已有1000多年历史，改造中，既保
留了乡村特色风貌，又提升了‘颜值’，传承
了文化。坚持文化赋能，我们将古人文化、
乡贤文化、自然村的特色文化等进行挖掘整
合，提振农民的精气神，激发了他们参与乡
村治理的热情。”

生态美、产业兴，村民富、动力足，如今的
繁昌，一个个村庄华丽“换装”，如珍珠般点缀
在青山绿水间。一幅和美乡村的崭新画卷，
正在广袤的田野间铺陈开来……

人权行动看中国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
四师昆玉市，周末课堂成为孩子
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来自克州职业技术学院的
努尔比耶·库尔班（左一）在学校
学习刺绣技艺。

□ 王琦

近日，北京丰台教育发展理事会2024年工作会召开，会
上通过的《关于推进丰台区中小学教师“区管校聘”管理改革
工作的若干措施》提出，2024年该区将加强对教师的年度考
核和考核结果运用，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

教师退出机制，顾名思义，是指对那些在教学工作中表现
不佳、无法胜任或不再适合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通过一定的
程序和方式，使其退出教师队伍。这一机制的建立，旨在优化
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整体教学质量，同时也是对教师职业发展
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然而，如何科学、公正、合理地实施这
一机制，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在实际操作中，教师退出机制往往因为缺乏科学、公正
的考核体系而饱受争议。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其工作难
以完全量化，因此如何建立一套既能反映教师工作实际，又
能确保公平合理的考核体系，是实施退出机制前必须解决的
难题。

要实施教师退出机制，首先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考
核体系。考核是评价教师工作表现、确定是否适合继续从事
教学工作的重要依据。只有考核标准明确、考核程序公正、考
核结果客观，才能确保退出机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否则也就
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在建立考核体系时，还应充分考虑教师的职业特点和工
作实际。教师的工作是复杂的、创造性的，很难用简单的量化
指标来衡量。因此，考核体系应注重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
结合，既要考虑教师的教学成绩、科研成果等硬性指标，也要
考虑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师德师风等软性因素。只有
这样，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教师的工作状况和发展潜力。

此外，实施教师退出机制，还需要与其他教育改革措施相
配套。比如，应建立健全教师培训体系，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和教学能力；完善教师激励机制，鼓励教师追求卓越、创新发
展；优化教师资源配置，确保每个学校都能拥有优秀的教师队
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退出机制的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的
效果。

教师退出机制的建立是对教师队伍管理的一次重要创
新，但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配套科学、完善的考核体
系。同时，还要注重教师的职业特点和工作实际，避免增加教
师的职业倦怠感和考核负担。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退出机制
的公平、有效和可持续发展，为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奠定坚实的
基础。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我们期待看到更多这样的创新
举措，为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贡献力量。

俯瞰繁阳镇缸窑村。


